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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
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
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
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筚路蓝缕，跋山
涉水，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要深
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
引向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
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端牢中国饭碗通辽在行动

“种一坡，收一车，打一簸箕，
煮一锅，吃一顿，剩不多。”这首流
传在民间的顺口溜，形象地展示了
在科尔沁沙地中生活的艰难。

曾几何时，科尔沁大地是“风吹
草低见牛羊”的如画景色，过度开垦
放牧让美丽的草原失去了光彩，星
星点点的裸斑逐渐扩大，连成一片
片沙丘，最终变成全国最大的沙地——科尔沁沙地。

一部通辽志，半部治沙史。我市先后组织实施
“5820”“双百万亩”等一批林业生态建设工程和收缩转
移战略，举全市之力向沙海宣战！

功夫不负有心人。全国第五次荒漠化和沙化监测数
据显示：我市30%以下盖度级的沙化土地减少了78万亩，
30%——69%盖度级的沙化土地面积增加573万亩，“无风
三尺土”的恶劣环境一去不复返，科尔沁沙地在全国四大
沙地中率先实现治理速度大于沙化速度的良性逆转。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党员干部群众深入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走出了一条以绿色为底色
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科尔沁草原之变：从抢救性保护到可持续性修复

治沙，是对科尔沁草原的抢救性保护，实现治理速

度大于沙化速度，将沙进人退的被动局面扭转为绿进
沙退的战略优势，让科尔沁草原有了重新焕发生机的
基础。

来到科左后旗，你会对“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
体”这个概念有更直观的了解。

据测算，2008 年，这里有 460 万亩沙地。改变，从
2013年开始——治沙“愚公”们用马车拉来树苗，用脊背
扛起绿色希望，向沙地“宣战”。几年间，沙海变“绿洲”。
树多了，草也长出来了，野生动物开始在这里安家了。

我市通过实施“双千万亩”科尔沁沙地综合治理工
程，采取造林种草、封禁保护、自然修复等一系列措施，持
续推进科尔沁沙地生态保护修复，生态状况持续向好。

根据最新国家气象中心卫星遥感监测数据显示：
我市境内科尔沁沙地植被生态质量明显改善，生长季
植被覆盖度、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植被生态质量均呈

现上升趋势。全市植被覆盖度平
均每年增加 0.5%，易起沙尘指数呈
下降趋势，防风固沙能力明显提
升，平均最大风速由 18.2 米/秒下
降到 14.2 米/秒，平均大风日数由
22天降至 19天；生长季降雨量呈波
动增加趋势，年均增加 5.93 毫米；
平均气温呈降低趋势，生长季平均

气温年降低 0.02度，逐渐形成生态与气候相互促进的
良性循环态势。

2022年，一项将科尔沁草原从抢救性保护转变为
可持续性修复的重大工程在我市启动。

“除了霍林郭勒市和奈曼旗青龙山以南这两个区
域以外，剩下的都是我们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涉及
的范围。”在科尔沁草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
修复工程施工现场，市生态保护与修复重大项目推进
中心负责人包宝君介绍项目的总体情况。

该工程是全国首批10个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
护和修复工程之一，也是目前通辽市单体投入最大的
生态工程。工程实施效果，不仅关系到通辽市生态环
境质量，还关系到祖国北疆生态安全屏障的构筑。

“项目完成后，这里的植被覆盖度将超过90%，形成
百万亩大林场，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任杰） 10月5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总指挥郭玉峰深入市疫情防
控指挥部办公室，视频连线听取科尔沁区、开鲁县、科左中旗
疫情防控指挥部防控处置工作汇报，督导调度疫情防控工作，
并向奋战在防疫一线的工作人员表示关心和问候。

郭玉峰强调，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市旗两级应急
指挥体系要始终处于战时激活状态，确保第一时间推送信息、
发现问题、研判会商、推动解决，真正起到疫情指挥“大脑”“中
枢”作用。要牢牢守住“一场两站”、交通卡口等重要关口，严格
落实重点涉疫地区来（返）人员健康管理措施，坚决筑牢“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严密防线。要以快制快，严格按照第九版防控
方案要求，继续做好流调溯源、隔离管控等各项工作，分级分
类落实健康管理措施，迅速阻断病毒传播链条，确保国庆期间
全市社会面平稳有序，巩固我市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

