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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6月 11日，国家主
席习近平同刚果（布）总统萨苏分别向中非合作
论坛成果落实协调人部长级会议致贺信，对会
议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习近平指出，中非合作论坛成立 25 年来，
有力带动中非合作蓬勃发展，成为全球南方团
结合作的典范。去年 9月，我同非洲领导人在
论坛北京峰会上一致同意携手推进“六个现代
化”，共同实施“十大伙伴行动”，引领中非关系
进入共筑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新阶段。在
双方共同努力下，峰会成果落实取得一批喜人
的早期收获。中非双方还就筹办 2026年“中非
人文交流年”达成共识，相信这将为中非友好合
作注入新的活力。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
中国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提供
新机遇，以中国大市场为非洲等全球南方伙伴
提供新动能。中国愿通过商签共同发展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落实对 53 个非洲建交国实施
100%税目产品零关税举措，同时为非洲最不发
达国家对华出口提供更多便利。中国愿同非
方深入落实“十大伙伴行动”，加强绿色产业、
电子商务和支付、科技、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
合作，深化安全、金融、法治等领域合作，推动
中非合作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指出，开放合作是人间正道，互利共
赢是民心所向。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将有力
促进全球南方团结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

业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希望中非双方继续扎
实推进峰会成果落实，精心谋划论坛未来发展，
携手建设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非力量。

萨苏在贺信中表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召开以来，非中战略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
果。本届协调人会议恰逢中非合作论坛成立25
周年。我将全力以赴、坚定不移同习近平主席
一道推动非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大进展，
增进双方民众福祉。刚果（布）作为中非合作论
坛非方共同主席国，愿同中国和其他全球南方
国家一道，加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合作，共同
构建远离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多极世界，开
启普惠包容全球化的新时代。

本报讯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媛 张浩 6月
12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召开《鄂尔多斯市居
民住宅区消防安全管理条例（草案修改稿）》征
求意见座谈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苏忠胜主
持会议。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凤云，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周桂荣，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
书长李新树出席会议。

会上，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同志介绍
了条例的修改情况。与会人员围绕各自领域，
结合工作实际，就具体条款的修改提出有针对

性的意见建议。刘凤云、周桂荣、李新树就条
例的进一步完善修改提出具体要求。

会议强调，要再组织专业力量，认真梳理、
研究吸纳意见建议，对条例的具体条款作更加
具体的修改完善，加强沟通对接，加快立法进
度，科学构建我市消防安全体系、全面提升我市
消防治理能力，切实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部分市人大代表、
专家学者、相关企业负责人及基层工作人员参
加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鄂尔多斯市居民住宅区
消防安全管理条例（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座谈会

习近平同刚果（布）总统萨苏分别向中非合作
论坛成果落实协调人部长级会议致贺信

本报讯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樊梨花 王小东 通讯
员刘旭东 6月12日监测数据显示，鄂尔多斯遗鸥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遗鸥繁殖巢数达 1801巢，创近 20年来
新高。目前，保护区内遗鸥数量超过 8000只，实现种
群数量与繁殖规模双增长。

保护区是全球唯一以保护遗鸥及其栖息地湿地
生境为主的国际重要湿地，今年，保护区的三号岛成
为遗鸥主要孵化地。监测显示，新孵化幼鸟正跟随成
鸟学习觅食、游泳等生存技能。近年来，我市对保护
区实行生态补水，保护区通过开展湖心岛整治、巡护

监测等，湿地生境持续改善，
鸟类种类由 83种增至 115种，
年承载鸟类超10万只。

据了解，这里的遗鸥繁殖
巢数曾从 1998年的 3594巢锐减，
后期一段时间，因气候干旱，湖泊面
积萎缩，几乎没有遗鸥筑巢繁殖。随
着近年来生态保护力度加大，2025 年，保
护区遗鸥繁殖巢数突破千巢大关，标志着“遗
鸥回归梦”的实现。

6月12日，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内蒙古自治区交办第十五批信访举报件，
涉及鄂尔多斯市共5件（重点关注1件），其中来电2件、来信3件。本批信访件涉及伊金霍
洛旗3件，准格尔旗1件，达拉特旗1件。

本批信访件涉及生态问题4件，土壤问题1件。
上述信访举报件已全部及时转办调查处理。

本报讯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春 通讯员
额定琪琪格 近日，国家能源集团在蒙矿山周边
10 公里范围系统治理沿黄生态廊道建设项目
正式开工。

