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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我市在市人民广场开展2025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各相关单位
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咨询活动，向市民普及生产、交通、电力、燃气等领域安全知
识。现场还向市民展示应急救援器材、灭火器、防毒面具等器材使用方法，以及心
肺复苏、止血包扎等救护技能要领，增强全民安全意识。 （肖传军 摄）

普及安全应急知识

6月17日是第31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乌海市自然资源局联合海勃湾区
园林绿化服务中心、乌海市林业草原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和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等单
位举办“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 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宣传活动。现场通过悬挂
条幅、现场讲解、发放宣传手册等方式，向群众普及荒漠化和干旱形成的原因、危害及
防治措施，持续提升社会参与防沙治沙工作的关注度和支持度，营造全民参与荒漠化
防治、人人参与植绿爱绿护绿、携手共建绿色家园的良好氛围。 （刘洋 摄）

防治荒漠化 守护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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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乌 海 市 海
勃湾区十八公
里夭斯图煤矿，
久丰煤矿公司
在 2012 年开始
采矿，当时 500
米处有居民区，
由于开矿需要
爆破作业且有
洗煤作业，震动
导致附近居民
房屋受损，不适
合居住，2013年
至今煤矿周边
开采面积逐年
扩大，离居民区
只有 100 米，当
地政府安排村
子拆迁搬离，但
是遗留了约 70
户依然没有实
施拆迁搬离政
策。举报人诉
求尽快实施拆
迁搬离政策。

2009 年 3
月18日，乌海市
兴泰公路开发
有限公司在运
煤专线项目建
设时采砂取土，
形成两处方圆
1.5平方公里、坑
深近 15 米的地
貌地样的损毁
破坏坑，破坏矿
产复垦人义务
林 300 多亩，林
木 7万余棵，破
坏鄂尔多斯国
家自然保护区
一级珍稀保护
植物四合木两
万余株。

行政
区域

乌海市
海勃湾
区

乌海市
海勃湾
区

问题
类型

群 众 身
边 的 生
态 环 境
问题

群 众 身
边 的 生
态 环 境
问题

调查核实情况

1.关于“乌海市海勃湾区十八公里夭斯图煤矿，久丰煤矿公司在2012年开始采矿，当时500米处有居民区，由于开矿需要爆破
作业且有洗煤作业，震动导致附近居民房屋受损，不适合居住，2013年至今煤矿周边开采面积逐年扩大，离居民区只有100米”。
该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查，海勃湾区十八公里居民区现存房屋62户，部分于1998年前后由附近砖窑厂自建，当时用于办公及居住；部分于2003
年由当地居民自建；其余4栋于2006年由久丰煤矿建设用于职工用房。该区域目前常住居民房屋8户、22人，其余54户长期无人
居住。该区域附近共有3家企业，分别为位于其东北侧约1000米处的内蒙古广纳煤业集团夭斯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煤矿（2008
年生产，2016年停产至今）、位于其东北侧约240米处的内蒙古广纳煤业集团久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煤矿（2017年生产，2023年
停产至今）、位于其东侧约600米处的乌海市海勃湾夭斯图煤矿（2008年生产，2023年停产至今），均为露天开采煤矿，从开始正常
生产到停产期间，煤矿企业按照批复矿界范围生产，设计开口境界未扩大，目前煤矿与居民区距离最近处约240米，计划待资源整
合后由整合主体对剩余资源进行回采利用。

该居民区8户常住户房屋屋顶形式为预制混凝土屋面板，屋顶有开裂情况，开裂处均为屋顶面板拼接处。2019年5月，海勃
湾区委托乌海市天润爆破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对海勃湾夭斯图煤矿爆破振动进行检测，根据其出具的《关于夭斯图煤矿爆破振动测
试结果的报告》，“夭斯图煤矿爆破作业不会对附近的居民区产生影响”。2022年4月，海勃湾区委托乌海市天润爆破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对久丰煤矿爆破振动进行检测，根据其出具的《久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煤矿爆破对附近居民区的爆破振动测量报告》，“爆
破振动对民房是安全的”。2022年4月至停产期间煤矿已接近收尾工作，爆破次数少，且火工品使用量较小。2025年6月4日，经
组织入户走访8户常住户，详细记录房屋建成时间、存在问题、裂缝分布及损伤程度，并委托河北绿园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进行
房屋结构安全鉴定，根据其出具的鉴定报告，“建筑检测区域可测范围内可见的结构构件外观质量基本正常，未发现有影响结构安
全的裂缝等外观质量缺陷。8户居民房屋安全性鉴定评级均为Bsu，可以正常居住。”（在《房屋安全鉴定标准》（JGJ125—2016）
中，B级表示结构承载力基本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个别结构构件存在老化隐患，但不影响主体结构安全使用。其中，Bsu是安全
性鉴定评级中鉴定单元的一个等级，其含义是安全性略低于标准规定，尚不显著影响整体承载。）

