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新城区
星火巷社区联合内
蒙古自治区人民医
院开展“眼科进社
区 关爱眼睛健康”
服务活动。

■本报记者
刘沙沙 摄

眼科服务
进社区

呼和浩特：加速打造有温度的儿童友好城市

我看青城新变化

蒙草集团：点“草”成金
本报讯（实习记者 贾思敏 于梦圆）

11月6日，“不一样的内蒙古”主题宣介
活动暨全国经济媒体内蒙古行采访团
走进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全面了解内蒙古领先的草种科技。

走进蒙草种业中心，采访团记者们
就闻到了淡淡的青草香味。蒙草生态
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
睿珏介绍道：“蒙草集团通过采集驯化
高产、耐旱、耐盐碱等优质种质资源，建
成国家林草种质资源库内蒙古分库、特
色乡土植物种质资源库，收存各类种质
资源2200种、6万余份，标本15万余份，
土壤 150万份，涵盖生态修复、饲草、道
地中草药、特色作物等。”

据了解，蒙草集团拥有国家林业草
原风蚀沙化治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农
业农村部农牧交错区耕地地力保护与
提升重点实验室、草种创新与草地农业
生态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等 30多个国
家、自治区级科研平台，联合 50多家科
研院所、高校、企业共同创建国家草业
技术创新中心。提供生态解决方案，孵
化“快乐小草”“小草数字”“土壤科技”
专项高新技术公司，将“蒙草”模式扎根
陕西秦草、西藏藏草、青海清草。聚焦

“草、草原、草产业”，推进“草产品、草原
生态、草产业运营”多元化经营模式。

“内蒙古走出了一条符合自然规
律、具有区域特色的防沙治沙新路子。”
新浪财经总编辑李兀表示。

“依托生态大数据导航，按照修复
地水、土、气、植、动、微等原生数据，
蒙草集团推出了‘一地一方’定制化配
置乔灌草+保水因子+有机肥+微生物
菌肥混合的‘种子包、种子绳、种子
杯、种子块’等产品，解决市场各类生

态用种需求。草种及产品应用于草
原、矿山、沙地、盐碱地等各种生态类
型地区，助力近 3200万亩国土完成治
理。”陈睿珏说。

“最近几年，内蒙古在科研上又有
了新进展、新发现，内蒙古的企业紧跟
时代步伐，走出了靠内生动力、加大科
研投入、依托科研创新作为经济增长新
动能的道路。”经济观察报社编委、政研
院院长宋馥李对记者说。

治理的脚步仍未停歇。蒙草集团
将聚焦草种科技，探索生态治理新路
径，提升优质草种生产供应能力，为不
断提高草原生态质量和生产力水平提
供坚实的科研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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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站UP主×抖音博主×青春学子共话互联网时代数字潮流”
网络主题活动举行

本报讯（实习记者 贾思敏）11
月 11 日，由呼和浩特市委网信办主
办，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支持，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
传播学院协办的呼和浩特市 2024年
网络文化节主题活动“B站UP主×抖
音博主×青春学子共话互联网时代
数字潮流”网络主题活动在内蒙古
大学举行。

活动邀请了呼和浩特本土科普
UP主“真·凤舞九天”、抖音平台创作
者“巨呼市”“翻越内蒙古”走进校园，
与师生代表面对面交流，分享自己在

新媒体视频创作道路上的宝贵经验
与有趣故事，讲述了他们如何通过新
媒体记录城市变迁、传播地方文化，
以及这一过程中收获的成长与感
悟。嘉宾们的精彩分享引发了现场
学子们的热烈反响。

呼和浩特市委网信办表示，将继
续以青年群体为主角，开展“青春遇见
青城”网络系列主题活动，让青年的思
想在交流中凝聚共识、汇聚合力，让更
多青年认识呼和浩特、留在呼和浩特、
热爱呼和浩特，汇聚起推动首府网络
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青年力量。

呼和浩特市企业家联合会成立
本报讯（记者 吕会生）近日，呼和

浩特市企业家联合会成立大会暨第一
届会员大会召开。

会议听取了呼和浩特市企业家联
合会筹备领导小组的筹备工作报告，
审议通过了呼和浩特市企业家联合会
有关章程、大会选举办法，选举产生了
第一届班子成员及理事、监事。