据了解，该项目由国能准能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实施，项目总投资11.44亿元，计划于2025年至
2028年分阶段实施，首期工程计划投资3亿元，治
理区总面积988公顷，2025年度治理面积不低于

108公顷。项目通过对准格尔旗黄河沿岸部分区
域进行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提升区域生态功能，
改善人居环境，对助力自治区建设我国北方重要
生态安全屏障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国家能源集团
履行央企责任、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体现。

下一步，我市各级自然资源部门将紧盯项
目实施进度，力争做到“早开工、早达效”，积极
打造区域性示范工程。

鄂尔多斯市沿黄生态廊道建设项目首期工程正式开工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内蒙古自治区
第六批涉及鄂尔多斯市 4件群众信访举报件办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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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全
市已对中央督察组交办的第六批4件信访举报件进行调查处理，其中，阶段性办结4件。

截至6月12日，全市已对1-6批27件信访件进行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8件、阶段性办
结17件、未办结2件，责令整改51家，立案处罚3家，罚款金额54601元，问责1人，约谈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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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6批）》

（详情见今日二版）

“暖城共富”进行时

□马婷

时值六月，在鄂托克前旗敖勒召其镇大沙
头村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区，一座座大棚整齐排
列，一片片果园郁郁葱葱，桃子压枝垂，冬枣展叶
片……近年来，大沙头村立足特色资源禀赋，紧
盯市场需求，积极调整产业结构，通过引品种、优
技术、强服务等措施，全力推动桃树、枣树等特色
产业蓬勃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立足资源全力发展壮大特色产业

天气逐渐炎热，大沙头村现代农业产业示
范园区却是绿油油一片。毛桃树、油桃树一眼
望不到边，叶片挂满整个枝头，一个个圆润饱满

的桃子掩映在翠绿的叶片下，散发着诱人的光
泽。金凤黄桃和中油蟠桃果实已压满枝头，成
熟在即，十分讨喜。

大沙头村党支部书记杨文清正在查看油桃
的挂果情况，忙碌但难掩喜悦。“中油34号油桃
可是大沙头村的招牌品种，它的个头较大、口感
脆甜爽口，尤其得益于大沙头村净水净地净空
气的独特优势，桃子口感更佳，一口咬下去，清
甜多汁。”

在这里，光桃子就足足有十余个品种，在另一
个大棚里还能看到美早樱桃和大荔冬枣的身影。

开拓思路持续推动产业转型发展

2020 年，大沙头村申请项目扶持资金 125

万元，建设占地8亩的集体经济连栋拱棚一座，
建成以来由村集体负责经营，主要用于育苗、种
植香瓜和芹菜等，累计为村集体经济创造经营
收益30余万元。

种香瓜、芹菜的经济效益还算不错，但盈
利、增值空间毕竟有限，且该类农产品市场优
势不是十分明显。如何能用好集体资产为村
集体创造更大的利润空间，成了大沙头村“两
委”的心头牵挂。为此，村“两委”前往陕西、
宁夏等地考察调研，发现桃树、冬枣和樱桃种
植优势明显，均为市场青睐的果品，具有明确
的消费群体和市场定位，经济效益和市场需
求明显。

（下转第三版）

□准轩

近年来，准格尔旗依靠紧邻母亲河的优越
地理条件，在黄河岸边成功培育出了耐盐碱、绿
色有机的碱地水稻。近期，种植户们抢抓晴好天
气进行灌溉、栽植，广阔田野焕发出勃勃生机。

走进准格尔旗黄河稻渔生态观光园，由水
稻插秧机和 30 多人组成的插秧队正在忙碌
作业。今年，这里种植 1000多亩黄河水稻，打
造集农业种植、水产养殖和文旅观光于一体的
田园综合体。

准格尔旗黄河稻渔生态观光园位于黄河
“几字弯”东北角——大路镇小滩子村。过去，
这里的土地盐碱化严重制约着农业发展，农业
种植产量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近几年，这里

的盐碱地经过测土配方、科技培育，及取土改
样、配方肥料等科技手段进行改良后，曾经的不
毛之地变成了如今的沃土良田。

“我们从2021年开始种水稻，当时只有不到
600亩。今年，我们种植的水稻净面积是1300多
亩，总面积是1600亩。今年种植的水稻有稻花
香2号、悯农1号等水稻稻种，都是优质稻种，计
划产量在105万斤到110万斤。”准格尔旗黄河稻
渔生态观光园农业生产负责人乔生介绍。