2.关于“当地政府安排村子拆迁搬离，但是遗留了约70户依然没有实施拆迁搬离政策。举报人诉求尽快实施拆迁搬离政
策”。该问题属实。

经核查，2018年，根据群众信访诉求，为改善十八公里居民区群众生活环境，经海勃湾区政府动员，十八公里矿区乌海市海勃
湾夭斯图煤矿等6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主动出资，按照《海勃湾区人民政府关于〈海勃湾区十八公里矿区综合整治工程范围房屋搬
迁安置的决定〉的公告》（第12号）对该区域117户居民进行搬迁安置，其中55户已签订补偿协议并被搬迁安置，其余10户因不同
意搬迁补偿政策、52户因企业资金未完全到位而未搬迁，遗留至今。

经查，信访人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运煤专线项目即乌海市新地至西来峰二级公路新建工程项目，起点位于海勃湾高新区北2公里处，终点位于海南西来峰经济

开发区，全长73.45公里，路面宽11.4米，总投资4.77亿元，由乌海市兴泰公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泰公路公司）承建，主管部
门为乌海市交通运输局，该项目于2008年5月获得批复，同年开工建设，2010年投入使用。

1.对群众投诉区域的2008年—2024年卫星遥感影像进行比对，投诉反映的砂坑所在位置2008年为原始河道，砂坑大致形成
于2009年，均在原始河道内。2025年5月14日，乌海市收到信访，反映“乌海市兴泰公路工程开发公司违法擅自建设乌海市新地
至西来峰经济开发区二级公路运煤专线…”问题。5月22日，乌海市自然资源分局对兴泰公路公司施工情况进行调查，企业表示
修建道路的砂石料均从拌合站购买，当年道路修建项目整体承包给第三方施工单位，施工单位与拌合站签订了砂石料购买合同
（合同由施工单位保管），因目前无法联系到当年的施工单位，兴泰公路公司暂无法提供该购买合同。6月9日，自然资源分局委托
乌海市精正土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对两处损毁破坏坑区域进行航拍实测，损毁破坏坑位于越东物流园西北、运煤专线西95米处
河道范围内，面积分别为0.015平方公里、0.016平方公里，共0.031平方公里，最深处深度为10米，为采砂遗留坑。经查，该区域未
设置过砂石矿，在此处采砂属违法行为，是否为兴泰公路公司“建设时采砂取土”需进一步调查核实。关于兴泰公路公司是否存在

“建设时采砂取土”的情况，相关部门正在调查核实中。6月11日，自然资源海勃湾分局再次询问兴泰公路公司并形成调查笔录，6
月12日，海勃湾公安分局调取相关笔录及信息，启动对施工方、监理方信息的调查工作，目前尚未取得新的佐证材料，无法确定该
问题是否属实。

2.关于“毁灭破坏矿产复垦人义务林300多亩，林木7万余棵。”问题不属实。经核实，群众投诉区域套合国土一调地类现状
图，该区域地类为其他、周边区域无林地；套合国土二调地类现状图，该区域地类为内陆滩涂、周边区域无林地。通过2008年影像
图比对，该区域及周边无大面积林木。本次信访人与2022年信访案件的信访人为同一人李甲（化名），其持有的《内蒙古自治区采
矿临时许可证》载明的负责人为李乙（化名，与李甲为兄弟关系，曾就该事项共同信访），开采矿种为石灰石，批准开采期限为1992
年至1993年12月，开采地点仅标识为卡布其，证载范围不具体。根据调查，信访人的种植行为属抢栽抢种，实际种植树木的区域
2009年为行洪河道，河道及周边无石灰石资源，不存在其所称矿产复垦义务林的事实。2009年3月18日，海勃湾区林业水务局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对信访人在行洪河道内栽种树苗的违法行为下达了《整改通知》，限其接到通知后
3日内立即整改，将树苗移出河道。海勃湾区执法局多次开展现场调查，责令李甲停止违规种植行为，恢复土地原貌，但当事人始
终不予配合。2009年4月10日，海勃湾区执法局依法清理了李甲违法抢种的3000棵沙枣树苗。李甲以运煤专线施工导致其相
关损失为由阻拦施工2个多月，最终兴泰公路公司与李乙签订协议给予5万元费用，作为缓解其经济困难的义务帮助。

3.关于“破坏鄂尔多斯国家自然保护区一级珍稀保护植物四合木两万余株。”问题不属实。经核实，四合木是国家二级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信访人反映的采砂坑位于河道范围。2025年6月8日，自然资源分局联合区农牧水务局等部门和新华街道办事处
再次实地核实，经对周边原始地貌区域实地踏勘，形成如下意见：该区域在第一次全国土地调查中地类为“其他”，第二次全国土地
调查中地类为“内陆滩涂”，2023年的第三次全国土地变更调查中地类为“坑塘水面和其他草地”。通过实地勘察周边未破坏区
域、比对历史影像资料，并组织相关人员综合研判，认定该区域无四合木生长分布。经比对2002年西鄂尔多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调整范围图及现行保护区范围图，上述2个采砂坑均不在保护区范围内。

