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夏时节，赤峰市阿鲁
科尔沁旗巴彦温都尔苏木
浑都伦夏牧场迎来放牧黄
金 季 节 ，绿 色 草 原 绵 延 不
绝，在牛羊点缀下更加多姿
多彩。浑都伦夏牧场是阿
鲁科尔沁旗游牧转场 6 个夏
牧场之一，2022 年，阿鲁科
尔沁草原游牧系统被联合
国粮农组织授予全球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地。

本报记者 肖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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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 5日讯 （记者 章奎）“牛羊散漫落日
下，野草生香乳酪甜。”8 月 5 日，世界奶业大会在呼
和浩特隆重开幕。大会以“创新合作、绿色低碳，推
动世界奶业可持续发展”为主题，邀请世界和中国乳
业头部企业、奶产业链国际知名企业以及“两院”院
士等专家学者齐聚敕勒川草原会议中心，共话奶业
高质量发展。

受自治区党委书记孙绍骋同志委托，自治区党委
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王莉霞到场致辞，并会见参会嘉
宾。农业农村部总畜牧师张天佐致辞。自治区领导杨
伟东、包钢、代钦、张磊、孙俊青出席，杨进主持开幕式。

开幕式上，国际乳制品联合会主席皮埃尔克里斯
蒂亚诺·布拉扎勒致辞，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市长贺
海东作呼和浩特奶产业推介，中国奶业协会、国际食品
科学技术联盟分别向呼和浩特市授予“中国奶业育种
之都”、“世界乳业科技之都”称号。与会嘉宾共同见证
了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总部落成启用。伊利集团董
事长潘刚、恒天然集团董事长彼得·麦克布莱德、蒙牛
集团总裁卢敏放、阿拉福兹执行副总裁西蒙·史蒂文
斯、利乐集团全球副总裁塔蒂亚纳·利塞蒂作了主旨演
讲。大会向全球发出了“奶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呼和浩
特倡议”。

大会期间还将组织从“一棵草到一杯奶”全产业链
发展项目观摩，邀请国际组织、行业协会负责人、国内奶
业知名专家、学者，科研机构、知名乳制品企业及产业链
企业等代表开展主题研讨，并举办奶业全产业链展会和
世界奶业全产业链招商推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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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宝年

“要养成俭朴之风，把生活作
风问题作为检视整改的重要内容，
督促广大党员干部保持清醒头脑，
筑牢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实
施细则精神的堤坝。”习近平总书
记在内蒙古考察时对开展主题教
育提出明确要求，对“以学正风”作
出深刻阐释。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
由奢。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我
们党一路走来、发展壮大的重要法
宝，也是我们继往开来、再创辉煌
的重要保证。当前，内蒙古努力办
好完成五大任务和全方位建设模
范自治区两件大事，向着“闯新路、
进中游”目标奋力前行，广大党员
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继

续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
传统，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用
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为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蒙古实践汇聚
磅礴力量。

俭则约，约则百善俱兴；侈则
肆，肆则百恶俱纵。俭与廉，往往
密 不 可 分 ，而 铺 张 浪 费 、奢 靡 享
乐，不仅浪费社会资源，更会消磨
理想信念 、导致贪污腐败。广大
党员干部当自觉筑牢贯彻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神的堤
坝 ，坚 决 抵 制 享 乐 主 义 、奢 靡 之
风，从点点滴滴做起，从日常生活
严起，保持俭朴的生活作风、培养
健康的生活情趣，增强自律、慎独
慎微， ■下转第3版

养 成 俭 朴 之 风
——三谈抓实以学正风

□新华社记者

8月 3日凌晨2点 10分，最后一批滞
留北京门头沟区安家庄站、落坡岭站的
乘客抵达北京丰台站。至此，因暴雨被
困的K396次、K1178次、Z180次列车所
有滞留旅客安全疏运完毕。

截至目前，门头沟、房山、昌平等受
灾区域通讯电力逐步恢复、道路陆续打
通、受灾群众得到妥善安置，灾后重建正
在抓紧开展……

刚过去的几天里，北京遭遇历史罕
见汛情——

7月29日 20时至8月2日7时，北京
出现极端强降雨天气，降雨量为北京地
区有仪器测量记录 140年以来最高值。
暴雨如注，山洪汹涌。

汛情就是命令，生命重于泰山。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北京市和

各有关部门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开展抗
洪救灾，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一）
7月 29日，一列回京的专列，飞驰在

