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晨，大兴安岭深处阵阵松涛，獐狍野

鹿怡然自得；正午骄阳，二连浩特国门威严

矗立，中欧班列徐徐驶过；黄昏落日，阿拉善

牧民守望一方沃土；傍晚，鄂尔多斯地下矿

井内灯火通明，智能采煤机隆隆掘进……在

祖国北部边疆，每天都呈现着这样欣欣向荣

的画面。

在党的领导下，身处祖国北部边疆的内

蒙古自治区和甘肃省各族人民紧密团结，砥

砺前行，全力守护和建设大美边疆。一道更

加亮丽的风景线，正呈现于世人面前。

生态北部边疆 筑牢绿色屏障

6 月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拉盖草原，齐

腰高的绿草如浪花般随风摇动。在哈拉盖图

农牧场浩勒宝分场，年过花甲的牧民李成军

望着远处吃草的牛犊，满面笑容。

20 多年前，当地草场因过度放牧、自然灾

害等原因严重退化、沙化。也是从那时起，在

当地政府引导下，李成军开始栽树种草，围封

修复，同时积极转变传统畜牧方式。“草畜平

衡、划区轮牧，减少对草原的负担，改良育种

后的牛犊肉质也得到提升，收益翻了倍。”李

成军笑着说。多年来，周边牧民也加入到增

绿护绿、科学养殖的队伍中。如今，当地草原

复绿，成了有名的旅游胜地。

走进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青山翠林，鸟

儿啁啾。自 2015 年全面停止天然林采伐后，

砍了 30 多年树的林业工人周义哲从伐木人变

成了护林员，从拿锯斧砍树变为扛锹镐种树，

“现在绿色多了、生态好了，熊、狍子、野猪等

野生动物也越来越多。森林旅游与林下经济

也兴旺起来。”2021 年，他所在的内蒙古森工

集团还成立了碳汇公司，累计实现碳汇交易

2600 万元。

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一线，是祖国北

部边疆的“生态脊梁”，两侧分布有草原、森

林、沙地、沙漠、河流、湖泊等各类生态系统。

构筑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把祖国北

部边疆这道风景线建设得更加亮丽，必须以

更大的决心、付出更为艰巨的努力。

内蒙古坚持把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和生态

环境保护摆在压倒性位置，统筹山水林田湖

草沙整体保护和系统治理，强化“三区三线”

硬约束，将超过 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

护红线。近年来，内蒙古草原综合植被盖度

和森林覆盖率实现“双提高”，荒漠化和沙化

土地实现“双减少”。

这条“生态脊梁”的西段，是甘肃省张掖

黑河国家储备林生态林区，一排排云杉、樟子

松、圆柏站得挺拔。“这里曾经遍布砂石料厂，

沟壑纵横，一起风，砂石乱跑。现在成了绿树

成荫的公园，多漂亮。”张掖市民王建鑫说。

2017 年，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

环境问题整改工作启动。张掖市依照历史形

成的地形地貌和立地条件，坚持自然修复和

综 合 治 理 相 结 合 ，科 学 开 展 大 规 模 国 土 绿

化。截至目前，黑河国家储备林生态林区建

设项目已完成造林 6 万亩，新建蓄水塘坝 37
座 ，换 填 土 方 973 万 立 方 米 ，栽 植 各 类 苗 木

1890 余万株，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

范例。

富饶北部边疆 产业蓬勃发展

“呼隆隆！”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

旗的哈尔乌素露天煤矿，几辆巨大的自卸车

往来于矿坑之间。车斗一抬，上百吨的原煤

倾泻而下，发出巨响。定睛一看，这些小山一

样的自卸车驾驶室内，空无一人。

“2022 年，我们的无人驾驶编组累计运输

里程 13865.6 公里。”国家能源集团准能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哈尔乌素露天煤矿副矿长郭安

