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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

““六大产业集群六大产业集群””：：撑起首府高质量发展新天地撑起首府高质量发展新天地
●本报记者 杨彩霞

落实“五大任务” 建设美丽青城

新华社深圳6月7日电 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
论坛 7日下午在深圳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表示
热烈祝贺。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我们党致力于铸就社会主

义文化新辉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把文化建设摆
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
性认识，推动文化传承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迈出坚实步伐。

（下转第4版）

本报讯 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
巴彦淖尔考察的新闻在中央电视台新
闻联播及各大媒体播出、刊发后，全市
各级干部群众深受鼓舞，倍感振奋。
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
决做到“两个维护”，为筑牢祖国北疆
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美丽中国作出首
府贡献。

勇担使命，筑牢绿色生态屏障

清水河县处于黄河流域，是国家重
点生态功能区。近年来，清水河县将生
态文明建设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纳入全县重要议事日程。先后实施了

“三北”防护林、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
资源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等为主的一

系列国家重点生态建设工程，重点对沿
黄流域以及浑河、杨家川、清水河、古力
半几河等黄河一二级支流流域进行了
综合治理，全县生态建设质量和成效已
走在全市乃至全自治区前列。

在手机上看完《习近平在内蒙古巴
彦淖尔考察并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
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
座谈会》的报道内容后，清水河县副县长
焦乾说：“‘十四五’以来，全县累计完成
47.44万亩生态治理修复工程，水土流
失、风蚀沙化现象得到有效控制，有效扭
转了生态脆弱区的生态状况。习近平总
书记在内蒙古巴彦淖尔考察时强调要全
力打好黄河‘几字弯’攻坚战。我们将全
面落实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各项重大任务，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子，努力把清水河县建设成为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每到春天，美丽的大黑河成为候鸟的

乐园。天鹅、红嘴鸥、绿头鸭等大量候鸟和
留鸟在此“定居”。“过去的大黑河由于设防
标准低以及挖沙取土等，河床破烂，河边杂
草丛生，经过几年的‘五河两库’治理工程，
才看到现在碧波荡漾的大黑河城区段。”呼
和浩特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
素军说，“作为一名首府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者，在收看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巴彦
淖尔的新闻后我的内心非常激动，深受鼓
舞，同时也倍感责任重大。我们要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特别是对内
蒙古生态建设的殷殷嘱托，坚定不移地走
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
展新路子，努力打造‘美丽青城、草原都市’
亮丽风景线，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
全屏障贡献首府力量。”

“看了总书记来内蒙古考察的新

闻，非常振奋、备受鼓舞，特别是推进山
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的理念深入人心。”6月6日晚，习近平总
书记在内蒙古巴彦淖尔考察的新闻在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出，呼和浩
特市自然资源局干部职工通过多种渠
道收听收看，引发强烈反响。

市自然资源局生态修复科科长高
义祥说，作为一名自然资源工作者，守
护好绿水青山是我们不可动摇的使
命。“我市既是‘黄河重点生态区’和‘北
方防沙带’的核心区域，也是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先行区，生态
地位极为重要。为落实好总书记的嘱
托，今年年初，我们向自然资源部、财政
部申报了‘北方防沙带-黄河重点生态
区（呼和浩特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
态修复示范工程’，计划生态修复面积
2745公顷。 （下转第2版）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不负期望勇毅前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巴彦淖尔考察

并发表重要讲话引发全市干部群众强烈反响

习近平致信祝贺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开幕强调

更 好 担 负 起 新 的 文 化 使 命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重视内蒙古的工作，亲自为内蒙
古确定了“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
个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并多次用勉励
广大干部群众大力弘扬“吃苦耐劳、一
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蒙古马
精神。

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
浩特下决心要在完成好习近平总书
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中走在
前、作表率，在全区率先实现高质量
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就是
要通过“拼经济”，把总量做大、把块
头做大、把家底攒足，把支柱产业做
大做强。

经济发展是“量”和“质”的统
一。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
和量的合理增长，“量”是基础，体现
发展的规模、程度、速度。经济总量，
形象地说，就是经济“蛋糕”有多大。
不做大经济总量，一个地区的综合实
力和竞争力无从谈起。

为此，呼和浩特围绕落实“两个
基地”产业定位，在市第十三次党代
会上，提出了培育“六大产业集群”的
发展目标，计划到2026年底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5000亿元。去年提出了
实施重点项目“双千”工程，全年实施
重点项目1055 个、完成投资1158 亿