杜文军当选呼和浩特市企业家

联合会会长，并作表态发言，明确了
商会要做品牌商会，不断拓展自身的
影响力和覆盖面，以务实的态度和高
效的执行力，为会员企业提供切实可
行的解决方案。通过整合不同行业
的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不断提升自身的服务质量和社会形
象，为呼和浩特市的企业发展注入新
的动力。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记者从中
国铁路呼和浩特集团公司获悉，从 11
月 10 日起，Z352/1 次旅客列车恢复
开行。Z352次列车运行于包头至青
岛间，单程运行里程 1712公里，运行
时间 21 小时 20 分。途经呼和浩特
东、北京丰台、聊城、淄博、青岛北等
15个车站。

列车开行前，中铁呼和浩特集
团公司包头客运段从人员选配、服
务提升、学习培训等方面一一铺排，
对列车设备设施、卫生清洁、备品保

障开展排查，全面提升班组服务供
给水平。为做好列车恢复开行工
作，包头客运段青岛车队紧锣密鼓
进行筹备，组织乘务员开展业务培
训，巩固车门管理、应急处置、电子
客票、标准化作业等知识，提升乘务
员业务素质。乘务组做好列车整备
工作，逐车厢检查反恐、消防、防洪
等备品。全面清理车厢卫生和卫生
死角，更换全新卧具，确保车厢卫生
达到最佳状态，为旅客提供干净、整
洁、舒适乘车环境。

包头直达青岛Z352次列车恢复开行

本报讯（记者 梁婧姝 实习记者 赵
婷婷）去年以来，呼和浩特市聚焦儿童
社会政策、公共服务、权利保障、成长
空间、发展环境等方面，积极推进相关
领域专项建设指引的制定与实施，把
儿童友好理念融入经济建设、城市规
划、服务配套、文化提升等各个领域，
不断满足儿童成长发展的需要，提升
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能力水平。

《呼和浩特市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方案》《呼和浩特市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 年）》正式
印发后，呼和浩特市妇女联合会积极
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呼和浩特市儿童
友好城市标识（LOGO）及 IP形象，最终
选出儿童友好城市标识 10个、儿童友
好城市 IP 形象 7 个，于今年“六一”国
际儿童节发布了呼和浩特市儿童友好
城市标识（LOGO）及 IP形象，积极制作
视频版公益广告片并在各大媒体进行

宣传，提升呼和浩特市儿童友好城市
建设的知晓度和影响力。

今年以来，呼和浩特市妇女联合
会与呼和浩特市发改委联合印发了

《2024 年打造开放共享的儿童友好成
长空间重点工作计划》，推动社区、学
校、医院、场馆等地共同打造儿童友好
成长空间 32个，打造自治区级儿童（护
童）之家两个，市级儿童之家两个。召
开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专题解读会，举
办了呼和浩特市妇女儿童工作能力提
升暨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统计监测培训
班，指导各成员单位及旗县区、相关单
位加速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同时，积极举办各类儿童友好城
市 相 关 活 动 。 成 立 儿 童 观 察 团 11
个，开展了“儿童友好我参与 我的城
市 我 做 主 ”绘 画 征 稿 等 活 动 10 余
场。举办“敕勒川爱心妈妈（阿姨）”
结对关爱志愿服务行动，招募“敕勒

川爱心妈妈（阿姨）”663人，结对帮扶
困境儿童 829 名，根据儿童实际困难
和需求开展集中关爱、入户慰问、亲
情关爱等志愿服务 416 场。开展“敕
勒川爱心妈妈——巾帼暖心 爱满青
城”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和“守护青苗 伴
童成长”等系列家庭亲子实践活动，为
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提供心理帮扶、家
庭教育指导和关爱慰问。围绕“守护
童年”“把爱带回家”等主题，面向广大
儿童尤其是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开展
爱心陪伴、心理疏导、法治和安全教育
等儿童关爱服务 78场。以“少年儿童
心向党 我与祖国共成长”为主题，开展

“六一”系列活动 86场，助力儿童健康
成长。结合实施“春蕾计划”，为 109名
困境女童发放 2023年度春蕾计划助学
金 17.88万元。开展 2024年“久久公益
节”“春蕾计划”劝募活动，筹集善款
76926.85元。积极争取自治区妇联和
社会各界关爱力量，为困境儿童筹集
慰问款物 20.58万元，营造全社会关心
关爱困境儿童的良好氛围。深入学
校、社区累计开展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亲子阅读实践、新时代好少年宣讲
等主题活动 40余场，加强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积极推动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迈上新台阶。