斌介绍，截至目前，哈尔乌素露天煤矿已完成

36 台卡车无人驾驶线控以及多台工程辅助设

备协同作业系统的改造。

身处北部边疆的内蒙古紧跟世界能源技

术革命新趋势，延长产业链条，提高能源资源

综合利用效率，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

的能源体系，着力做好现代能源经济这篇文

章。2021 年，内蒙古共向外省份输送 5.8 亿吨

煤炭；外送电量 2467 亿千瓦时，占全国跨省份

外送电量的 15%以上。

传统产业不断升级，新兴产业也在蓬勃发

展。内蒙古和甘肃北部是我国重要的风能资

源区，风能资源的广阔分布与地广人稀的先天

条件，赋予这里开发清洁能源的独特优势。

在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成排的风电机

组高高耸立。“得益于武威良好的风能条件，

我们建设了额定容量 400 兆瓦的风电场。”中

广核甘肃民勤第二风力发电有限公司风电场

负责人杨筱说，自建成投运以来，该风电场已

向外输送“绿电”50 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

准煤 100 余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300 多

万吨。

目前，内蒙古新能源装机和发电量占比

分别达 35%和 20%，预计 2030 年新能源发电

量将超过火电。内蒙古非煤产业占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近 60%，经济发展正由

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由粗放高碳

型向绿色低碳型转变、由分散低效型向集约

高效型转变。

开放北部边疆 外贸升级扩容

位于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的甘

其毛都口岸，一辆辆张贴电子车牌的货车川

流不息。“智能卡口”系统扫描车牌信息传送

后台验证信息，无人卡口自动抬杆，每辆车通

关时长仅 10 秒左右。

“以前，企业是在货物进口以后才去办理

各类手续。现在，企业提前审结，‘智能卡口’

自动读取、核碰货物和车辆信息，实现了车辆

识别、数据对碰、道闸抬杆、货物验放等连贯

自动化作业，通关时长压缩七成以上。”乌拉

特海关关长尚贵民介绍。

不久前，满载商品的“天马号”中欧班列

从甘肃省武威南站驶出，经霍尔果斯口岸出

境发往德国汉堡。“班列共搭载 100 个标准集

装箱，货值近 2000 万元。”甘肃省商务厅有关

负责人介绍，这是甘肃发出的首趟单一品名

跨境电商国际货运专列。自 2014 年首开国际

货运班列以来，甘肃相继开行多条国际货运

班列线路，初步形成中欧、中亚（中吉乌）、南

亚、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四向五条立体开放

的通道网络。

开放通道畅通，外贸升级扩容。近年来，

内蒙古大力推动“经济通道”向“通道经济”转

变、“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从货物落

地加工到转化增值，从简单的原料中转集散

到原料“进口—加工—销售”一体化发展模式

逐渐形成。2021 年以来，甘肃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累计实现进出口 300 亿元，占外贸总

值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 16 个百分点；对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

累计实现进出口 118.3 亿元，持续保持两位数

的高速增长。

北部边疆既是边疆，也是民族地区，在维

护民族团结和边疆安宁上担负着重要使命。

4000 余公里的边境线，不仅分布着 20 个对外

开放的口岸，还有默默守边护边的各族人民。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巴丹吉林

沙漠一段 11 公里的边境线上，76 岁的尼玛和

她 54 岁的儿子哈达布和一守就是 51 年。如

今，尼玛老人一家配备了“沙漠 110”对讲机、

巡边摩托车等更加先进的设备。“跟母亲相

比，我守边护边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但不变的

是为了祖国坚守边疆。我会牢记母亲守边的

初心，继续守护好祖国的边境线！”哈达布和

坚定地说。

“我们将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

守住安全发展底线，筑牢祖国北部边疆安全

稳定屏障，确保社会更安定、人民更安宁。”内

蒙古自治区公安厅政治部主任王斌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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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上草原，内蒙古自治区锡