开鲁县是一个区位交通不够便利、矿产资源相对
匮乏、人才技术比较稀缺的典型农业大县，近两年来经
济社会发展能够取得亮眼的成就，走出一条县域经济
持续发展之路，离不开他们的带头人——县委书记王
凤森。

当地干部群众眼中的王凤森，谋全局、抓重点、有
责任、敢担当。

“只要选对路，发展就有出路。”王凤森说，要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找准“扬长避短、培优增效”
的发展路径，一以贯之、一抓到底，才能让开鲁县走出
转型困境。

王凤森坚持“站位全国看开鲁”，深入钻研谋划县
域经济突围路径，身体力行带领广大党员干部强攻产
业、锻造长板。经过调查论证，他果断调整产业策略，
把生物医药确立为“握指成拳”集中打造的立县产

业。编制“产业链图谱”，提出“以链招商、以商招商”
路径和“高端产品、高端产业、高端市场”原则，推行

“全员全季悬帽招商”。他亲自登门招引上下游、左右
侧高端项目，快速形成产业集群“IP 引力”。2021 年 9
月以来，王凤森带队招商 20 余次，落地君业、博霖、轩
鸿、金能等亿元级项目 10 余个；2022 年 1 月至 8 月，签
约各类项目 46 个，签约额 170 亿元，到位资金 23.69 亿
元，同比增长 120%。

“没有项目就没有明天”。王凤森说：“要深刻认识
投资长期滑坡的严峻形势，没有项目就没有发展实绩，
也就没有明天，只有树立了以项目观实绩、比干劲的鲜
明导向，才能在县域经济发展中把握主动和高质量发
展的着力点”。

王凤森主动强化“一切为了项目、一切服从服务于
项目”的工作导向，牵头制定“全员服务”刚性制度《县
处级领导和部门包联各行各业重点项目责任制》，推行

“容缺受理”“拿地即开工”，领导干部代办工作法，打造
“一流营商环境”，聘请安全环保“两个管家”问诊把脉，
创立部门涉企执法统一向纪委报备、统一由园区组织

“两统一”制度，为项目建设提供全程护航。2022年1月

至8月，他现场办公20余次，推动全县固定资产投资实
现35亿元，同比增长108%，有7家制药企业计划年内投
产升规。

“让群众过上好日子”。王凤森说：“产业兴，百姓
才能富，强县的最终目的是富民，让群众嵌入三产融合
产业体系中，实实在在享受更多发展红利。”

在工作中，王凤森千方百计处理好“着急与着实”
的关系，建立三产融合体系，探索基层高效能治理，切
实把能力和水平体现到真干事、干成事上。利用长期
深耕“三农”领域的学识储备和经验优势，调研剖析碎
片化、粗放化、原料化等瓶颈问题，瞄准五大普惠产业，
引进一批院士团队打造100个前沿攻关转化基地，引进
陕果、京东等“顶流”平台合作营销，聘请中国农业品牌
战略中心策划“天工开鲁”公共品牌，带动广大群众兴
起“科学种养、科技兴农”热潮，实现增收致富。着眼高
效能基层治理，落实组织工作“揭榜领题”，以县镇村三
级党群中心为主阵地、以基层网格为治理单元，创新开
发“开鲁党建”智慧平台，在全县推行“三心合一、四级
联动、五民服务、十员落实”工作机制，平均每月办理民
生实事4000余件，实现群众诉求动态清零。

本报讯（记者 管炜）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 2022年全
区“看禾选种”展示示范观摩培训班上了解到，近年来，为
引导种植主体科学选种用种，我市农技推广部门多措并
举、科学谋划，全面开展“看禾选种”平台建设工作，目前
已在 8个旗县区共建设“看禾选种”平台 10个，面积 1075
亩，展示品种412个。