元。今年确定了“跳起摸高”目标，计
划实施重点项目1100 个以上、完成
投资1200 亿元以上。通过实施“拔
尖计划”，即持之以恒做大做强“六大
产业集群”，像乳业、硅材料、生物医
药、大数据产业，以及实施好“强链计
划”，即做好现代化工和清洁能源的
延链补链来做大做强经济总量，提升
发展质量。

当前，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
爬坡向上的关键期，最需要我们从蒙
古马精神中汲取吃苦耐劳的精神给
养，拿出万马奔腾、一马当先的气势
和勇气，快马加鞭、一往无前跑出首
府发展的加速度，让首府真正强起
来、首起来。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
必成。”今天的呼和浩特，发展优势得
天独厚，发展机遇前所未有。只要我
们紧盯目标任务，做强做大支柱产业，
保持拼劲闯劲，抬高标尺标杆，主动加
压加力，上下勠力同心，务实苦干实
干，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把首府支柱产业做大做强
●李海珍

踏足青城大地，一座现代化产业
集聚基地呼之欲出；广袤原野上，一排
排“大风车”拔地而起，源源不断输送
着绿色风电；走进生产车间，各类企业
打通产业链，智能制造、智慧管理工厂
加速转型……

产业是经济的命脉，是推动高能
级城市建设的核心动力。近年来，呼
和浩特围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
古的战略定位和目标要求，已培育乳
业、大数据、硅材料、生物医药、清洁能

源、现代化工“六大产业集群”，正在努
力打造“中国乳都”“中国云谷”和全球
绿色算力中心，全力建设“中国半导体
硅材料之谷”。去年，呼和浩特市的

“六大产业集群”产值占到全市工业总
产值的 88%，为首府经济发展提供了
有力支撑。

走进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全球智
能制造产业园，处处是一派繁忙的生
产场景。液态奶、奶粉生产线高效运
转，数字工厂、无菌车间、智能监控等

处处彰显着现代化、智能化。据工作
人员介绍，液态奶项目采用工业互联
网 5G BIM技术，大大提升了液态奶灌
装速度，每小时可灌装 4万包，是目前
全球灌装速度最快、自动化水平最高
的灌装生产线。

“目前，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建
设速度稳中有进，在工业板块方面已
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技术一流的
液态奶、奶粉标杆基地项目和敕勒川
生态智慧牧场，于去年 7月正式竣工

投产，此外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项
目、奶酪项目、基础设施配套项目等
也在抓紧建设。”伊利集团副总裁刘
大鹏表示。

2022年，我市成功获批为全国唯
一的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乳制品
产业集群成功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
群，乳业全产业链营业收入突破 2200
亿元，同比增长10%，“中国乳都”地位
更加稳固。

（下转第4版）

▶中环产业城

▼华耀光电二期项目

▶伊利生产线

■本报记者 刘清羽 摄

“要勇担使命、不畏艰辛、久久为功，
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
把祖国北疆这道万里绿色屏障构筑得更
加牢固，在建设美丽中国上取得更大成
就。”习近平总书记6日在内蒙古巴彦淖
尔市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
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并
发表重要讲话，从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
的战略高度，对荒漠化防治和防沙治沙
工作提出新要求、作出新部署，为我们扎
实推进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
事业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

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
“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
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
族永续发展。党中央高度重视荒漠化
防治工作，把防沙治沙作为荒漠化防治
的主要任务，相继实施了“三北”防护林

体系工程建设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我
国防沙治沙工作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
成就。实践证明，党中央关于防沙治沙
特别是“三北”等工程建设的决策是非
常正确、极富远见的，我国走出了一条
符合自然规律、符合国情地情的中国特
色防沙治沙道路。

当前，我国荒漠化、沙化土地治理
呈现出“整体好转、改善加速”的良好态
势，但沙化土地面积大、分布广、程度
重、治理难的基本面尚未根本改变。我
国荒漠化防治和防沙治沙工作形势依
然严峻，我们要充分认识防沙治沙工作
的长期性、艰巨性、反复性和不确定性，
进一步提高站位，增强使命感和紧迫
感。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以筑牢北
方生态安全屏障为根本目标，把“三北”

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
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