为了让种出的水稻高产稳产，在种植水稻
的同时，准格尔旗黄河稻渔生态观光园还采用循
环种养、以渔治碱的方式实现了水稻和鱼、虾、蟹
的立体种植，一田双收。2024年，这里种植的稻
米荣获国际米食味品鉴大会皇冠综合组特别优
胜奖，该园获得全国第一批、内蒙古自治区首个

“全国区域稻米科技文化主题创新园”荣誉。
“插完秧后，我们开始大量放蟹苗，今年的

蟹苗是去年我们自己培育出来的。稻蟹共生模
式的好处是，养螃蟹利用了水稻稻田里的水，而
螃蟹粪便又是水稻很好的肥料，它能够让水稻品
质提升，同时螃蟹还可以吃稻田里的各种害虫，
对防虫也有一定的益处。”乔生说。

昔日弃耕撂荒盐碱地，变为现代化农业循
环经济稻渔综合种养区，土地收益大幅提升，还
形成集吃、住、行、游、购、娱于一体的田园综合
体，农文旅融合发展，展现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美好画卷。

“今年，我们种植彩稻 112亩，有 6幅画，画
的内容是乡村振兴、文明准格尔，还有儿童喜欢
的哪吒等，彩稻的优美画卷会很壮观。”乔生说。

特色产业“结”硕果

千亩水稻“绘”新景

建设美丽暖城
以示范争先的担当

打造美丽内蒙古先行区

内蒙古日报讯（记者 章奎）按照自治区
党委安排，6 月 10 日，王莉霞在鄂尔多斯督导
工作，强调中央巡视及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是
对内蒙古工作的政治体检，各级政府要认真
对待、抓好整改，对反馈的问题要明明白白，
整改结果要真实可靠，监管要长牙带刺。要
履行好“一岗双责”、落实好“一条线”机制，
深入现场指导督促整改，经常杀个“回马
枪”，决不能大概齐、差不多，一盯到底确保
整改到位。

根据群众举报，王莉霞来到母杜柴登煤矿
疏干水排放口、缓存水池，与水质检测人员一
同取样、一同分析数据，详细了解疏干水水质
及排放、利用情况，要求企业担起主体责任，同
地方政府同向发力，在疏干水利用上再下功
夫，整改不能就事论事。鄂尔多斯要整体谋划
全市水资源利用，以节水行动为抓手统筹疏干
水取用、处理、交易，避免重复建设、提高水资
源利用率。要坚持系统治理，把疏干水利用同
防沙治沙、农业灌溉、地下水保护统筹起来，促
进水生态持续向好。

王莉霞不打招呼到门克庆煤矿现场了解
群众反映的扬尘问题，走进洗煤车间检查抑尘
工序，查看来往货车苫盖情况，询问现场人员
为什么上一轮和本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群众
都反映这个事？问题到底出在哪儿？要求央
企、国企真正扛起环保责任，主动接受群众监

督，闭环解决信访问题。各级政府要常态化落
实好监管责任，多开展暗访、交叉互检等更具
实际效果的监督检查。

当晚，王莉霞主持召开专题会议，调度中
央巡视、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移交信访事项办理
工作。她要求当地认真办好每一件信访事项，
高度重视重复访问题，快核、快处、快结，有政
策依据的严格执行，诉求与政策不符的往基层
多探一步、面对面做好群众工作，完善从根源
上解决问题的机制。

她强调，要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巡视反馈立
行立改问题整改，把履行“一岗双责”作为工作
规矩，牵引带动各项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治理
欠薪要地毯式排查在建项目，统一归集各行业
信息，一笔一笔清欠到位；不动产办证难问题
要一楼一策、一户一策解决，帮群众尽快把能
办的证办下来；“一地多证”问题要抓住二轮土
地延包前的窗口期，精准全面摸排，一个平台
呈现结果，切实把土地性质厘清。

她强调，要推动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从“慢”改起，让各项工
作快起来、细起来、实起来，对违规吃喝要严字
当头、令行禁止。鄂尔多斯要一手抓整改整
治，一手抓经济发展，在全区挑大梁、当好“排
头兵”，锚定全年目标拼一把、跑起来，扎实开
展六个行动，保持投资增长势头，努力实现上
半年时间任务“双过半”。

王莉霞在鄂尔多斯督导中央巡视及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移交信访件办理工作

鄂尔多斯遗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鄂尔多斯遗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遗鸥繁殖巢数达到遗鸥繁殖巢数达到2020年来新高年来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