华北大地上。刚结束四川和陕西汉中考
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望向窗外，神情凝重。

此时的京津冀地区，一再升级的暴
雨预警信号，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极端强
降雨天气。

当晚8时，北京市开始降雨。习近平
总书记非常关注北京市雨情。

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七大
江河流域全面进入主汛期。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始终高度重
视防汛救灾工作——

早在7月上旬，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
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加强统筹
协调，强化会商研判，做好监测预警，切
实把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到第一
位，努力将各类损失降到最低。

7月 25 日至 27 日，在四川考察中，
习近平总书记密切关注着汛情，要求全
面落实防汛救灾主体责任，做好防汛抗
洪救灾各项应对准备工作。要科学救
灾，防止发生次生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尽快恢复正常生产
生活秩序。

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华北、黄淮等
地出现极端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和地质
灾害。

此次北京突如其来的强降雨，导致
丰台至沙城铁路（丰沙线）发生严重水
害。7月 30日，在途K396次、K1178次、
Z180次列车被紧急扣停。

食品告急、饮用水有限、信号中断、
气温降低，加之暴雨断路，外部物资只
能通过人力步行一路泥泞艰难送达……
三趟列车上的 2800 多名被困旅客在焦
灼中等待。

“地方和有关部门与列车取得联系，
千方百计组织营救，送上食物、药品，该
转移的转移，确保滞留旅客安全。”习近平
总书记牵挂着被困旅客的安危冷暖，第
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

瓢泼大雨中，落坡岭站工作人员从周
边村庄购买到方便面、火腿肠等物资，送
到K396次列车上。沿河城站工作人员将
两袋面粉送到K1178次列车上。安家庄
站工作人员紧急购买了方便面、八宝粥等
物资，和乘务组人员一起搬到Z180次列
车上。食品短缺暂时得到缓解。

强降雨过程中，门头沟区多处区域
出现险情；房山区 7个乡镇 62个村通讯
信号中断；永定河水量暴涨，卢沟桥西侧
的小清河桥坍塌……灾情不断传来，救
援难度持续加大。

8月 1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
工作作出新的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搜救
失联、被困人员，做好受伤人员救治和遇
难者家属安抚工作，尽最大限度减少人
员伤亡。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示：“北京市作
为现代化大都市，要经受得住这场考验。”

几天来，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一系列
部署：

——各地党政一把手要坚守岗位，
靠前指挥，各方面都要动起来。要加强
集中统一指挥，整合各方面力量，尽快恢
复道路、电力、通讯；

——铁路部门要会同地方抓紧抢修
中断铁路；

——国家防总要全力抓好流域调
度，组织好防汛救灾工作，启动蓄滞洪区
的地方要提前转移群众；

——军队出动力量支援抗洪救灾……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

强先后多次作出批示，并致电有关部门和
北京市负责同志，就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做好防汛救灾工
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防台措施、切实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出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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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雨 同 心 人 民 至 上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有力指挥

北京防汛抗洪救灾

本报8月5日讯 （记者 高慧）
近日，北京、河北等地遭遇连续强降
雨。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以汛情为令，
全力打通进京运输通道，同时开辟高
速公路“绿色通道”，保障救灾物资第
一时间送达救援一线。

我区进京通道主要经过乌兰察布
市、锡林郭勒盟、赤峰市三个盟市，共
15条进京重点通道。其中，高速公路
6条，分别为G6京藏高速、G7京新高
速、G18 荣乌高速、G45 大广高速、
G1013海张高速、G5516苏化高速；普

通国道5条、省道4条。为确保进京通
道畅通，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全面排
查进京公路桥涵、隧道、长大下坡、急
弯陡坡、临水临崖、高边坡、高路堤、施
工路段等高风险部位和灾害易发路段
的隐患，及时处置。

目前，15条进京重点通道全部畅
通。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积极做好应
急抢险准备，已集结公路交通应急队
伍 687 支，储备应急运力 1150 辆、应
急物资近11万吨，确保关键时刻拉得
出、用得上、打得赢。