据 了 解 ，10 个 平 台 全 部 落 实 在 我 市≥10℃积 温
3000——3300℃、无霜期140天以上、年降雨量350mm以
上的区域。选址均为交通便利、地势开阔、排灌条件良
好、前茬一致、地力均匀的耕地。平台主要展示近3年通过
国家或自治区审定、备案、登记的农作物新品种。其中，市
中心筛选出 37个玉米品种、18个水稻品种、11个大豆品
种；旗县中心征集了264个玉米品种、13个水稻品种、9个
大豆品种、60个杂粮品种。通过秸秆还田、浅埋滴灌、水肥
一体化、绿色防控等一系列关键技术的集成应用，搭建了
以品种为载体，良种良法协同推广的平台，彰显了科技创
新对种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充分发挥了“看禾选种”
平台新品种、新技术集成示范和辐射带动效果。

本报讯（记者 李娜） 10月1日，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全系
统同步开展特种设备安全大检查行动。

此次检查由市局和各旗县市区局主要领导带队，聚焦商
场、公园等人员密集场所，集中供热企业、城镇燃气经营和气
瓶充装单位等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高风险特种设备使
用单位开展检查。重点检查了在用特种设备（含安全附件）定
期检验、使用登记和安全管理状况、城镇燃气管道日常巡检记
录、应急救援演练情况、人员持证上岗等内容。

截至目前，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共出动执法人员134人次，
检查特种设备使用、充装单位 97 家，抽查各类特种设备 147
台，发现问题隐患 33处，下达监察指令书 5份；发放特种设备
宣传资料120份；共20家车载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单位
签订了《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安全承诺书》。针对个别
场所存在的自动扶梯防攀爬装置缺失、电梯五方对讲通讯不
畅等问题，检查组提出了具体整改意见。

郭玉峰视频连线
督导疫情防控工作

我 市 建 设 10 个
“看禾选种”平台引导
种植主体科学选种用种

我市开展国庆假期
特种设备安全大检查

从“一沙之治”到“生态之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通辽实践

本报记者 贾雪

自治区“担当作为好干部”王凤森：

“只要选对路，发展就有出路”

□内蒙古日报记者 郭洪申

10月7日上午，我市
支援呼和浩特市医疗队
整装出发，驰援当地疫情
防控工作。此次我市支
援呼和浩特市医疗队共
有112名医护人员。

据了解，10月6日，
我市已有104名医护人
员赶赴呼和浩特，支援
当地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记者 李娜 摄

再出发再出发！！我市我市112112名名
医疗队员驰援呼和浩特医疗队员驰援呼和浩特

转自《内蒙古日报》（记者 刘晓冬） 10月 5日，自
治区党委书记孙绍骋听取呼和浩特市疫情防控工作情
况汇报，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工作组、自治区政府及

呼和浩特市的有关负责同志深入分析本次疫情传播扩散
的原因，针对当前防控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研究具体解
决措施，对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进一步作出安排部署。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王莉霞，国家卫生健
康委副主任、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内蒙古工作组组
长曹雪涛，自治区领导包钢、于立新、包献华、郑光照出席。

孙绍骋督导部署呼和浩特市疫情防控工作
王莉霞出席

郭玉峰在中心城区
调研冬季供暖工作

本报讯（记者 任杰） 10月 7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郭玉
峰深入通辽热电有限公司、春城热力有限公司、万通热力有限
公司等地，实地检查供热企业供热准备、供热面积、煤炭储备、
安全运行等情况，深入了解供热企业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交
流意见。郭玉峰强调，冬季供热涉及千家万户，关系群众切身
利益，是一项重大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
重视，加强调度，全力做好煤炭保供稳价工作，确保满足热源
正常运行需要。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寒流比往年更早，我
市即将迎来强降水降温天气，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各供热企
业要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时刻把百姓的冷暖放在
心上，攻坚克难，勇于担当，妥善应对寒流降温天气，在保障安
全的前提下，科学合理调整供热时间，能提前的尽量提前，确
保10月10日前全部供热，让广大市民温暖过冬。

市政府办公室、住建局、能源局、科尔沁区、开发区有关负
责同志陪同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