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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羿如

初秋时分，采访团驱车一路向敖汉

旗东北方向而行，沿途繁茂的植物仿佛

没有尽头一般向远方蔓延，满眼苍翠葱

绿。此行的终点是生态治理历史足有

61年的三义井林场治沙分场。

跟随治沙分场场长王成的脚步，记

者走上林场的观景台。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一张铁铸的敖汉旗地图轮廓，铁牌

横在观景台中央位置，“沙漠绿洲 瀚海

奇葩”八个字刻于其上。多年风吹日

晒，铁牌已经泛红生锈，但是林场 61 年

来的艰苦奋斗精神却镌刻在每一个林

场人的记忆中，镌刻在每一个敖汉人的

心里。

敖汉旗三义井林场位于科尔沁沙

地南缘，是风沙侵蚀最为严重的地域之

一。曾经的林场只有一片白茫茫的沙

海，土壤瘠薄，有机质含量较低，天然植

被稀疏，只有个别地块长有零星的黄柳

和 沙 蒿 ，80%以 上 为 起 伏 不 平 的 沙 丘

群。连绵的沙丘风沙肆虐，每年以 20
多米的速度不断向周围三个乡镇苏木

推进，给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严

重困扰。沙埋、沙阻事件频繁发生，有

时一夜之间，风沙会顺着窗子流到炕中

间，堆在门口一米多深，早上起来需要

从窗子跳出去，把门口的沙子挖走才能

推开门。生产时春种一遍、沙压一遍，

一个春天要翻种四五次才能保住春苗，

到了秋天，粮食亩产量不足百斤，人们

只能靠野菜和返销粮接济生活。

1962 年，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国

有治沙林场建立，总经营面积 4.25 万

亩，涉及长胜、木头营子、敖润苏莫三个

乡镇苏木。建场以来，林场发挥示范和

骨干作用，采用一系列先进的治沙造林

技术，通过工程治沙与生物固沙相结

合、造封飞相结合、草灌乔相结合的办

法治理流动沙丘，并依托“三北”防护林

体系建设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

退耕还林工程和中外合作项目等国内

外项目， （下转第四版）

“两大沙地歼灭战 赤峰在行动”——2023年绿色赤峰行动

敖汉旗：让沙漠变绿洲 建设绿色生态防线

“两大沙地歼灭战 赤峰在行动”——2023年绿色赤峰行动由赤
峰市人大城建环资委牵头，联合市委宣传部、市生态环境局、市林业

和草原局共同主办，活动以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时的重要指示以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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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为指导，以“建设绿色赤峰”为主题，重点对我市在防沙治沙、生态建设和环境保
护方面取得的成绩进行宣传报道，加大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监督力度，助力我市生
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赤峰日报》、《红山晚报》、赤峰电视台等本地媒体组成的
绿色赤峰行动采访团深入敖汉旗、克什克腾旗、翁牛特旗开展采访报道，本报从今
日起予以刊发，敬请关注。