内蒙古全力打通进京运输通道
保障救灾物资第一时间送达救援一线 本报 8月 5日讯 （记者 高慧 见

习记者 方圆）京津冀地区遭受极端强
降雨引发的灾情，一直牵动着内蒙古人
民的心。近日，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安
排，对接受灾地区需求，内蒙古大批物资
发往京津冀受灾地区。

据自治区商务厅最新消息，目前自治
区已调拨价值 1500万元的生活物资，包
括760吨牛奶、400吨河套面粉、300吨兴
安盟大米、25吨锡盟羊肉，紧急驰援河北、
天津。

8月 5日，伊利集团接到的 400 吨订
单牛奶，分别从呼和浩特市和河北省定

州市发车，送往河北省受困地区，另外还
有 94 吨订单牛奶，送往天津受困地区。
兴安盟扎赉特旗魏佳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的生产车间里，驰援河北省的100吨大米
正在紧急加工，加工后的大米马上打包
装车，随时待命出发。额尔敦肉业接到
的 25吨订单羊肉已从锡盟发车，预计今
晚送达天津。

据 自 治 区 乡 村 振 兴 局 最 新 消
息 ，截 至 8 月 5 日 8 点 ，内 蒙 古 已 向
北 京 市 捐 款 捐 物 2167.44 万 元 ，其 中
捐 款 32.45 万 元 ，捐 物 折 款 2134.99
万 元 。

我区大批物资驰援京津冀受灾地区

□本报记者 王雅静

8月 5日，世界奶业大会上，呼和浩
特市被国际食品科学技术联盟正式授
予了“世界乳业科技之都”的称号。当
天的世界奶业大会开幕式上，还有两部
重头戏，分别是中国奶业协会授予呼和
浩特市“中国奶业育种之都”称号和国
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启动。中国乳都
呼和浩特的“科技”分量不断加码。

从一棵草到一杯奶，呼和浩特奶
产业链条中的各个环节都饱含科技的
力量。

位于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盛乐
镇台基营的蒙牛现代草业苜蓿草种植
技术攻关基地，3000亩的苜蓿草长势
喜人。这里是呼和浩特市 5个优质牧

草技术攻关项目种植面积最大的基地。
“2019年开始，我们从国内外选了

6个品种进行试种，通过连续四年的理
化指标及饲喂效果评价，现在我们种
植的苜蓿品种可以对标进口苜蓿的优
级和特优级，饲喂的营养价值完全符
合标准，更重要的是我们降低了成本，
一头牛一年吃我们的牧草，可以节约
980元。”蒙牛现代草业执行总裁黄勇
强介绍。

种好草，加大优质饲草种植面积，
提升优质饲草自给率，是乳业发展的重
要保障。2023年，呼和浩特市依托正
时农业和现代牧业，分别在土左旗伊利
生态廊道、和林格尔县台基营各打造一
个 1 万亩的紫花苜蓿种植观光基地。
今年，全市苜蓿种植达到17万亩，青贮
玉米种植110万亩，燕麦草18万亩，饲

草总面积将达到145万亩以上。
呼和浩特市委十三届六次全会提

出，乳产业要围绕“育好种、种好草、养
好牛、产好奶、建好链”的全产业链发展
思路，下大力解决好草源、牛源、奶源等

“卡脖子”问题，加快国家乳业技术创新
中心投用，积极争创国家草业技术创新
中心，推动由“中国乳都”向“世界乳业
科技之都”迈进。

赛科星研究院是内蒙古赛科星繁
育生物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
的科技创新研发专业机构。研究院全
力争取国家重要奶牛种源繁育关键技
术攻关项目，致力于解决种源“卡脖子”
技术的攻关，实现种源自强。

赛科星目前拥有2座种公牛站，近
年来，累计培育优秀种公牛 380余头，
性控冻精生产能力为亚洲第一、世界第

二，年产各类冻精约 300万剂，全国累
计推广应用超过670万剂，累计繁育良
种奶牛300万头，冻精产品销量连续十
一年位居全国第一，是国内市场占有率
最高的育种公司。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大力推动奶
牛育种体系建设和高品质的奶牛种公
牛的培育，面向未来整个产业发展和奶
业多元化的需求，我们将重点攻关奶牛
抗病能力的提升和抗热应激性能奶牛
的培养。”赛科星研究院院长李喜和说。

