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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污水再生“变废为宝”为城市“解渴”
●本报记者 武子暄

幸福生活，像花儿一样绽放
——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和云南考察纪实

大型专题节目《习近平经济思想
系 列 讲 读》即 将 开 播

—— 青绿三月·奋斗

新华社北京 3月 22 日电 3 月 22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电老挝人
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祝贺老挝人民革
命党成立70周年。贺电说：

70年来，老挝人民革命党团结带领
老挝人民，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
取得社会主义建设和革新事业的辉煌
成就。特别是老挝党十一大以来，老挝
党中央着力巩固和完善党的领导，政治
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发展，民生日益改
善，国际影响不断提升，中国党和人民
对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在以通伦总
书记为首的老挝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老

挝党和人民一定能够有力推进社会主
义建设和革新事业，以优异成绩迎接老
挝党十二大胜利召开。

作为社会主义同志加兄弟，中国
党、政府、人民始终将老挝党、政府、人
民视为可信赖的朋友和伙伴，从战略高
度和长远角度重视发展中老关系。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
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一道签署构建
中老命运共同体新的五年行动计划，为
新时代中老关系发展和命运共同体建
设擘画美好蓝图。在两党两国最高领
导人战略引领下，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

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一系列新成果新进
展，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

当前，中国正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老挝也处在国家发展振兴的重要
阶段。中国共产党愿同老挝人民革命
党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
成的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战
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各领域务
实合作，深化治党治国理论和经验交流
互鉴，共同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
义发展道路，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
朝着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方向不断
前进。

中共中央致电祝贺老挝人民革命党成立70周年

列车在祖国大西南的群山峻岭间
飞驰，这里有壮美的山川，有厚重的历
史，有绚丽的文化，有欣欣向荣的发展。

全国两会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
总书记即赴贵州和云南考察调研。
5 年前，“十三五”收官，考察云南，要求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
少”。4 年前，“十四五”开局，考察贵
州，宣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一个民族也不能落下”。

时代在接续奋斗中翻开新篇。如
今，“十四五”即将收官、“十五五”正在
谋划。

从“多彩贵州”到“七彩云南”，习近平
总书记进侗寨话振兴、访古城看产业，
一路调研，发表重要讲话，指引云贵大
地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奋发进取，
展现新的风采。

（一）进侗寨共话乡村全面振兴——
“祝你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贵州黎平县肇兴侗寨，有“侗乡第

一寨”之誉。千百年来，侗家人在此世
代安居，生生不息。

3月17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这里：“贵州来过很多次了，黔东南这边
还没有来过，这次来看看侗族的乡亲
们。”

总书记来到村口平台，一派安宁祥
和的侗乡美景展现在眼前：四面青山拢
翠，绿树成荫，垄上油菜花开，一座座侗
族青瓦木屋鳞次栉比。

歌声乐曲声，从寨门口传来。身着
民族盛装的侗族乡亲们，吹起芦笙，弹
起牛腿琴，唱着热情的侗族大歌，欢迎
总书记的到来。

一曲《布谷催春》婉转悠扬，犹如一
声声布谷鸟鸣，唱出因时而作的春耕场
景。总书记不时询问侗族大歌艺术起
源、曲调特点、演唱形式等情况。

秀美的山水，孕育了良田香稻。
“你们这里的粮食能够自给自足

吗？”总书记问。

“没有问题，都是水田。我们这里
的香禾糯远近闻名。”村支书回答。

侗族文化展示中心，通过文字、图
片和一件件实物模型等，浓缩了侗族的
特色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步入展厅，一
一了解侗族的历史、风俗和服饰、建筑
等特色文化保护传承情况。

村支书首先介绍了侗族的特色服
饰，一针一线、色调鲜明，“这个‘三鱼共
首图’是我们侗族的特色，象征着团结
和睦”。

“寓意很好，很吉祥，就像五羊开泰
一样。侗族服装很古朴也很时尚。”
总书记笑着说。

“鼓楼凌云不用钉，飞檐揽月接星
辰。”展厅墙壁上，优美诗句刻画出侗家
人的建筑特点。总书记停下脚步，感慨
地说：“很有特色。”

察看鼓楼、风雨楼、吊脚楼、花桥等
实物模型，“地坪风雨桥很讲究”；询问
侗戏怎么演唱，倾听经典剧目《珠郎娘

美》背后的故事；了解芦笙、侗笛、琵琶、
牛腿琴、芒筒等乐器特色……总书记感
叹“侗族文化是很丰厚的”。

侗寨主路上，信团鼓楼耸立。这一
重檐宝塔式的侗族标志性建筑，是侗乡
人集会议事的场所。

鼓楼里，火塘边，几条木长凳，习近平
总书记同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围坐畅谈。

“大家都说说，咱们聊聊家常。”亲
切的话语，让大家倍感温暖。

第二次驻村的第一书记说，上一次
驻村是在脱贫攻坚期间，现在任务是抓
好乡村全面振兴，搞好乡村建设、乡村
治理，很喜欢在基层工作。

总书记回应道：“第一书记制度还
是要坚持，脱贫之后乡村全面振兴任务
同样繁重，这方面还是要加强。”

