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A REFORMCHINA REFORM DAILYDAILY

本版编辑：赵 薇 Email：crdzbs@163.com 热线：(010)56805043 00332019.09.26 星期四 综合ComprehensiveComprehensive

地方传真

□ 本报记者 于保明

□ 王杨宇宸

巴彦淖尔，蒙古语意为

“富饶的湖泊”，位于祖国正

北方、内蒙古西部、黄河“几”

字湾顶端，是国家重要的粮油

生产基地，全国最大的有机原

奶、葵花籽、脱水菜生产基地

和全国第二大番茄种植加工

基地。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巴彦

淖尔的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

强。经济总量从新中国成立初

期的0.8亿元增加到现在的813

亿元；农牧业产值不断提高，工

业经济支撑能力进一步夯实，

服务业的带动作用逐渐凸显；

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2018

年全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分别达到30,497元和17,221

元，分别为 1978 年的 76倍和

121倍；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达710.5亿元，是改革开放初期

的1376倍。

近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

访了巴彦淖尔市市长张晓兵。

发展现代绿色农牧业
改善农牧区人居环境

张晓兵谈道，作为农牧业

大市，巴彦淖尔一方面始终坚

持绿色兴农、品牌强农，以现代

农牧业的率先突破引领绿色高

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大力改善

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把农村牧

区人居环境整治作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第一场硬仗。

大力开展村庄环境治理。

强力推进“厕所革命”，主推水

冲厕所，辅助改造卫生厕所，截

至2018年底建成水冲厕所2.2

万户，改造一般卫生厕所7万

户；今明两年准备新建水冲厕所

4.1万户、一般卫生厕所7.3万

户，到2020年卫生厕所普及率

达到80%以上。梯次推进生活

污水治理，优先重点建设苏木镇

和乌梁素海湖区周边村落污水

处理项目，推动污水管网延伸

覆盖。大力开展“三清一改”整

治工作，同时建设杭龙生物质

发电、锦江垃圾焚烧发电等一

批项目，综合利用、变废为宝。

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全面

推行“345”长效管护机制，包

括：“三个统一”，即城乡统一规

划、统一执法、统一环卫；“四级

联动”管理，即政府主导、乡镇监

管、村组负责、村民自治；“五个

一”保洁，即每个村组有1套制

度、1名保洁员、1辆保洁车、1个

公共厕所、每户有1组垃圾桶。

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全面

推行村民小组“微治理”和“五

人小组”工作法，强化基层党组

织引领，发挥村规民约作用，最

大限度调动群众积极性，引导

群众主动清理房前屋后的柴草

杂物、生活垃圾、畜禽粪污并逐

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如今，走在河套农村大地，

“脏乱差”现象大为改观，到处

呈现出院落整洁、绿树成荫、道

路干净的新农村美景。临河区

富强村入选“中国十大最美乡

村”，五原县联星光伏新村入选

“中国最美村镇”，2018年巴彦

淖尔全市乡村旅游接待人数

236万人次，乡村旅游收入9.69

亿元。

张晓兵指出，今后，巴彦淖

尔将认真学习借鉴浙江“千村示

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深入开

展以“三清一改”为重点的村庄

清洁行动，全力为农牧民营造一

个清洁有序的生产生活环境，着

力打造现代化生态田园城市。

推进生态环境治理
加强清洁能源使用

张晓兵介绍说，近年来，巴

彦淖尔统筹推进乌梁素海流域

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一

是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全面加强大气、水、土壤污染防

治；二是全力推进总投资56.78

亿元的乌梁素海流域山水林田

湖草生态修复保护国家试点项

目，积极争取恢复黄河故道，实

施河湖连通工程，彻底消除乌

梁素海生态隐患；三是统筹实

施乌兰布和沙漠、乌拉特草原、

乌拉山等生态治理修复。

清洁能源方面，巴彦淖尔

风光资源富集，风能总储量约

1亿千瓦，可开发利用风电规模

在9000万千瓦左右，风电年等

效利用小时数达3000小时以

上，是全国风能资源最富集的

地区之一；太阳能年平均可利

用小时数约3500小时，最高地

区可达4000小时，太阳能资源

居全国第二位。

据介绍，今后，巴彦淖尔将

加强清洁能源的开发和使用。

建设国家清洁能源示范基

地。巴彦淖尔编制了千万千瓦

级风光电基地规划，正在建设

中核龙腾10万千瓦光热、四华

20万千瓦风电、上海庙至山东

特高压外送通道配套160万千

瓦风电等一批重点项目。

创新清洁能源发展模式。

科学布局调峰蓄能工程，推进

“源—网—荷—储”协调发展、

集成互补；推广清洁能源供热，

探索开展氢能示范应用。

促进清洁能源惠民。重点集

中在光伏治沙和光伏扶贫方面。

“我们将坚定不移走以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

质量发展路子，为‘建设亮丽内

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做出新

的更大贡献。”张晓兵表示。

□ 本报记者 何广丙

绿海一片的悬崖峭壁边

上，三五成群的游客手拉手在

玻璃栈道屏吸前行；远边的瀑

布飞流直下，溅起朵朵浪花，飘

洒在绿水青山的峡谷间……日

前，记者走进被誉为“天然氧

吧”，距成都最近、空气质量最

好的国家级生态县——四川省

眉山市洪雅县，一幅壮丽的“森

林康养”画卷在记者眼前徐徐

展开。

洪雅县森林面积达200余

万亩，森林覆盖率超71%，是全

国森林康养产业的首提地和发

祥地。近年来，洪雅县立足长

江上游生态屏障优势，大力推

进林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滑

翔、康养步道、玻璃栈道等体验

型业态快速发展，助力全县旅

游业高质量发展，迈上一条集

康养、度假、体验等于一体的发

展新路。

构建生态屏障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之后提出“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