编者按

□记者 于红璇

本报讯 为促进农业机械化全程全

面、高质高效发展，近日，2023 年赤峰市

收获机械现场演示会在松山区当铺地满

族乡北道村成功举办。自治区农牧业技

术推广中心农牧业机械化处、市农牧技

术推广中心相关领导和技术人员，各旗

县区种植大户、农机合作社及农机企业

代表等 200余人参加了演示会。

本次演示会由内蒙古农牧业机械工

业协会主办，自治区农牧业技术推广中

心、市农牧技术推广中心、松山区农牧局

等单位协办。参演的机具有谷物联合收

割机、玉米收割机、自动打捆机等收获类

农机产品，分别来自沃得农机、山东金富

尔、吉林天朗、黑龙江鸿昆机械等厂家。

演示会上，农机制造商代表分别对玉

米和谷物收获、秸秆打包等机械的性能参

数、应用技术、作业效果进行了讲解。与

会人员现场观摩了各类收获机械操作演

示作业，并对性能和效果进行了评估比

较。

本次演示会为农机用户选购先进适

用、高效节能的新机具提供了平台，让他

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机械化带来的好

处，对进一步提升我市农业机械化水平

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2023年赤峰市收获机械
现场演示会成功举办

□通讯员 刘忠友谭靖然

本报讯 近年来，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牢固树立科技服务意识，坚持科研与生

产紧密结合，开展防沙治沙模式、退化林

分改造、生态功能评价、良种选育、木本

油料生产技术等研究，为西辽河流域山

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内蒙古重大生

态修复蒙东退化林分改造、全国首家全

空间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与绿色碳中和评

估等提供了坚强的技术支撑。

在大规模低密度覆盖治沙，文冠果、

沙棘木本油料与果树经济林产业发展，

应对“双碳”行动等领域，市林科所作出

了重要贡献，先后完成各类成果鉴定评

价 21 项，获得梁希科技进步奖 2 项、自治

区科技进步奖 5 项，授权新品种 12 个，审

认定良种 9 个，制颁标准 13 项，获得专利

5项。

通过举办 3次国家创新联盟年会，承

担国家和自治区 4项重大科技专项，使林

草科技贡献率提升至60%。在我市百万亩

沙地治理、山杏低产低效林改造、重点区

域绿化以及乡村振兴等项目建设中，市林

科所充分发挥科技支撑作用，先后实施推

广项目11项，建成示范村和林场21个、示

范基地近10万亩。在推广工作中，承办国

家水肥一体化栽培技术推广现场活动，加

速了该技术在全国 18 个省的推广步伐。

在科技成果转化中，培训基层科技骨干、

林农近 2万人次，使新品种、新技术、新方

法扎根基层。在全市实施百万亩退化林

分改造中，市林科所组织编写了《赤峰市

退化林分改造修复技术模式》，对杨树重

度退化林分改造、山杏低产低效林改造、

柠条灌木林平茬提出了详细的技术规范，

有效地提高了退化林分改造成效。截至

目前，全市已完成退化林分改造修复造林

工程94.88万亩。

多年来，我市先后实施了中德合作

造林项目、中意合作造林项目、日本“小

渊基金”合作造林项目和大中亚区域植

被恢复与森林资源管理利用示范项目。

市林科所作为林业科技支撑项目单位之

一，主动参与项目的实施与科技指导，使

众多国际合作造林项目得以顺利推进。

特别是在大中亚区域植被恢复与森林资

源管理利用示范项目实施中，编制完成

了该项目建议书、实施方案、年度计划、

监测报告，系统研究了赤峰市治沙应用

模式，为国家林草局赤峰市森林经营试

点工作提供了赤峰方案。

市林科所积极为林草事业
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记者 王欣然

本报讯 9 月 20 日 ，赤 峰 市 第 八 届

人 大 常 委 会 召 开 第 二 十 七 次 主 任 会

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孙艾

芳主持会议，副主任边中悦、田向存、高

希华、孟和达来，秘书长杨中新出席会

议。

会议听取并讨论通过了市人民政府

关于全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情

况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全市“八五”普法中期

工 作 开 展 情 况 报 告 的 审 议 意 见 、关 于

2023年赤峰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上半年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

2023年赤峰市及市本级财政预算上半年

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全市文

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情况报告的审议意

见、关于全市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情

况报告的审议意见；讨论并通过了关于

助企纾困稳经济增长工作情况的调研方

案、关于《赤峰市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

治理条例》的立法调研方案、关于对代表

建议办理工作进行全面督查的方案、关

于组织市人大代表开展专项视察的方

案。

赤峰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
召开第二十七次主任会议

□本报评论员

连日来，我市精心组织开展第二
批主题教育，切实压实责任，强化督促
指导，注重统筹兼顾，激励党员干部积
极担当作为，推动主题教育走心走深走
实。

树高千尺有根，水流万里有源。
主题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坚持学思用贯
通、知信行统一，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
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
大力量。而这其中，“学”字当头、“干”
字为先、学干融合是落点，要有“功成

必定有我”的锐气，争当发展的“排头
兵”、攻坚的“冲锋队”、事业的“主力
军”，以实干实绩检验第二批主题教育
实际成效。

干事担事，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
是价值所在。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
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这就要
求党员干部紧扣“学思想、强党性、重
实践、建新功”总要求，树牢造福人民
的政绩观，在真干中担当作为干实事，
时刻把全市大局放在心上，始终把群
众利益放在第一位，用人民赋予的权
力办好事、办实事、办成事。

为学之实，固在践履。学习和实

践从来都是两个联系紧密的课题，只
有在学中干、在干中学，才能真正把马
克思主义看家本领学到手，自觉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
导各项工作，不断提高履职尽责的能
力和水平。对于赤峰而言，广大党员
干部做到学以致用，就要把理论武装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努力完成好习
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和
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两件大事上
下足功夫，凝心聚力促进赤峰高质量
发展，同时立足实际紧盯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扎实为民除忧解难，不断增
进民生福祉，真正把“以学促干”落到