（上接第1版）
今年以来，和林格尔新区开展的

重点项目呈现出数量多、体量大、进展
快的特点。前三季度，实施重点项目
144个，同比增长 31%；实际完成投资
153亿元，同比增长48.73%。

一批批算数字产业领域的重点项
目落地生根，一批批创新型企业茁壮
成长，一批批优秀人才汇聚于此，产业
规模与发展指数在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络八大枢纽节点十大数据中心集群中
位居前列，“中国云谷”的基础越来越
坚实，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绿色算力
需求向这里集聚。

“和林格尔新区绿色算数产业

的集聚，既源于市场机制的自然演
进，也得益于国家与自治区层面的
政策扶持，以及不断拓展的应用场
景。为了更好地发展新区的绿色算
数产业，我们需要从系统思维出发，
谋划产业发展的整体布局，确保各
项政策有效落实，需要借助改革创
新，破解项目推进中的瓶颈问题，确
保重点项目的顺利落地。同时，我
们还需要秉承合作共赢的理念，强
化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推动新区产
业与其他旗县区产业深度融合，实
现互利共赢，共同推动首府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和林格尔新区管委
会副主任张学军说。

算力全“绿”起步！
首府搭乘绿色算力快车驶向未来

用心关爱 呵护成长

本报讯（记者 宋向华）11月12日记
者获悉，今年 3月内蒙古成为全国首个
新能源装机突破 1亿千瓦的省区，到年
底将达到 1.3亿千瓦以上，提前一年实
现超过火电装机的目标。

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重点围绕紧
抓快干新能源、传统能源转型升级、能
源惠民便民三个方面深化改革。

在新能源深化改革方面，建立新能
源开发新机制，制定出台加快新能源和
电网工程审批建设13项措施，新能源项
目前期手续办理时间由过去的半年左
右压减至3个月左右；深入推动“高效办
成一件事”，集中式光伏项目实行集成
并联、线上办理，办理时间进一步缩短

至1个月左右；“即报即批、应批尽批”市
场化新能源项目，具备条件的项目两周
之内完成审批备案。

完善绿电就近消纳机制，优化六类
市场化消纳新能源政策，分盟市研究拓
展新能源应用场景，风光利用率保持在
93%以上，盟市间新能源合作规模超过
1200万千瓦；启动绿电交易试点，蒙西
地区80%以上绿电进入市场交易，绿电
交易规模全国第一；统筹氢能“制储输
用”全产业链，疏导制氢成本、破解绿氢
项目必须在化工园区内布局等瓶颈问
题，打造绿氢产业先行区；建立储能市
场化补偿机制，完善调度运行及市场交
易机制，实施新型储能发展专项行动，

到年底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 1000万
千瓦。

传统能源转型升级深化改革方面，
加快智能煤矿、绿色矿山建设，推进煤
电机组节能改造、供热改造和灵活性改
造“三改联动”，落实完善煤制油气产能
和技术储备制度，发展煤基新材料，加
强煤矸石等煤矿废弃物循环利用。及
时对电力中长期交易做出优化调整，推
动电力现货市场结算蒙西正式运行、蒙
东试运行。完善能源保供机制，推动设
立内蒙古煤炭交易中心，完善电力需求
侧响应市场化补偿机制，激励用电企业
主动参与系统调节，完成迎峰度夏能源
保供工作。

能源惠民便民深化改革方面，协
同推进温暖工程，民生冬季供暖煤源
提前落实到位；落实“先立后破”“以供
定改”“确村确户”的工作要求，推进

“煤改电”设备通电工作，完成电采暖
设备通电 25.7 万户，在供暖季前完成
全年任务；行政村（嘎查）通网电工程
实现“能通尽通”，偏远农牧户新能源
升级改造、边防哨所用电年度计划提
前完成。推进获得电力改革，全面推
行“刷脸办电”“三零”（零上门、零审
批、零投资）“三省”（省力、省时、省钱）
服务，办电时间压减 30%以上，“三零”

