
呼和浩特市教育局：“行走的课堂”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新内涵

青城聚力·六个工程

3号隔压换热站完善工程预计供暖前投入使用

今冬大唐托电长输管网供热能力可达5300万平方米
本报讯（记者 刘丽霞）“4月 15日

停暖后，我们开始对上一采暖季生产
运行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整治，将南线
通往金桥的供热管线补水冷运。现在
我们正在对隔压换热站内的管网做保
温工作，对地沟进行完善，即将对地面
进行漆面铺装。其中，保温工作预计
本月底完成。”6 月 26 日，记者在位于
西二环的大唐托电长输供热项目 3号
隔压换热站采访时，站长赵永生介绍，
为了保障今年冬季正常供热，3号隔压
换热站正在进行工程的后续完善工
作，计划到今年冬季，大唐托电长输供
热管网供热能力将达到 5300 万平方
米。

赵永生介绍，大唐托电长输供热项
目是 2023年自治区和呼和浩特市两级
政府的重点工程。项目利用托克托电
厂的大量余热作为供暖热源，经68.4公
里长输管网、2座中继泵站、1座隔压换
热站以及36.4公里市区绕城管网，将热
量输送至各大热源厂、换热站进行供
热。2023—2024采暖季总供热面积达
到 2500万平方米，为光明热源厂、巴彦
热源厂、三合村热源厂、维盛达、实建

信、山水、凯德成等7座燃煤锅炉替代提
供了热源。

今年 9月前，大唐托克托电厂机组

改造工程将全部完成，2024—2025采暖
季总供热能力可达5300万平方米，新增
的供热负荷将为首府今年实施的 36台

燃煤锅炉拆并提供热源保障。到 2027
年该项目完全达产后，总供热能力将达
9100万平方米。

“1、2号中继泵站是为长输供热管
网补充足够的输送动力，3号隔压换热
站是将长输高压供热管网和市区低压
供热管网进行压力隔离。今年大唐托
电长输供热区域的智慧供热平台将设
在 3号隔压换热站内，现在我们正在内
装修，计划供暖前投入使用。”赵永生介
绍。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截至目前，
呼和浩特市主城区供热面积 1.77亿平
方米，其中，热电联产供热面积 1.15亿
平方米，占比 65%；燃煤供热面积 0.29
亿平方米、占比 16%（超低排放改造
0.17万平方米、占比9.6%）；燃气供热面
积 0.31亿平方米、占比 18%；电供热面
积为 0.02亿平方米、占比 1%。大唐托
电长输供热项目的实施，不仅满足了呼
和浩特市燃煤锅炉淘汰以及城市未来
发展的供热需求，而且能从根本上解决
呼和浩特市长期以来清洁热源不足、现
有电厂“小马拉大车”、小散乱锅炉房众
多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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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人人讲安全 个个会应急

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总编辑：林白 一版编辑：甘永康 曾静怡 张静雯 美编：张韫同 本版编辑：黄涵琦 甘永康 马建伟 曾静怡 张静雯 美编：马慧茹 张韫同

本报讯（记者 吕会生）呼和浩特市
教育局依托研学实践平台组织开展“行
走的课堂”，将思想引领与研学实践相
结合，用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
育实践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中蕴含的革命
精神和奋斗精神，广泛开展现场教学，
宣传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应知应会知识，教育引导
广大青少年学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
色血脉、弘扬革命传统，不断增进“五个
认同”，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整合红色资源，汇聚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新合力。市教育局依托呼和
浩特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搭建统一的
研学实践活动专区，充分统筹利用教育

系统内外资源，完善社会综合实践育人
活动的资源供给方式，整合现有教育实
践基地、博物馆与科普场馆、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职业院校等资源优势，为学生
提供丰富多元的红色研学实践教育场
所, 不断满足不同学段学生成长和发展
需求，汇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合
力。截至目前，呼和浩特市28家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已全部
在平台上线，市教育局先后组织1.1万名
学生走入基地开展探馆、“民族团结同心
营、寻百城记忆”等活动，进一步加深了学
生对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解和认同。