实处、做出实效。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我们党百年奋斗的伟大
成就都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拼出来、干出来的，要把党的二十大
描绘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仍然要靠
拼、要靠干。”这次主题教育无疑是为
我市广大党员干部激流勇进、干事创
业注入了最好的一针“强心剂”。在
砥砺奋进的新征程上，我们必将以脚
踏实地的态度、大干快上的豪情推动
赤峰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成效，努力
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崭新
业绩。

促赤峰干部执锐攻坚之干
——四论高标准高质量开展主题教育

□记者 张斐然

本报讯 9 月 20 日，我市邀请自治区

科协主席赵吉在我市“干部大讲堂”第九

讲中作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沙区绿色

发展之路的专题讲座。市委常委、副市长

张继康主持，市政协副主席白洪波出席。

张继康表示，举办“干部大讲堂”第九

讲，旨在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科普和科学素质建设的重要部署，落实

《赤峰市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科学素质提升

行动工作方案》要求，传播科学思想、倡导

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不断提高广大

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科学素质水平。

我市举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与沙区绿色发展之路专题讲座

9 月 19 日，由内蒙古开放大学
主办，市民政局、赤峰学院继续教育
学院共同承办的“2023年内蒙古自
治区社会工作人员培训班（赤峰
市）”开班。

在为期两天的培训中，邀请相
关专家、学者围绕“五社联动”助推
基层治理、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等
内容作了专题报告，还赴红山区、松
山区部分社区，就健全城乡社区治
理体系等方面进行了实地考察。

记者 高锐 摄

20232023年赤峰市社会工作年赤峰市社会工作
人员培训班开班人员培训班开班

重实干 务实功 求实效

□记者 宋玉静

赤峰雅乐、宁城评剧、蒙古族刺绣、

敖汉玉雕、巴林格斯尔、奶酒制作……

一个个赤峰人耳熟能详的“非遗”项目，

惊艳了时光，温润了流年，在时间长河

中承载着一个地区的血脉基因，也在新

时代焕发出更加迷人的光彩，绽放新活

力。

作为凝聚先辈智慧与卓越价值的

精神财富，“非遗”在被传承保护的同

时，也正迈出新的脚步，以另一种形式

走进千家万户。我市“非遗”代表性项

目较多，具备着依托“非遗”代表性项目

助推经济发展的潜力。据统计，全市目

前共有“非遗”代表性项目 711 项。按

项目层级划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

目 6项，占全区总数的 6%；自治区级“非

遗 ”代 表 性 项 目 75 项 ，占 全 区 总 数 的

13.76%；市 级“ 非 遗 ”代 表 性 项 目 195
项，占全区总数的 9.73%；旗县区级“非

遗”代表性项目 711 项，占全区总数的

19.25%。

记者了解到，在全市已形成商品的

98项“非遗”代表性项目中，传统技艺类

项目共 95 项，占已形成商品项目总量

的 94.9%，体育及棋牌类项目 3 项（分别

是阿旗冰上阿日嘎、蒙古康乐牌、蒙古

族鹿狗对阵游戏），占已形成商品项目

总量的 5.1%。95 项传统技艺按产品类

型可分为：食品制作 46 项（以蒙古族传

统食品制作为主），民族工艺品制作 22
项，民族服饰制作 8 项，手工艺 6 项（雕

刻、剪纸、编制等），酒类酿造 8 项，医疗

医药类 4 项（传统中医和蒙药制造），传

统曲艺 1 项（阿旗天山皮影戏）。以上

项目中，已经商业化发展、累计（年）产

值能够统计并达到 1000 万元以上的共

11项。

如何更好释放“非遗”的产业价值，

使其成为带动城市文旅及各项产业蓬

勃发展的新引擎？市委办信息科在《关

于推动我市“非遗”代表性项目商业化

发展的调研报告》中提出了相关建议。

——深挖“非遗”代表性项目商业

潜力。文旅部门应进一步提高对“非遗”

代表性项目商业化发展的重视程度，特

别是注重引导已拥有产品的项目带头

人、传承人深入研究产品的文化内涵、

经济价值、市场需求，创新经营思路，进

行分众营销。

（下转第四版）

“传”下去“活”起来

赤峰“非遗”大有可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