退休老党员表示，退休不退志，回
到村里做力所能及的事，协助配合做一
些矛盾调解工作。

（下转第4版）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记者日前
从自治区发改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
委办公厅关于印发第二批国家碳达峰
试点名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近日下发，呼和浩特市榜上有名，是此
批内蒙古唯一入选地区。

据了解，为落实国务院《2030 年
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有关部署，按照

《国家碳达峰试点建设方案》工作安
排，经试点单位自愿申报、省级发展改
革委推荐、省级人民政府审核、国家发
展改革委复核，确定第二批27个国家
碳达峰试点。

《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和园区
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把碳达峰试点
建设作为加紧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抓手，统筹谋划
重点任务、研究推出改革举措、扎实
推进重大项目；各试点城市和园区要
按照《国家碳达峰试点建设方案》及

《碳达峰试点实施方案编制指南》部
署要求，结合自身实际科学编制试点

实施方案。
近年来，呼和浩特锚定绿色低碳

转型，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抓手，不
断强化生态环境要素保障，以生态环
保高水平保护加快推动绿色低碳转型
发展。聚焦碳达峰碳中和政策体系建
设，制定《呼和浩特关于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
作的实施意见》《呼和浩特碳达峰实施
方案》等政策性文件，在内蒙古自治区
率先构建“1+N+X”双碳政策体系，并
设立“双碳”专项人才计划，为绿色低
碳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加快推动绿色
制造体系建设，创建12家自治区级绿
色工厂、8个绿色设计产品、4家绿色
供应链管理企业、1家绿色园区、5家
自治区级节水型企业；持续倡导绿色
出行，全市1969辆公交车全部为新能
源纯电动公交车；公共交通机动化出
行分担率为47.46%，绿色出行比例为
74.20%；推进建筑提标改造减碳，绿
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达96.68%。

本报讯（记者 杨彩霞）3月22日，
2025第三届内蒙古农牧业博览会在
呼和浩特敕勒川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本届博览会由第 21届内蒙古农
牧业机械展览会暨农机农资团购节及
第13届内蒙古春季农业机械博览会、
第 18届内蒙古乳业博览会、第 7届内
蒙古牛羊产业展览会、第 3届内蒙古
农资（植保）交易会、2025内蒙古农产
品交易会组成。展会为期 3天，共有
来自全国各地 656家企业参展，展出
面积为30000平方米。展品包括农机
装备、农资植保、牛羊养殖、乳品工业、
农产品等。

据悉，内蒙古农机展始办于 2009
年，已经持续举办了 16年，本次展会
共有来自国内外226家农机相关企业
参展，包括智能化的无人驾驶拖拉机、

无人机植保系统、农业废弃物处理设
备等农牧业全产业链的先进技术与农
机具亮相。

展会期间，内蒙古合作社联盟成
立。2025内蒙古敕勒川农机农资团
购节、2025内蒙古农牧业机械化行业
发展研讨会、2025农机购机补贴政策
宣贯会、2025农机新装备发布及试乘
试驾体验活动、2025内蒙古高素质农
牧民产业发展能力提升培训会、2025
产销企业与相关项目县、农机大户供
需洽谈会同步举行。

本届博览会由内蒙古农牧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协会、内蒙古农牧业机械
工业协会联合主办，艾克思博国际会
展（内蒙古）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乳
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内蒙古畜博会
展服务有限公司联合承办。

城市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污水，
污水处理达标后，既可转化为再生水
用于工业冷却以降低成本，也可为河
道补水提升城市景观，还可用于园林
绿化、农业灌溉、冲洗路面等，这不仅
有助于改善生态，还能实现水的循环

利用，是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的有效
途径。在呼和浩特，污水再生“变废为
宝”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

3月 19日，记者走进呼和浩特热
电厂锅炉补给水处理车间看到，各发
电机组的锅炉补给水处理系统正在高
效运转，部分水箱内部的水流动态清
晰可见，运行部化水专责刘晓明认真
查看着补水设备上显示的各项参数。

“这里的锅炉补给水源都是再生水经
过进一步净化后形成的除盐水，只是
不能饮用，基本上可以说是纯水了。”
刘晓明对记者说，通过使用除盐水发

电，能最大程度减少水的损耗，从而减
少补水量。

节约用水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一环。呼和浩特热电厂为热电联产
企业，总装机容量为135万千瓦，接带
首府核心区域供热面积 3000万平方
米。从2004年到2023年底，全厂累计
完成发电量 952.73亿千瓦时，供热量
1.851亿吉焦；实现连续安全生产6334
天。从2007年至今，已累计完成工业
总产值 257.14 亿元。更值得一提的
是，历时4年实现了生产用水100%使
用再生水的突破。

