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约十四冬

赵丹为内蒙古代表团摘得“十四冬”首金
本报讯（记者 苗欣）11月 25日，

我区运动员赵丹夺得第十四届全国冬
季运动会钢架雪车项目比赛女子单人
项目冠军，也为内蒙古代表团摘下“十
四冬”首金。

“十四冬”女子钢架雪车和男子钢
架雪车均进行 4轮比赛，总用时最少
者获得冠军。前两轮的比赛中，赵丹
优势明显，是 8名女子钢架雪车参赛

运动员中唯一两轮均在1分02秒内完
成比赛的选手，以两轮总成绩 2分 03
秒90暂居第一。在后两轮的比赛中，
赵丹发挥稳定，最终以 4轮滑行总成
绩4分07秒97排名第一，将金牌收入
囊中。

当日上午，我区与天津市联合培养
的运动员闫文港表现出色，在钢架雪车
男子单人项目比赛中摘得金牌。

本报讯（记者 苗欣）“在繁星璀璨
的夜空下，置身美丽的冰雪世界，用期
待已久、心潮澎湃来形容我第一次滑
雪的心情一点儿也不为过。”市民张国
军告诉记者，近年来他身边参加冰雪
运动的朋友越来越多，受到大家的影
响，他也开始关注“十四冬”和各种冰
雪活动，他要在这个冬季学会滑雪，感
受不一样的冬天。

11月 25日，经过一周的试营业，
马鬃山滑雪场 2023—2024 雪季正式
开板营业，同时对外开放夜场。夜幕
降临，马鬃山滑雪场灯光璀璨，雪地烟
花秀和教练队的滑雪表演将夜场秀推
向了高潮。记者看到，游客大厅人流
穿梭，滑雪道上已有很多雪友在体验
滑雪的乐趣。

据了解，为了满足白天没有时间

滑雪的雪友、游客的需求，马鬃山滑雪
场夜场正式对外开放。雪场夜场运营
时间为 18∶30 至 21∶30（每周开放 6
天，周一雪道维护，不开放夜场）；夜场
开放雪道为中级道两条（B1、B5），初
级道 1 条（M1）。马鬃山滑雪场丰富
的夜间业态为雪友和前来休闲的市
民、游客提供了冬日夜生活新体验、夜
消费新场景。

据悉，新雪季，马鬃山滑雪场将开
展以内蒙古大学生挑战赛、中小学生
滑雪公开赛、V-PARK公园挑战赛为
核心的赛事活动。同时，马鬃山滑雪
场还将推出首届雪地电音节、跨年狂
欢夜、“情牵冰雪，浪漫白头”等多类型
活动，并延续上一年雪地烟花的传统，
进一步丰富冰雪文化生活，打造内蒙
古冰雪旅游名片。

马鬃山滑雪场2023—2024雪季夜滑启幕

受强冷空气影响，近日，黄河内蒙古托克托县段出现流凌景观，上万只南迁赤麻鸭熙攘喧
闹，在朵朵冰凌花间踏冰起舞，一眼望去，形成寒冬里的一道生态奇景。

近年来，托克托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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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黄
河保护推行河长制相关工作，建立了巡查制度和工作台账，由各河长定期对河流开展巡查，在
重要季节加大巡查力度，严管严控河道污染。与此同时，对黄河滩区居民实施迁建工程，目前
居民已全部妥善安置，共搬迁596户1489人。

治理一条河，兴起一座城。托克托县将抓好黄河大保护，让“母亲河”成为人民的“幸福
河”。 ■本报记者 苗青 通讯员 乌力更 张玮 摄

流凌美景 蔚为壮观

黄河托克托县什四份段处流凌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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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用贯通 知信行统一
本报讯（记者 阿柔娜）玉泉区以更

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扎实推进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惠民生、解民
忧、暖民心”行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秉持“教育领域始终是
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理念，以“四
个聚焦”推动玉泉区教育民生事业高质
量发展。

聚焦民生使命，推进教育资源均
衡。针对玉泉区部分区域人口与教育

资源不均衡情况，玉泉区制定了教育项
目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提出“一轴双区”
的教育规划布局，北区依托恒昌店巷小
学等百年老校的历史积淀，传承红色基
因，提升办学品质，让老校焕发新活力，
打造文脉传承发展区；南区引进中央民

大附中、呼市四中等品牌名校和先进教
育理念，建设一批标准化中小学幼儿
园，打造优质教育引领区，争创教育创
新发展示范区。

聚焦群众关心，加速教育扩容提
质。玉泉区全力推进呼市四中新址、二

十七中、银河北街小学等10个学校项目
建设进度，年底前四中、二十七中的主
体封顶二次结构完成，银河北街小学主
体封顶。持续推进新建、续建、配建回
收标准化学校、幼儿园 12所。其中，续
建项目3个、新建项目两个、加固改造项
目3个、装修回收配套幼儿园3个、协助
企业启动建设项目 1个，总投资 10.7亿
元，建成可新增学位1万个。