在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毕克齐
镇小里堡村，坐落着全球智能化程度最
高的绿色低碳观光牧场——敕勒川生
态智慧牧场，世界最先进的全智能无人
挤奶机器人、饲喂机器人、推料机器人、
清粪机器人等智能化设备令人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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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乳都”呼和浩特缘何成为“世界乳业科技之都”

本报 8月 5 日讯 （记者 阿妮
尔）记者从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获悉，
今年截至目前，全区批而未供土地已
消化 8.82 万亩，完成 2023 年度消化
任 务 的 65.15% ；闲 置 土 地 已 处 置
4.81 万亩，完成 2023 年度处置任务
的 76.41%，均超额实现时间过半、任
务过半目标。

自批而未供、闲置土地大起底工
作开展以来，自治区自然资源部门坚
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制定“一地一
策”台账和问题分类处置台账，确保了

每一宗土地都有针对性的消化处置措
施。今年，自治区自然资源厅针对“一
地一策”台账还开展了“回头看”专项
行动。同时，组织专班人员深入盟市，
以召开专题座谈会和实地走访相结合
的方式对大起底进展情况等进行督
导，现场解答疑难问题。制定《大起底
工作指南》，指导各地更规范地开展批
而未供、闲置土地大起底工作。持续
强化按月调度，加强分析研判、跟踪督
导、通报约谈，统筹推进批而未供和闲
置土地消化处置工作。

全区消化批而未供土地8.82万亩
处 置 闲 置 土 地 4.81 万 亩
超额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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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8月 5日讯 （记者 杨帆）
自治区财政厅最新消息：自2021年7月
4日内蒙古开出第一张医疗行业财政电
子收费票据以来，截至 2023年 7月 31
日，全区 241 家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
构、1649 家乡镇卫生院全部上线使用
医疗收费电子票据，累计开具医疗收费
电子票据 1.54亿张，涉及金额 478.2亿
元。至此，内蒙古财政电子收费票据实
现全区医疗行业全覆盖，医疗收费票据

改革走进全国前列。
2021 年下半年起，我区积极响应

财政部关于电子票据管理改革的统一
部署要求，以群众“最多跑一次”为改革
目标，全面梳理财政票据所涉领域、行
业，并选择条件成熟、办事频率高的民
生领域及单位先行先试使用财政电子
收费票据，走出一条“统筹设计、统一规
划、先行试点、分步实施、加强监管、确
保安全”的改革之路，并取得显著成效。

特别是在推进医疗行业财政电子
收费票据使用中，自治区财政厅会同
自治区卫健委、医保局印发相关文件，
采用全国统一式样的医疗收费票据，
推进医疗业务与财政电子收费票据管
理相对接；坚持“互联网＋政务服务”
改革，以医疗机构、业务类别及流程环
节全覆盖为目标，以信息深层次共享互
通为抓手，从票据开具到票据查验、交
付等环节， ■下转第3版

财政电子收费票据实现全区医疗行业全覆盖

内蒙古医疗收费票据改革走进全国前列

本报包头 8 月 5 日电 （记者
格日勒图）近日，包头稀土高新区企业
创新积分制平台正式上线运行，包头稀
土高新区是自治区首家开展积分制工作
的高新区，该平台是自治区首家企业创
新积分制平台。

目前，包头稀土高新区企业创新
积分信息平台已全部建设完成，第一
批 493 家企业已入库并形成最终排
名，并为包头市英思特稀磁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提供了4800万

元的预授信额度。
包头稀土高新区根据企业营业收

入规模，将企业分为初创期、成长期、
成熟期三个阶段，在科技部火炬中心
统一制定的核心指标和积分体系基础
上，针对不同阶段企业设置了 4个一
级、31个二级差异化评价指标体系：一
级指标分别为技术创新指标、科技创
新成长经营指标、科技创新辅助指标、
辅助逆向指标。指标体系包含了研发
费用增速、 ■下转第3版

我区首家企业创新积分制平台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