开发优质课程，赋能民族团结进步
新内涵。根据不同学段学生身心发展
特点、成长需要、教育规律，市教育局出
台《中小学校外实践教育课程建设方
案》，结合学科课程、跨学科课程，开发
了一批领域广泛、内容综合、方式多样
的优质课程，诸如依托内蒙古博物院开
发的博物文化小使者“赓续历史文脉 寻
访中华文明”课程，依托大青山红色文
化公园开发的“缅怀先烈忆初心 赓续血
脉担使命”课程，让“行走的课堂”赋能
民族团结进步新内涵。

拓展现场教学，筑牢共同团结奋斗

的思想根基。各地各校创新育人形式，
引导学生走出校园，接受爱国主义、革命
传统教育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
育。今年清明前夕，敕勒川绿地小学教
育集团的少先队员走进乌兰夫纪念馆，
通过参观展陈、诗朗诵、舞台剧表演等多
种形式，再现革命先辈的感人经历，深刻
缅怀革命先烈，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呼
和浩特市第一中学连续11年开展“行走
的青春”实践活动，让学生在行走中了解
时代楷模的精神力量、感受北疆文化的
厚重魅力、聆听时代的奋斗凯歌，累计参
加1.2万人次。这种现场教学的形式切
实加深了各族学生对“四个共同”的理解
和认识，在有形有感有效中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筑牢了共同团结奋斗的
思想根基。

暑假临近，近
日，玉泉区通顺街
小学开展以“珍爱
生命 预防溺水”为
主题的安全教育活
动，邀请内蒙古游
泳救生协会志愿者
为学生讲解防溺水
常识、安全急救知
识等，提升学生的
安全意识和自救能
力 ，护 航 暑 期 安
全。图为学生正在
学习心肺复苏急救
知识。

■本报记者
王劭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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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祁晓燕）今年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
施 30周年，其配套行政法规《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将于7月1日起正式施行。近日，
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举办业务讲
座，就《条例》的宣传贯彻，邀请市场监
管总局业务条线专家对系统内各级执
法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全区2300余人
参加。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将继续以《条
例》颁布实施为契机，以“激发消费活
力”年主题为主线，积极组织开展相关
宣传活动，同时强化《条例》应用执法效
果，畅通消费者投诉举报渠道，积极依
法处理解决消费纠纷，扎实推进民生领
域案件“铁拳”行动，加强重点领域违法
行为治理，强化行刑衔接，曝光典型案
例，严厉打击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
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

6月26日，内蒙古医保局、新城区医保局联合在呼铁佳园小区举办“党建引
领聚合力 医保服务进社区”活动。

现场，呼和浩特世和中医医院院长曹世和为小区居民义诊。
■章萱 摄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为扎实推
进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
进学校、进家庭，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
念，大力加强公众安全教育，近日，市
发改委联合昭乌达南路街道民心社
区、呼和浩特供电公司赛罕分公司、内
蒙古西部天然气管道运行有限责任公
司，在民心家园开展2024年呼和浩特
市能源行业安全生产宣传月“五进”活
动。

活动通过发放资料、专业知识讲
解、问题答疑及入户宣传等方式，广泛

宣传电力使用、长输天然气管道保护、
日常居民燃气使用注意事项等安全知
识。工作人员讲解了用火用电用气的
基本常识以及安全应急知识，提醒居
民不私接电源、不超负荷用电、电动
车到集中充电点充电、燃气使用期间
不随意离开厨房等，重点提示了不要
将电动车停放在楼梯间、不在疏散通
道堆放杂物、保持安全出口畅通等，
增强了居民的自我保护能力，提高了
居民安全用电、安全使用天然气的意
识。

2024年呼和浩特市能源行业
安全生产宣传月“五进”活动开展

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7月1日正式施行

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举办相关内容业务讲座

本报讯（记者吕会生）近日，市委
统战部举办呼和浩特统一战线第十二
期“首府同心大讲堂”。邀请浙江大学
博士生导师、中华外国哲学学会理事
章雪富教授以《思维创新和国学智慧》
为题进行专题辅导。

章雪富教授结合大量丰富翔实的
案例，深刻阐释了国学所蕴含的道理，
体现了深厚的国学底蕴，充满了辩证
思维。讲座主题鲜明、内容丰富，让全
市统战系统广大党员干部和统战各领
域代表人士深刻领会国学智慧，站在
更加宏阔的历史视角，对工作和生活
都有许多新的启示和感悟。