（下转第2版）

玉泉区：“四个聚焦”推动教育民生事业行稳致远

首府：项目建设“满弓劲发”赋能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宋向华 通讯员 赵润江 魏达

习近平的黄河情怀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从青藏高原出发，穿高山、越峡谷、汇百川、纳千

流，黄河在神州大地奔腾 5400余公里，哺育了千千万
万的华夏儿女、滋养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着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党
的十八大以来，踏遍黄河上中下游 9省区，目光所及、
驻足所思，尽是对母亲河未来的深谋远虑。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言之殷殷、情之切切，九曲黄河激荡起更为雄浑

的新时代交响。

大河之治——“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也是一
部治国史”

2019年9月17日，河南郑州，黄河博物馆“千秋治
河”展厅。

在一幅历史上的黄河改道图前，习近平总书记久
久凝视。

决溢范围北至天津，南达江淮，纵横 25万平方公
里，摇摆不定的流线如厉鞭抽向大地，给百姓带来苦
难。

（下转第3版）

今年前10个月全区重大项目开复工率99.6%
走进内蒙古伊家好奶酪有限责任

公司包装车间，刚刚调试完毕的膜包机
飞速运转，实现150包/分钟的产能。随
着后段生产线的改造升级，多台膜包机
将替换原来的多头秤，大幅提升生产效
率，实现降本增效。而这只是项目通过
工业互联网应用服务于奶酪产品智能
制造的一部分，还有采用国际先进的冷
混系统，达到投料送料自动化……说起
自家亮点，内蒙古伊家好奶酪有限责任
公司工厂总经理常文华如数家珍。

“目前我们是国内单体产能最大的
奶酪制品生产基地，也是国内第一座
5G智能奶酪工厂和零碳工厂。整个项
目总投资约 20亿元，分三期进行，现在
一二期20余条生产线已全部投产，产能
约60吨/日；三期正在筹建中，预计2025
年 5月投产。待项目全部建成投产时，

将实现年产值 40 亿元，年产能 20 万
吨。”展望未来，常文华信心满满。

“6月6日项目奠基，7月1日正式开
工，9 月 9 日综合楼封顶，到目前，‘猫
冬’变‘忙冬’，力争年底完成整个项目
80%的建设进度，明年 5 月将全部投
产。”在双杰电气集团内蒙古新能源高
端装备研发制造基地建设项目施工现
场，项目基建负责人程一鸣告诉记者，
在保障安全、质量的前提下，项目按下

“快进键”，跑出“加速度”，离不开呼和
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工信局
等部门的鼎力支持。程一鸣坦言：“从
选址到征地，再到道路、管网、水电，方

方面面，只要遇到难点、问题，经开区管
委会和市工信局都会及时帮助协调、解
决，让我们铆足干劲抓生产。”

再看其他工业项目，以鑫环、久泰、
旭阳、中锂等企业为代表的工业新生力
量逐步形成，以单晶硅、多晶硅、新能源
电池、生物制药等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
集群正在产生。一项项重点工作变成
一个个具体项目，在提速增效的背后，
总能看到市工信局不断优化政策制度，
营造项目建设良好环境；实施开发区提
档升级工程，保障项目落地开工；加大
资金支持，加快项目建设进程；提高服
务能力，保障项目投产达效。

今年以来，市工信局积极争取上级
资金，目前已为工业项目、工业园区基
础设施建设争取 6亿余元；用好我市工
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围绕重点工业
项目建设、企业成长壮大、企业技术创
新、绿色转型升级等方面给予资金支
持，推动全市工业经济调结构、转动能、
提质量，今年共为 96个项目兑现资金
1.4亿余元，保障工业项目有序开工建
设，促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通过开展“我为企业找资金、找原
料、找用工、找市场”助企降本增效行动，
梳理并解决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增强
企业发展信心，推动项目按期投产；开展
工业项目“拿地即开工”政策、重点产业专
项资金政策等方面的解读活动，提高政策
知晓度，助力企业有效利用优惠政策促发
展； （下转第2版）

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首府新篇章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记者日前
从自治区发改委获悉，今年前 10 个
月，全区已开复工重大项目 3152个，
开复工率99.6%。

今年自治区计划实施政府投资
5000万元以上、企业投资亿元以上项
目 3166个，总投资 3.13万亿元，年度
计划完成投资7800亿元。今年以来，
我区各地紧盯年度投资目标任务，开
足马力、加速冲刺，全力打好收官战。
截至10月底，全区重大项目建设已完
成投资7575亿元，年度投资计划完成
率为97.1%，比去年同期多1661亿元，
同比增长28.1%。

