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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讲安全 个个会应急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内蒙古

督察进驻时间：2025年5月28日—6月28日
专门值班电话：0471-4819165
专门邮政信箱：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A980号邮政信箱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每天8:00—20:00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值班电话和邮箱

“来啦！太好了！”5月30日一早，接到市科
协通知，葡萄小院首席专家、内蒙古农业大学教
授李正男要来，乌海葡萄科技小院负责人郭永
胜早早就在路边等候。

李教授的车刚停稳，老郭就三步并作两步
迎上去。“老郭你可真给咱长脸！”李教授一下车
就拍着他的肩膀说，“提前6天成熟，上市时间
全区第二，快带我看看你的‘金疙瘩’！”

走进4号实验棚，阳光透过薄膜洒在翠绿
的藤蔓上，巨盛一号葡萄特有的甜香在空气中
流淌，串串果实宛如晶莹的宝石缀满枝头。老

郭麻利地剪下一串：“教授您给把把关，看看这
品质咋样？”

“咔嚓”，李教授摘下一颗葡萄咬了一口，眼
睛顿时亮了起来：“好家伙！”他掏出糖度检测
仪，随着提示音，显示屏跳出“22.5”的数字，围
观的农户们立刻沸腾了。

“按照市场价30元一斤算，这一棚起码能
多赚2万块！”李教授的话让大伙儿更加兴奋。

种植户老王却皱起眉头：“教授，要是大家
都学会这技术，葡萄会不会卖不上价啊？”

李教授笑着指向棚里不同区域的葡萄：“你

们看，老郭这棚里种了4种葡萄，巨盛红、茉莉
香紫、玉波黄、绍兴绿，涵盖了高、中档早熟葡
萄，这‘四色战略’是我们专门给乌海打造的，也
是咱闯市场的底气。”

“听见没？现在种地不光要有力气，还得
会打算盘！”市科协副主席赵涛的调侃引发一
阵笑声。

“就是！从中华红玫瑰到妮娜皇后，这十来
个品种哪个不是教授帮咱们引进的？哪个让咱
吃过亏？”郭永胜拍着胸脯说，“有科技撑腰，咱
这葡萄就是‘金豆豆’！”

连日来，位于乌海
市海勃湾区北郊的民兵
训练基地周边沙化土地
治理项目区掀起固沙植
绿高潮。每天清晨，在连绵的沙丘间，30多位
治沙工人头顶初升的太阳开始一天的劳作。他
们肩扛固沙草毯，踩着松软的沙土，排成一队缓
步向沙地深处进发。

作为海勃湾区防沙治沙最后一块攻坚地带，
这片沙地达2600多亩，距城区不足10公里。原
本这里在去年便完成治理任务，但今年春天连续
几场大风让种下的苗木受损严重。这些天，项目
治理方——海勃湾区高新工业建设投融资有限
责任公司正抓紧组织工人开展补植补种。

在一片沙丘上，工人们首先将固沙草毯固定
在沙地上，随后在上面浇水，最后再进行种植。

“这种‘先固后绿’的治理方式适合风大沙多的地
区。把沙子固定住了，我们再往上面种上柠条、
梭梭、蒙古莸等耐旱植物。”企业治理现场负责人
武星告诉记者，治沙不是一劳永逸的工作，需要
不断下功夫、下心血。“看，那些苗木都扎住根
了！”顺着武星手指的方向看向远处，远处沙坡上
的点点新绿在金色的沙海中蔓延开来，一株株柠
条、梭梭、蒙古莸在风沙中迎风挺立。

作为海勃湾区一家国有企业，海勃湾区高

新工业建设投融资有限责任公司近年来发挥资
源和技术优势积极投身海勃湾区生态建设。如
今在企业的助力下，这片区域正在披绿重生。

在乌海市防沙治沙攻坚战中，不仅国有企
业积极参与，市直部门、街道社区以及普通市民
都是这场攻坚战的主角。每年的植树时节，来
自各行各业的市民积极加入植树大军，形成治
沙合力，共同奏响生态建设“大合唱”。在今年
春季乌海市及其三区组织的植树活动中，种下
了5000多株各类树木。