念以来，长江经济带生态屏障

区域的山区县迎来发展的春

天。对于拥有天然森林资源的

洪雅县来说，更是迎来新一轮

发展机遇，林业改革转型步伐

进一步加速。

“林场职工献了青春献终

身，在光秃秃的大山上培育出

18万亩莽莽林海。”原洪雅林场

综合管理处处长，现玉屏山旅

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森林康养师巫炳松介绍说，

2014年，洪雅林场11万亩人工

林被划定为国家储备林。刚开

始，林场职工守着十几万亩森

林无事可做，不让砍树后，经济

效益也差了很多。“再好的生态，

不对社会大众开放，连林业自己

人都是‘养在深闺人未知’。”

据介绍，林业人多年深居

简出，突然发现自己守护的这

片森林，其实是一个带有“垄

断”特色的优势资源，关键在怎

么挖掘其潜力。于是，林业人

呼应成都等大城市居民奔向森

林“透透气”的需要，试水森林

康养产业。曾经只懂伐木，有

段时间甚至迷茫看不到未来的

林场工人，纷纷铆足了劲，就地

转变为森林康养基地服务人

员，邀请城里人来森林康养。

从曾经伐木建设国家，到

植树造林，再到构建长江上游

生态屏障……如今，洪雅林业

人站在时代发展潮头，以发展

森林康养推动林业转型为抓

手，创新旅游体验方式，成为助

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

目前，洪雅县持续推进林

业改革，坚定绿色发展不动

摇。通过持续开展生态环境保

护，洪雅县生态环境质量指数

为85.4，持续为优级。

创新发展业态

“华侨城牵手瓦屋山，建设

瓦屋山中瑞国际山地度假旅游

示范区；法国PVCP牵手七里

坪，建设太阳季度假区；四川铁

投集团牵手柳江古镇，建设柳江

国际休闲文旅特色小镇……”

洪雅县有关负责人指出，洪雅

县以森林康养为抓手，打造全

域康养旅游，推动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如今，森林康养已

成为洪雅县跨区域、跨国际，走

出去、引进来的“靓丽”对外开

放发展名片。

记者了解到，依托森林生

态资源，洪雅县创新构建新业

态，探索全域低碳化、绿色化发

展新路径，以吃得放心、住得舒

心、玩得开心、购得称心“四心”