是否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办结
目标

做 好 政
策 解 释
和 沟 通
工作。

加 大 日
常 巡 查
力度，严
格 查 处
违 法 行
为。

处理和整改情况

经研判，该案件于
2025 年 6 月 11 日办
结。房屋鉴定结果已
于6月11日在区政府
网站公示。鉴于居民
房屋可以正常居住，同
时该区域暂未列入拆
迁范围内，海勃湾区将
做好供水工作，保障居
民正常生活。

对采砂坑形成原
因开展调查，严格查处
违法行为。加强日常
巡查。

是否
办结

已办结

未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无

无

关于对拟任干部进行公示的公告
经研究，决定对以下拟任干部

进行公示。
一、公示名单
李小庆，1982年 11月生，研究

生，工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海南
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三级调研
员，拟提名为市直属机关正职人选。

宋新建，1982 年 8 月生，研究
生，农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
拟提名为市委直接管理领导班子的
企业正职人选。

宦铁军，蒙古族，1980 年 6 月

生，大学，理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
市大数据中心主任，拟提名为市委
直接管理领导班子的企业正职人
选。

马立刚，1980 年 6 月生，研究
生，管理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乌
达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
主任、一级主任科员，拟提名为市辖
区副区长人选。

马恺，1983年 7月生，大学，公
共管理硕士，中共党员，现任海南区
委常委、办公室主任、三级调研员，
拟进一步使用任市辖区党委副书

记。
徐科，1989年 9月生，大学，工

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市纪委监委
办公室主任、四级高级监察官，拟进
一步使用任市辖区党委副职。

二、公示时间
公示时间从 2025年 6月 18日

至2025年6月24日。
三、受理方式
单位和个人可通过来访、来函、

来电等方式反映上述公示对象的有
关情况和问题。为便于对反映的问
题进行调查核实，请在反映问题时

提供有关线索以及本人真实姓名、
联系方式或工作单位等信息，我们
将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履行保密义
务，及时反馈核实情况。

公示办公室设在市委组织部干
部监督科（市行政中心 A 座 1108
室）

受理时间：工作日上午9:00—
12:00，下午15:00—18:00

受理电话：0473—12380
特此公告

中共乌海市委组织部
2025年6月17日

本报讯 近日，在自治区文化和旅
游厅主办的内蒙古旅游商品大赛暨“我和
草原有个约定”品牌授权选拔活动中，我
市文创产品表现亮眼，共有36件参赛作
品脱颖而出，成功获得该品牌标识授权。

其中，“灵鸟衔光”创意丝巾摘得
铜奖，吉奥尼蛇龙珠525干红葡萄酒
荣获优秀奖，黄杨木梳、“皂访内蒙古”
香皂、岩小羊毛绒玩偶等5件商品获
得纪念奖，乌海湖畔折纸灯、汉森9度

洋葱葡萄酒等29件商品荣膺入围奖。
下一步，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将立足

我市特色文化资源，加大创意开发力
度，持续丰富“歌游内蒙古”“我和草原
有个约定”区域品牌内涵，推动更多优
质文创产品进驻品牌实体店集中展
销。同时，积极组织参与各级展会推介
活动，强化线上线下宣传推广，进一步
拓宽销售渠道，全力提升乌海文创产品
的经济效益与社会影响力。（折晓晖）

我市文创产品闪耀自治区大赛
36件作品获“我和草原有个约定”品牌授权

（上接第一版）
目前，全市林地面积15.04万亩、

草地面积128.05万亩、湿地面积17.7
万亩，荒漠化面积和沙化土地分别从
2009年的147.15万亩、53.55万亩减
少到2019年的120.45万亩、34.62万
亩，荒漠化面积和沙化土地面积实现

“双减少”，先后被评为全国防沙治沙
先进集体、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和国家
园林城市。

健全制度 共绘生态底色
我市组建党政主要领导任组长

的全市推进“六个工程”工作专班及
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专
项组，印发《乌海市黄河“几字弯”攻
坚战实施方案（2024—2030年）》，制
定《乌海市黄河“几字弯”攻坚战造林
技术措施及苗木质量管理的指导意
见》，成立黄河“几字弯”攻坚战项目
技术指导小组，为科学推进“三北”等
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供基础保障。

我市与巴彦淖尔市、包头市、鄂尔多
斯市、阿拉善盟签署《内蒙古自治区“三

北”工程黄河“几字弯”攻坚战区域联防
联治合作协议》，建立深化合作、区域联
动、齐抓共管的联防联治机制，打破行政
区域界限，协力推进“三北”工程黄河“几
字弯”攻坚战五盟市交界区域生态治理。

我市系统性出台《乌海市绿化成
果长效巩固实施方案》《关于加强林草
生态建设贯彻落实“以水定绿”工作的
通知》《乌海市2025年推进草原禁牧
工作实施方案》等，为林草生态保护修
复工作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只此青绿，久久为功。如今，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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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
市将持续深入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和

“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全力打好
黄河“几字弯”攻坚战，实现从“沙进人
退”到“绿进沙退”的蝶变，为筑牢黄河
流域生态安全屏障贡献乌海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