据乌海市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去
年以来，乌海市深入开展黄河“几字弯”攻坚战，
具体实施乌海市库布其-毛乌素沙漠沙化地综
合治理、乌海市“三北”工程林草荒一体化保护
修复治理2个项目，治理面积共计3.881万亩。
在这过程中，乌海市广泛动员各方参与，积极实
行“政府统一组织，部门协同实施，社会企业积
极参与”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由地方国有企
业牵头先行入场进行治理，集中攻坚加快实施，
同时动员和鼓励社会各方支持“三北”工程建
设。目前已有4家国企和民营企业以投工、投

劳、捐赠等多种方式参
与防沙治沙，共同推进
沙化土地综合治理、非
沙化土地生态修复。

同时，为护航生态建设，乌海市还成立了加
快推进落实“五大任务”工作领导小组和筑牢我
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等5个专项组以及推
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建立
责任明确、协调有序、监管严格、保护有力的工
作机制，高效统筹、扎实推进全市生态建设和保
护工作。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实施
方案》，出台《乌海市林长会议制度》等五项制
度，建立四级“林长制”体系，设立各级林长188
人。同时，印发《关于建立“林长+河长+检察
长”工作机制的实施意见》，建立联席会议、信息
共享、联动巡查等10项机制，充分发挥叠加效
应，强化检察监督与行政执法衔接配合，形成林
业生态保护的工作合力。

如今，乌海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绿地率
分别达到43%、41.2%，全市沙化荒漠化土地明
显减少，林地面积、植被盖度不断增加，风蚀沙
化和水土流失情况得到遏制，有效减缓了乌兰
布和沙漠东侵南移的速度，保护了黄河流域的
生态安全，书写了“绿进沙退”的生态奇迹。

（转载自6月9日《内蒙古日报》）

教授下乡
本报记者 王超

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6月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同缅甸领导人敏昂莱互致贺电，庆祝中缅建交75周年。

习近平指出，建交75年来，中缅胞波情谊历经风雨、
历久弥坚。双方秉持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
隆精神，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在涉及彼此核心
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树立了国家间友
好交往的典范。

习近平强调，今年5月，我同你在俄罗斯会晤，就推
进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达成重要共识。中方高度重视
中缅关系发展，愿同缅方携手努力，以两国建交75周年
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落
实好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
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给两国人民带来更
多福祉。 （下转第四版）

习近平同缅甸领导人敏昂莱
就中缅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

李强同敏昂莱互致贺电

乌海：多方参与防沙治沙奏响生态建设“大合唱”
内蒙古日报记者 郝飚

本报讯 （记者黄建飞 通讯员张钰）6月
4日，首节压力钢管在乌海抽水蓄能电站引水
系统中平段精准就位，标志着引水系统压力钢
管安装工作正式启动，电站向机组投产发电又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作为乌海抽水蓄能电站的枢纽建筑物，输
水系统由引水系统和尾水系统两部分组成，引
水系统采用“一洞两机”供水方式，尾水系统采
用“两机一洞”的布置型式。压力钢管是电站
输水系统的“动脉血管”，总重量约为1.35万
吨，由高压主管、高压岔管、高压支管组成，采
用钢板衬砌。高压主管采用埋藏式双斜井布

置方式，设上平段、上斜段、中平段、下斜段、下
平段。

压力钢管选用5亿帕级、6亿帕级、8亿帕
级高强度钢，通过安装加劲环进一步增强管节
结构性能，确保其能承受高水压，为上、下水库
实现水流安全稳定输送提供有力保障。此次
安装的首节压力钢管，长6米，内径6.6米，外
径6.9米，重量达31.8吨。

下一步，内蒙古电力集团乌海抽水蓄能有
限责任公司将与各参建单位，以严谨的态度、
精湛的技术稳步推进压力钢管安装工作，为电
站早日建成投产贡献力量。

乌海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新进展——

安装引水系统压力钢管

本报讯 （记者肖传军）安全生产是发展
的基石。今年，我市强化科技应用，进一步增
强安全生产保障能力、筑牢安全防线，不断提
升事故预警和应急救援水平。

近日，在内蒙古君正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市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正操作无人机对厂
区开展无死角安全隐患排查。今年，市应急
管理局将无人机航拍技术和远程视频监控运
用到日常监管中，督促企业落实好安全生产
防控措施，形成了“地面巡查+空中监管”立
体式、全方位、无死角的巡查管控体系，以高
效化、智能化、科技化手段最大程度实现排查
范围全覆盖。“如今，我们借助远程巡查，发挥
无人机航拍高空之眼的优势，对复杂地形、偏
远地区进行全方位扫描，提高了安全生产保
障水平。”市应急管理局矿山安全监管科科长
马玉彪说。