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吉尔嘎郎图苏木牧民格日勒其木格

赶忙换上迷彩服出了门。这天，她要和吉尔嘎郎图边

境派出所民警一起巡边踏查。

内蒙古边境线全长 4200 余公里，边境管理区面

积 36 万平方公里，边境地区地貌复杂，地广人稀。多

年来，一支由边境一线牧民群众组建的护边员队伍，

成为防范打击各类违法犯罪、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的

重要力量。

当了十几年护边员的格日勒其木格，就是这支队

伍中的一员。一些新入职的民警为尽快适应工作岗

位，会被安排到格日勒其木格家锻炼学习。

“往小了说，这里是我们自己的家园；往大了说，我

守护的是祖国的边疆。”格日勒其木格说，等儿子学业

有成回到家乡后，会将护边员的接力棒交到他手中，一

辈接一辈守好祖国边境线。

用脚步丈量和守护着北部边疆的护边员，有的已

难以用年头计算，一守就是两代人、三代人……

在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巴丹吉林沙漠深处，76 岁

的尼玛和儿子哈达布和守护着 40 多公里的边境线；在

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退伍老兵、牧民图门一家三

代坚守边疆的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在包头市达茂旗，

牧民阿迪雅坚持每天升国旗、带领两个儿子守边，荣获

“全国道德模范”称号……

在戈壁大漠和草原边境，广大护边员坚定不移跟

党走、矢志不渝守边疆，定期组织开展流动巡逻、临检

盘查、现场处置等勤务，不断巩固内蒙古强边固防格

局，筑牢祖国北部边疆安全稳定屏障。

内蒙古广大护边员

矢志不渝 守卫边疆
本报记者 吴 勇

瞅着上世纪 90 年代盖的老屋，甘肃省高台县南华镇南岔村

村民王兵国咋看都不满意。“土墙土炕、木门旱厕，面积小、环境

差，不知道的还以为没人住呢！”王兵国下定决心，改造老屋。

平 顶 、瓦 房 、小 别 墅 …… 前 些 年 ，随 着 村 民 收 入 提 高 ，南 岔

村盖起不少新房。王兵国东瞅瞅、西转转，考察一圈后还是准

备再等等，“室内都没有卫生间，室外污水管网不健全，光有新

房子，享受不到新生活！”

说巧也巧，高台县 2019 年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参照城市标准

配套建设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设施，对老旧房屋进行集中改造

提升，全面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王兵国动了心，可一算账，又有

些犹豫，“倒也不是拿不出，只是往后孩子结婚、赡养老人，处处

都得用钱，积蓄也要省着花，再想想其他办法。”

高台县出台“三联四保”贷款及多元融资政策，政府、银行、农

户三方联合融资，县农投公司提供总担保，农户可通过三权抵押、

联户担保、亲情担保等方式贷款。依据政策，王兵国建房只需自筹

3 万元，其余资金由银行垫付，贷款期限 15 年，其间仅偿还本金，政

府全额贴息。

此外，高台县还对新建和改建房屋分门别类作出明确规定。

新建房屋但不需要贷款的农户，给予 5 万元的资金补助；改建房

屋，每户可享受 4 万元的无息贷款，期限 8 年。政府通过统筹安排

使用衔接资金、整合涉农资金等多种方式融资，一揽子解决资金

问题。

资金到位，工程快马加鞭，连装修带搬家，王兵国前后仅用了

5 个多月。白墙黛瓦、水冲厕所、取暖电炕，240 平方米的新居还带

前后两座庭院，平日栽花种草，闲时院内转转。“省下的钱，准备明

年开个农家乐，我做羊肉的手艺可不错！”王兵国信心满满。

3 年来，高台县累计新建、改建房屋超 1.35 万户，完成全县 46%
的农房改造任务。

甘肃省高台县

集中力量 改造农房
本报记者 赵帅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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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

喇沁旗马鞍山村，张国利一家 11
口人有汉族、满族、蒙古族 3 个民

族，全家和睦相处、其乐融融。在

祖国北部边疆，这样的场景随处可

见，让人感受到团结的温暖和力

量。从巍巍兴安岭到茫茫大草原，

从农村牧区到城市工矿，北部边疆

各族群众团结奋进、奋发昂扬，各

项事业蓬勃发展、蒸蒸日上。

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稳固。在

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七一勋

章”获得者廷·巴特尔扎根牧区近

50 年，带领牧民围封禁牧、划区

轮牧，让草原恢复生机；在腾格里

沙漠南缘的甘肃八步沙林场，历

经三代人坚守，昔日寸草不生的

沙 漠 变 为 增 收 致 富 的“ 金 山 银

山”……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不移

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守护

好这方碧绿、这片蔚蓝、这份纯

净，构筑起一道“绿色长城”。

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变革。点

开手机就能放牧，远程操作恒温

水井，智慧牧场带来了便利；建设

高标准农田，实现播种、水肥一体

化农业灌溉……如今，农业生产

稳步推进，工业发展也迈向智能化、绿色化。随着生物

医药、电子信息、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蓬勃兴起，越来

越多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祖国北部边疆正在抢抓机遇

调结构、提质量，提升科技支撑能力，为高质量发展积

势蓄力。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筑牢。行走在北部边

疆，各族群众互帮互助的故事感人至深。干部群众说：

“谁家需要搭把手，大伙儿都会去帮。”在发展领域，京

蒙协作 20 多年，从资金投入、物资捐赠到干部援助、人

才培养，不断优化协作机制、丰富协作内容、拓展协作

领域，进一步夯实民族融合发展的基础。只要各族群

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手足相亲、守望相助，

就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风吹绿草遍地花……”歌声

飘扬，蓝图铺展，祖国北部边疆的发展必定会“春光万

里美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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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盐池湾湿地美

景。 色拥军摄（人民视觉）

图②：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仑区新能源产

业项目。 冯 雪摄（人民视觉）

图③：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通 辽 市 的 霍 林 河 南 露 天

煤矿。 张胜军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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