“三省”服务惠及用户 21万户、节省投
资超过27亿元。

内蒙古抓住能源领域“牛鼻子”深化改革

本报讯（记者 耿欣 通讯员 付诗
涵）11月 11日，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
会联合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
会、各旗县区人大常委会在赛罕区人
民法院，召开了2024年市人大代表参
与诉前调解工作研讨会。

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赛罕
区人民法院“两站三中心”，观看了“人
大+法院”纪录片。会上，与会人员回
顾了 2024年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
专业代表小组成员参与诉前调解工作
取得的成效，深入分析了当前工作中
面临的困难问题，并围绕进一步加强
诉前调解工作进行深入探讨。

市中级人民法院和赛罕区人民法
院的相关负责同志介绍了市人大代表
参与诉前调解工作的主要做法和成

效，同时对诉前调解工作情况以及委
派案件数量和频率给予认可。目前，
全市共有108名市人大代表成为法院

“特邀调解员”，共接受诉前调解案件
4422件，调解成功 2228件，调解成功
率达50.38%。

会议指出，做好诉前调解工作是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动
实践，是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矛盾纠纷
的重要举措，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
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要增强多
单位联动化解矛盾纠纷的合力，有效
促进纠纷的源头预防和前端治理。要
将代表工作与社会治理相融合，积极
推进人大代表参与诉前调解工作，充
分发挥人大代表化解社会矛盾的积极
作用。

2024年市人大代表参与诉前调解工作研讨会

简 讯

●近日，内蒙古男子足球队、内蒙古男子篮球队、内蒙古女子排球队在
呼和浩特市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集合，开启第一届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
动会赛前集训备战。 （苗欣）

●近日，“舞出巾帼风采·运动绽放芳华”内蒙古自治区妇女趣味健身
运动会在呼和浩特市全民健身服务中心体育场举办，来自呼和浩特市的
700余名妇女代表参与活动。 （苗欣）

清水河县老牛湾：胜景醉游人
本报讯（实习记者 邢睿婧 贾璐）

近日，自治区级、市级道德模范前往清
水河县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旅游景区，
共同感受老牛湾的美景。

从呼和浩特市区到老牛湾，车程
只需两个多小时，道路宽阔平坦，一路
景色美不胜收。

登上游船，道德模范们瞬间被老
牛湾的美景所震撼。白云点缀着青
山，河面金光闪闪，大家纷纷拿起手机
记录。

第八届自治区道德模范何红说：
“我来老牛湾已经三次了，现在的老牛
湾大变样，各种旅游设施都很完善。

今天第一次乘船近距离感受老牛湾的
风景，感觉像被母亲河抱在怀里一样，
特别激动。”

下了船，就是老牛湾的四百八十
级台阶，顺着台阶来到神牛广场，这里
建有许多农家乐、特色民宿、咖啡馆，
还有非遗文化街、神牛美食街等。沿
着栈道散步，老牛湾的美景尽收眼
底。长城黄河握手地、黄河诗词长廊、
九曲黄河阵等在沿途散落开来，让游
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能够轻松愉悦地
感受到黄河文化。

“游船、九曲黄河阵、古建筑都建得
很有特色，路线规划合理。希望景区可

以继续挖掘黄河文化，讲好黄河故事，
让更多人看到老牛湾的魅力。”第十一
届呼和浩特市道德模范李海瑞说。

近年来，位列全国最美乡村第三、
中国最美十大峡谷之一的老牛湾大峡
谷旅游景区，立足打造黄河“几”字弯
旅游名镇定位，全力推进老牛湾黄河
大峡谷旅游区国家 5A 级景区创建工
作，全力打造特色旅游、优质农业、美
好生态“三大品牌”，推动农文旅深度
融合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拓宽当地
村民的致富之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

据了解，现阶段老牛湾黄河大峡谷

旅游景区搭建了城湾码头游客中心，改
造了老牛湾码头及游船，并提升景区内
民宿住宿条件等，持续完善以水路为
主、陆路为辅、空路为特色的景区旅游
线路，全面提升旅游服务和旅游体验。
景区紧紧抓住年轻人需求，不断开发新
产品、新业态，让文旅产品更具特色、更
富魅力、更有吸引力，进一步激活文旅
消费。以老牛湾 IP牛湾湾和红果果打
造的各类文创产品引起了游客的浓厚
兴趣，纷纷购买留作纪念品。

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旅游景区通过
文旅产业发展，成功走出了一条区域
经济新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