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生命共同
体，是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做好荒漠
化防治和防沙治沙工作，要坚持系统观
念，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
护和系统治理。要统筹森林、草原、湿
地、荒漠生态保护修复，加强治沙、治
水、治山全要素协调和管理，着力培育
健康稳定、功能完备的森林、草原、湿
地、荒漠生态系统。要强化区域联防联
治，实行沙漠边缘和腹地、上风口和下
风口、沙源区和路径区统筹谋划，构建
点线面结合的生态防护网络。要优化
农林牧土地利用结构，严格实施国土空
间用途管控，留足必要的生态空间，保
护好来之不易的草原、森林。

做好荒漠化防治和防沙治沙工作，

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突出治理重
点，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要全力
打好黄河“几字弯”攻坚战，以毛乌素沙
地、库布其沙漠、贺兰山等为重点，保护
修复河套平原河湖湿地和天然草原，增
强防沙治沙和水源涵养能力。要全力
打好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
战，科学部署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
目，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要全力打好河
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
加强退化林和退化草原修复，确保沙源
不扩散。

循道而行，方能致远。做好荒漠
化防治和防沙治沙工作，必须尊重规
律，坚持科学治沙。要合理利用水资
源，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大
力发展节水林草。

（下转第4版）

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
●新华社评论员

6月5日下午，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
于乌梁素海南岸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察看土壤、种子样品等展示，
对当地开展盐碱沙荒地改良改造和综合利用，推动科学灌溉，推广现
代农业表示肯定。

6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了解“三北”
防护林体系工程建设情况。自1978年起，该林场大力治理耕地盐碱
化造成的土地沙化问题，累计造林3.9万亩。

这是近一个月来，总书记再次走进他关切的盐碱地。
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沧州黄骅考察旱碱麦种植推广

及产业化情况时指出：“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是一个战略问题，必须
摆上重要位置。”

盐碱地是荒漠化沙化土地的重要类型之一，“三北”地区荒漠化
沙化土地面积、盐碱地面积均占全国的八成以上。在耕地总量少、质
量总体不高、后备资源不足的国情下，作为盐碱地最多的国家之一，
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大文章，意义重大。

（一）
总书记的嘱托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

范区考察调研时强调：“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端牢中国饭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田间地头的答卷：盐碱地里麦穗香
孟夏，河北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仙庄片区旱碱地麦田，麦浪滚滚。
正在查看小麦籽粒饱满度的村民杨东进捧着麦穗深吸一口气，

笑得合不拢嘴：“香呀！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这里属近海区域，土壤盐碱度高。曾经“收麦子用手拔，种一瓢

收一斗”，一亩地打百来斤粮，如果年景不好，麦种都收不回。
2013年，科技部、中科院联合河北、山东、辽宁、天津启动“渤海

粮仓科技示范工程”，针对淡水资源匮乏、土壤盐碱化问题，重点突破
“土、肥、水、种”关键技术。

“通过水资源高效利用、咸水灌溉、抗逆植物品种选育，这里不再
是贫瘠薄田。”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南
皮生态农业试验站副站长郭凯说。

黄骅旱碱麦富含多种微量元素，出粉率、面筋含量高，韧性强。
“土壤改良、粮食增产，靠的是新品种、新技术。”后仙庄村党支部副书
记刘玉锁说。

谈话间，他家新蒸的大馒头出笼，热气腾腾。掰一块放到嘴里，
软弹可口，香中带甜。

部委声音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将盐碱地作为调查内容之一，通过详查基

本确定全国现有盐碱地分布范围及面积，为盐碱地治理和利用提供
了底图底数。

国务院2022年启动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将盐碱地普查作为重
点内容优先实施，对全国盐碱地集中分布的重点县开展盐碱地普查。

自然资源部2021年开展全国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逐地块对盐碱地是否适宜开
发为耕地进行分析评价，为科学合理利用盐碱地提供支撑。

专家观点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兼学术工作委员会主任张凤荣：
2011年，原农业部在18个省份开展调查，可利用盐碱地总面积29896万亩。根据第

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到2019年底全国盐碱地面积11485万亩。最近40年，盐碱地面积发
生很大变化，如华北平原通过建设排水系统，加上地下水位下降，大面积开垦为耕地；西
部半干旱和干旱地区，许多盐碱地通过引水灌溉开发为农田。

（二）
总书记的嘱托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沧州市考察时指出，要“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作

用”“加强适宜盐碱地作物品种开发推广，有效拓展适宜作物播种面积”。 （下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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