工程为抓手，加快建设国际康

养度假旅游目的地、健康养生

产业示范区、有机农产品示范

区、生态工业示范区。

同时，洪雅县大力推进“旅

游+”“+旅游”，丰富旅游业态。

例如，不断拓展“旅游+文化”，

成功创建全省文化产业示范园

区；推进“旅游+康养”，以森林

康养、抗衰康养、运动康养、医

疗康养为重点的康养体系初步

形成。

引领县域经济发展

“开展天府旅游名县评选

是省委立足全省旅游产业发展

大局，推动县域文化旅游经济

高质量发展、整体提升四川旅

游品质的一项重要举措。”洪雅

县委书记阳云良表示。

阳云良说，洪雅县将以争

创天府旅游名县为契机，着力

做好“抓短补缺”，打造精品景

区、补齐智能短板、构建立体交

通、丰富旅游业态、提高人员素

质等，以建设国际康养度假旅

游目的地统领县域经济社会发

展，大力发展以康养度假旅游

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深入推

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探索

出一条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新路径。

据介绍，目前，洪雅县正全

力 推 动 瓦 屋 山 创 建 国 家

AAAAA景区、玉屏山创建国

家级旅游度假区、玉屏山创建

国家AAAA景区；加快旅游智

慧中心建设，优化旅游咨询点

位布局，将全县景点、商铺以及

旅游厕所等信息录入网络查询

和导航系统，不断提升旅游信

息化水平；在现有漂流、滑雪等

项目上做好加法，不断丰富森

林康养、中医康养、夜游经济等

业态，不断为推动长江上游生

态屏障区域林业改革转型发展

以及山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聚智

聚力、探索路径、树立标杆。

本报讯 记者茆同风报道

记者近日从江苏省政府获悉，

江苏省居民保障住房建设目标

完成超半。

截至6月，江苏省下达各

类保障性安居工程及基础设施

配套资金46.88亿元。全省各

类棚户区改造新开工19万套，

基本建成10.8万套，发放城镇

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2.3万

户，分别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86.5%、97.9%、171.7%，超额

完成上半年保障性安居工程目

标任务，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

超半。

保障居民住房是关系广大

群众安居乐业的民生大事，也

是江苏省政府2019年度十大

主要任务之一。今年以来，江

苏省财政厅会同有关部门积极

开展工作，全面推进保障性安

居工程建设工作，明确了江苏

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当年任务。

其中，棚户区（危旧房）改造新

开工22万套、基本建成11万

套，发放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

赁补贴1.33万户。同时，江苏

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推动

老旧小区改造升级和综合整

治，加大推动既有多层住宅加

装电梯等适老化改造力度，进

一步推进省级宜居示范居住区

建设。

据悉，今后，江苏省政府

将扎实做好续建项目与金融

机构的融资工作，研究确定支

持鼓励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

省级宜居示范居住区建设的

政策措施等，进一步提高居民

满意度。

本报讯 在日前召开的全

国退耕还林还草工作会议上，

海南省海口市被授予“全国生

态建设突出贡献先进集体”称

号。这是海口今年在生态文明

领域获得的又一荣誉。

近年来，海口统筹山水林

田湖草系统治理，生物多样性

日趋丰富，全市生态建设取得较

大成效。2002年以来，全市累计

投入退耕还林工程政策补助资金

5511.26万元，完成退耕还林2万

亩。2016年以来，全市累计投入

资金3826.38万元，完成造林绿

化面积6.38万亩，其中组织群

众义务植树166.49万株。

海口以花卉产业作为推动

全市林业产业发展的着力点，

目前全市花卉种植面积达到

7.02万亩，占全省花卉种植面

积的50.7%。花卉产业带动林

业产业发展，助推林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和林业产业转型升

级，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助力乡

村振兴。

在湿地保护和修复过程

中，海口以“湿地+水体治理”

“湿地+水利工程”“湿地+红

树林保护”等6种模式开展工

作，效果显著。2018年 10月

25日，海口凭借丰富和优质的

湿地资源等，成功摘取全球首

批“国际湿地城市”这块金字

招牌，为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积累了宝贵经验。

（周春燕 周发源）

本报讯 记者于保明报道

据了解，第二届沙产业创新博

览会（以下简称“沙博会”）将于

9月28日~30日在内蒙古阿拉

善盟巴彦浩特镇举办。

本届沙博会的主题是“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目标是向

世界展示中国、内蒙古及阿拉

善盟沙产业发展取得的成果，

促进国内外沙产业发展合作交

流，推广沙产业科研成果，搭建

政府、企业、科研机构、金融机

构交流、对接、交易的平台，吸

引更多的创业者、投资人、科技

成果落地转化、高层次人才需

求对接等，助推沙产业高质量

发展。

阿拉善盟行政公署副盟长

徐景春介绍说，本届沙博会在

展区和展位设置、展览内容、政

策支持等方面均有创新。

一是展览内容增加为沙生

动植物食品和保健品、特色沙

产业服饰用品、沙漠生态文化

及创意产品、民族民俗生活用

品、商贸物流包装产品、沙产业

科技信息产品、沙产业相关生

产设备、文旅、风光资源转化9

大类产品。

二是博览会展馆面积较去

年有所扩大，面积增加至3200

平方米，设置国际综合展区、中

国综合展区和内蒙古自治区展

区3大展区。

三是为有力打造沙产业

深度交流合作平台，加强沙产

业企业和机构间沟通洽谈，本

届博览会所提供标准展位均

免收费用，参展商只负责提供

展品。

着力打造现代化生态田园城市
——访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市长张晓兵

森林康养为林业改革装上“新引擎”
四川洪雅县立足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优势，大力推进林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探索出一条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江苏超进度完成保障性安居工程目标
上半年下达配套资金46.88亿元

海 口 大 力 推 动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2016年以来累计投入资金3826.38万元

第二届沙产业创新博览会将举行
主题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广州港扩建广州港扩建
粮食及粮食及通用码头通用码头
日前，总投资17.74亿元的广州港

南沙港区粮食及通用码头泊位扩建工

程开工，预计将于2022年3月投产。

扩建的码头泊位主要接卸粮食、钢材、

木材、机械设备等货物。扩建工程完

工后，广州港股份公司将拥有万吨级

粮食及通用泊位21个，其中，粮食通

过能力超过3500万吨，粮食仓储能力

将超过260万吨，更好保障区域粮食

供给。图为扩建工程开工动员会

现场。 陈骥旻 摄

西藏西藏：：边民笑逐边民笑逐颜开搬新家颜开搬新家
日前，在西藏山南市洛扎县洛扎镇，次麦居委会的28户共88

名村民领到次麦社区边境小康村崭新二层藏式新房的钥匙，极大

改善了住宿条件。按照人均40平方米标准建设的次麦社区边境

小康村，建设面积约为3824.08平方米，工程造价 1546.15 万余

元。除了人均2.4万元的自筹资金外，新房其他费用都由政府扶

持。图为按照藏族传统，69岁的旦增曲珍（左）给新房献哈达。

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