“从 2016年开始，我们在工业冷
却水系统使用了再生水，用量占比在
全年用水量的 80%左右，经过不断地
对设备进行提升改造，在2019年的时
候生产系统就100%使用再生水了，通
过每年的节水工程改造，全年用水量
从 2016年的 1000万吨左右降到了现
在的750万吨左右。”据呼和浩特热电
厂副厂长郭茂丰介绍，热电厂 4/5的
工业用水是把从辛辛板污水处理厂出
来的水，经过热电厂的水处理设施进
行软化后冷却。

（下转第4版）

呼和浩特入选第二批国家碳达峰试点名单

2025第三届内蒙古农牧业博览会举行
656家企业参展

本报讯（实习记者 赵宇昕）为全
面推进“就业促进行动”和“三年十五
万青年留呼行动”，3月 22日，“就”在
青城“职”等你来——呼和浩特市
2025年高校毕业生巡回招聘会在内
蒙古大学举办。

本次招聘会由内蒙古自治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内蒙古自治区教
育厅、内蒙古大学、呼和浩特市人民政
府联合主办，分为线上、线下两种形
式，共征集央（国）企、优质民营企业
704家，涵盖新兴技术、生物科技、航
空航天等 16个行业领域，提供 2万余
个优质岗位，累计吸引求职毕业生超
1.1万人次，收集简历 8000余份，为首
府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青春动能。

据了解，本次招聘会以“政策赋
能+科技助力+文化融合”为核心，全
方位服务于青年求职需求。招聘会设
置了“硕博人才”“国企招聘”“六大产
业集群”等精准对接专区，聚焦新能
源、生物科技、文旅等热门领域。现场

还设有就业指导服务区，可提供简历
诊断、面试指导、政策咨询等服务，相
关部门详细解读就业创业、住房保障
等政策，积极为求职者答疑解惑。此
外，AI数字人交互式问答、智能简历
匹配、直播带岗直播间等数字化手段
贯穿全程，为毕业生带来全新的求职
体验。

在招聘会期间，主办方还发布了
“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行动计划”“共
青团服务大学生成长赋能计划”，并启
动了“内大—首府 24365毕业生招聘
服务平台”。呼和浩特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就业服务中心高校毕业生
就业服务科负责人表示：“我们希望通
过搭建优质就业平台，吸引更多青年
人扎根首府。未来，我们将在各驻呼
高校举办 24场招聘会，同步开展‘留
呼政策进校园’宣讲活动，并开展直播
带岗活动 20场以上，累计提供岗位 6
万余个，真正把就业服务送到校园里、
指尖上。”

“就”在青城 “职”等你来——呼和浩特市
2025 年高校毕业生巡回招聘会举办

提供岗位2万余个

3月 22日至 23日，以“歌游内蒙古 河开托克
托”为主题的 2025年托克托县第六届黄河开河活
动在托克托县河口旅游度假区举行。

开幕式上，传统文化与现代创意相互交融，为
观众带来一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低空领航·鱼跃
黄河”低空运送仪式，凭借低空经济优势，给活动
增添了科技感与新鲜感。全新编排的开场舞蹈

《大河古镇》，以云中古郡为背景，鲜活呈现出托克
托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大型情景表演《古渡鼓
韵》从“码头调”入手，气势恢宏地重现了古渡盛
景；新编二人台小段联唱《春分河开》+呱嘴《开河

鱼》，结合黄河流域曲调重新作词创作，充分展现
托克托多元文化共生共荣的独特魅力；歌手傲日
其楞和高丽霞演唱的歌曲《云中放歌》，展现了托
克托新时代风采；全场大合唱《黄河颂》，将现场气
氛推向高潮，激昂的歌声满含对母亲河的热爱以
及对美好生活的赞颂。

除文艺演出外，本次开河活动还安排了诸多
精彩环节。在“托县炖鱼争霸赛”中，大厨们各显
神通，游客既能观赏传统炖鱼技艺，又能品尝鲜美
的开河鱼。开河鱼美食体验节汇集各类开河鱼特
色佳肴，让游客尽享口福。 （下转第4版）

2025年托克托县第六届黄河开河活动启幕

奏响文旅融合新乐章
●本报实习记者 若谷 /文 实习记者 丁浩 /图

3月22日，由呼和浩特市水务局联合内蒙
古大学主办的第三十三届“世界水日”暨第三十
八届“中国水周”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内蒙古大
学举行。

活动现场，通过摆放节水宣传展板、展
示节水器具、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引
导大众提高保护水资源的意识，将节水理念
转变为行为日常。

3月22日—28日“中国水周”期间，呼和
浩特市将围绕“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保障
我国水安全”主题，持续开展节水宣传进校
园、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五进”
活动。

■本报记者 武子暄 通讯员 杨景宇 摄

呼和浩特市2025年
“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宣传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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