全市统一战线将把学习国学作为
提高个人修养、推动工作发展、提升统
战思想水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经常性工作，把对授课内容的收获
和感悟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将国
学智慧和创新思维运用到工作中，切
实用文化力量推动新时代统战工作创
新开展。

讲堂以视频形式举办，市、旗县区
委统战部、民委、工商联全体干部，呼
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林格尔新
区党群工作部全体干部，各民主党派
市委会领导班子和机关干部，统战各
领域代表人士聆听讲座。

（上接第1版）
“研”，实施科技“突围”工程，重

点建设乳业、草业、动物疫苗、半导体
材料、益生菌共性技术 5 大创新中
心，打造全区科技创新高地。内蒙古
交通集团交能融合产业创新中心、西
安交通大学内蒙古智能制造研究院、
内蒙古柔性电子研究院、内蒙古柔性
电子未来产业园正在有序建设。下
一步，要围绕大数据产业研发，加强
算力、算法、算网、数据等关键共性技
术攻关，推动数字经济技术转型、创
新发展。

“用”，率先将绿色算力和人工智
能运用到经济社会发展全领域。比

如，赋能社会治理，破除数据壁垒，打
通数据孤岛，通过迭代建设城市大脑，
推动人工智能在交通、医疗、教育、文
旅、养老、金融等重点领域应用，目前，
首府正在推动科大讯飞全场景智慧教
育项目建设；赋能产业发展，通过开展
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建立工业互联
网平台，同步布局类脑智能、人形机器
人、元宇宙等未来产业，推进研发数字
化、生产智能化、经营一体化、服务敏
捷化、产业生态化；赋能场景应用，重
点是在轨道交通、地下管廊、环境生态
等特殊领域，加强智能巡检、智能勘
测、智能救援等场景应用，让人工智能
发挥好特殊的作用。

呼和浩特：打造绿色算力新引擎
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

市委统战部举办呼和浩特统一战线
第十二期“首府同心大讲堂”

（上接第1版）
为更好地保护长城，自治区在2007

年至 2010年组织开展了长城田野调查
工作，基本摸清了全区历代长城的规模、
分布、构成、走向等基础情况，建立了详
实的长城记录档案，先后整理完成 6部
长城资源调查报告。

自 2016 年以来，自治区累计投入
长城保护资金近 1.5亿元，实施抢险加
固、保护修缮、环境整治、防洪堤坝、保
护围封、冲沟治理、安全防护等工程
102项（国保 33项、区保 69项），有效保

护了长城遗存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历
史风貌。

此外，全区103个旗县（市、区）统一
配发无人机，聘用长城保护员 1380人，
累计投入巡查经费1100余万元，实现长
城巡查人防技防全覆盖，创新了长城保
护模式。

内蒙古域内长城点多、线长、面广，
要大力弘扬长城文化，就需要积极营造
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夯实长城
保护的社会基础、群众基础。

与此同时，自治区将长城资源与旅

游发展相融合，组织编制完成《长城国
家文化公园（内蒙古段）建设保护规划》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内蒙古段）实
施方案》，争取中央资金5608万元、其他
投资1904万元，支持呼和浩特市新城区
坡根底秦长城、清水河县明长城、包头
市固阳县秦长城3个国家长城文化公园
建设项目。

从古至今，内蒙古域内长城以其苍
茫雄峻的风姿，让人感受到北疆独有的
文化魅力。

胡服骑射、秦直道、昭君出塞、盛

乐古城、《敕勒歌》、走西口与闯关东、
长城抗战……内蒙古域内的长城见证
了北疆大地的无数史诗。

如今，自治区实施了30多项长城保
护维修项目，40余项围封项目；全区 12
个盟市均已建立长城档案，并向社会公
布了长城墙体、壕堑、单体建筑、关堡和
相关设施等13728处长城遗存的保护范
围、建设控制地带；各地文物部门在长城
沿线设立保护标志牌1413块、保护界桩
8936个、保护说明牌326块，基本实现了
保护标志全覆盖。

保护长城 守护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