自治区牢牢抓住重大项目建设这
个“牛鼻子”，全面落实好稳投资工
作，已形成了科学有效的推动重大项

目建设工作机制，建立了年初部署、开
工季动员、适时专题调度的工作推进
机制，建立了厅际联席会议、重大项目
三级领导包联、前期手续三级部门包
联的工作协调机制，建立了重大项目
精细化调度、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工作
推动机制，同步为全区培养了一批担
当作为、真抓实干、能挑重担的投资队
伍，积极开创了全区投资工作新局
面。2022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实现
增长17.6%,位居全国第一。“内蒙古自
治区全力扩大有效投资取得新进展”
被作为国务院第九次大督查发现的典
型经验在全国通报表扬。今年前 10
个月，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3.7%，高于全国增速 20.8个百分点，
增速居全国第二位。

市财政局下达2023年教育专项资金13052万元
本报讯（记者 宋向华）为确保教育

投入“两个只增不减”，提高教育资金使
用率，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教育
厅关于下达2023年教育专项资金预算
的通知》要求，近日，市财政局下达2023
年教育专项资金13052万元，专项用于
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中等职业教

育等，主要针对人口流入主城区公办幼
儿园学位供给、主城区义务教育公办学
校学位供给、高考综合改革项目学校开
展研究、支持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改善办
学条件等方面。此项资金的下达，为切
实保障我市教育事业需求，促进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首趟中亚班列驶出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11 月 25

日，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首趟中亚班
列从呼和浩特铁通物流园台阁牧站发
出，这是继中欧班列常态化、公交化运
行后，综保区打通的又一国际铁路联
运线路，持续拓展了纵跨亚欧大陆的
国际物流体系。

该趟中亚班列装载着混凝土泵车
零件、铝型材、轮胎等货物，由北京渠
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供货，货值
1846.42万元，从呼和浩特铁通物流园

台阁牧站发车，在霍尔果斯换装出境，
经哈萨克斯坦后抵达乌兹别克斯坦塔
什干。这是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发运
的首趟中亚班列，同时是呼和浩特中
亚班列停运多年后的再一次重启，重
新填补了我市中亚班列通道的空白。
班列的运行缩短了货代公司和境外客
户的集货时间，不同客户、不同货物可
在固定时间搭乘回程班列，大大降低
了综合运输成本，全面拓展了我市与
中亚各国的贸易通道。

11 月 24 日，“2023 年中国最具幸
福感城市”调查结果公布，呼和浩特榜
上有名！这一结果的公布，令很多市
民欢欣鼓舞，信心倍增。呼和浩特之
所以获得这一殊荣，是因为呼和浩特
有这样的实力。

呼和浩特的实力来源于持续向好
的经济。2023年，在《国务院关于推动
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
代化新篇章的意见》等利好政策的带动
下，全市经济持续向好，转型步伐明显
加快，发展动能不断增强，继续保持了
稳增快进的良好态势。1至10月，全市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3.1%，

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965.2亿
元 ，全 市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32.9%。城富了，民才富，城市的幸福感
才有底气，有支撑，有质感。

呼和浩特的实力来源于坚定不移
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每个
人对幸福的理解不同，但是对于一座
城市来说，“最具幸福感”就是可以支
撑每位市民实现自己的幸福。2023
年，呼和浩特统筹推进经济发展和民
生保障，全面建设宜居、宜业、宜学、宜
养、宜游的“五宜”高品质城市。市民
出行更加便捷，休闲游玩时更加舒心，
出门处处都有热心肠，办事时时都能

见笑脸，打个12345件件事情都能有回
应。不仅如此，老旧小区改造改出了
新的社区模式，道路新建、管网更换、
投资建设有了新的速度，上学、就医有
了更多的选择。

呼和浩特的实力来源于办事创业
的速度和决心。呼和浩特的速度曾经
很慢，审批慢、办理慢、修路慢……但
是现在各行各业都跑出了“加速度”。
以腾飞路上跨南二环快速路工程为
例，仅仅用了115个昼夜就完成了所有
建设项目，实现通车，用实际行动向人
们展示了呼和浩特速度。速度变快的
背后是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敢担当勇作

为、在其位谋其事，以更高热情、更强
信心投入工作，以最短时间、最快速度
解决问题的决心和态度。

呼和浩特的实力来源于孜孜不倦
的奋斗。“值得肯定的是，呼和浩特并
没有因为困难而懈怠，相反以时不我
待只争朝夕的精神，以说了就算、定了
就干、干就干好的态度，风雨兼程不断
前行。就拿近几年全国百强城市排名
来看，2020年我市GDP排名第101位，
2021年我市GDP排名第98位，2022年
我市GDP排名第98位，2023年前三季
度，呼和浩特GDP在全国百强城市排
名中排第86位。 （下转第2版）

实力，是一座城市幸福的底气
——一论呼和浩特入选2023“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本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