在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救援指挥部，工作人
员正在对应急管理综合应用平台系统进行调

试完善。该平台集合了应急指挥、森林草原防
灭火监测预警、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中介
机构管理、安全生产培训考试等12个功能模
块，将为全市安全生产、监测预警、防灾减灾救
灾和救援指挥等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市应
急管理局应急救援指挥中心主任王勇说：“目
前，全市应急指挥通讯录、救灾物资、救援队
伍、避难场所、专家等数据库基本建立。该平
台将推动业务运转向移动化、数字化、智能化
新业务模式转型，成为提升应急管理效能的重
要抓手。”

我市紧抓安全生产领域重点任务，积极探
索和利用信息化监管平台、远程视频监控、无
人机巡查等信息化、智能化技术，护航企业安
全生产。同时，大力推进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
管控数字化转型，持续推进双重预防机制数字
化建设应用，做到重大危险源企业接入率
100%，重大危险源三类人员履职率100%，用
科技赋能全方位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安全生产多了“科技范儿”
包银高铁乌海南站站房设计

地上 2 层、地下 1 层，建筑面积约
5000平方米；站场设计规模2站台
4线，1、2站台均为高速站台，分别
长450米。

目前，乌海南站站房工程已基
本完工，正在进行克缺销项等工
作；站台工程精装修施工已进入收
尾阶段。1 至 4 线为包银高速铁
路，已于6月4日完成铺轨施工。

（黄建飞 摄）

乌海南站站房
工程基本完工

高考首日的
清晨，市第六中
学校园里，贴着

“爱心送考”标识
的公交车整齐列队。8点15分，随着最后一位
考生快速走进车厢，这一延续了十四载的护航
行动再次启程。

“同学们，别着急！”首次送考的公交车司
机吴忠涛笑着提醒。为了这场“人生大考”，
他特意提前一个小时到岗做准备：车窗擦得
能照见人影，前挡风玻璃上贴着手写的“金榜

题名”便签，车厢里还提前备好了矿泉水和文
具袋……“我跑了十年公交，就盼着能在高考
这几天出份力。”吴忠涛说。

今年的“爱心送考”车队比往年更贴心，160
余辆爱心车覆盖全市四个考点，特别开通“住校
生专线”和“商务车专线”接送考生；交管部门在
考点周边设置“送考绿色通道”，警车开道、社会
车辆避让，确保考生“一路绿灯”。考生王栋感
慨：“坐爱心送考车节省了很多时间，让我能更
专注于考试。”

自2012年首支“爱心送考”车队成立以来，

我市已累计投入车辆超2400辆次，服务考生
3.8万人次。十四载风雨无阻，从私家车到公交
车，从企业车队到个人志愿者，越来越多的人加
入到这场爱心接力中：退休教师主动担任“路线
顾问”，便利店老板为送考车免费提供矿泉水，
交警在路口举牌引导……

十四载春秋流转，变的是越来越贴心的服
务，不变的是这座城市对青春最温暖的守护。
正如吴忠涛所说：“高考是孩子们人生路上重要
的一步，送考是这座城市对孩子们的一片爱。
只要他们能安心赴考，我们的付出就值了！”

十四载爱心接力，赴考路上一城暖意
□王婷

本报讯 （记者赵永刚）6月9日，市委副
书记、市长崔景英赴海勃湾区实地督导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信访案件办理情况。
她强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对我市生态
文明建设的政治体检和把脉问诊，要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以鲜明的政治态度和务实的工作
作风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在海勃湾区西鄂尔多斯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附近，崔景英实地了解信访问题形成原因，

现场研究整改措施。她说，各区、各相关部门
要进一步压实监管责任链条，以严实态度、过
硬举措高质高效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转办信访案件核查整改工作。要举一反三
建立健全长效闭环工作机制，切实做到整改
一个问题、规范一个领域、完善一套机制，以
制度建设固化整改成效、以实际成效回应社
会关切。

市委常委、海勃湾区委书记郭轶杰参加。

崔景英实地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转办信访案件办理工作

按照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以下简称“中央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9日，全市
已对中央督察组交办的第三批1件信访举报件进行调查处理，已办结1件。

截至6月9日，全市已对1—3批2件信访举报件进行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1件、阶段
性办结1件。

相关信访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督察组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内蒙古自治区
第三批涉及乌海市1件群众信访举报件办理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