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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大棚里怎么保证没有害
虫？”“这里的黄瓜为什么又脆又
甜？”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九原区
阿嘎如泰苏木乌兰计五村的温室大
棚里，顶花带刺的黄瓜清香四溢，
一片片翠色的蔬菜长势旺盛，参加研
学的学生们小心地穿行在生机勃勃
的农作物之间，时不时发出赞叹声。

在乌兰计五村，经常有这样生
动有趣的农业研学。提起村庄如今
的发展，乌兰计五村党支部书记石
海霞说：“从前发展没思路，建了大
棚不知道如何充分利用。现在我们
村的设施农业发展得越来越好，还
做起了农业研学项目。”

2011 年，在阿嘎如泰苏木党委
的帮助下，乌兰计五村党支部多方
申请项目资金，建设了 191 栋温室
大棚发展设施农业，但由于村民缺
乏温室大棚种植经验和技术，最初
几年温室大棚的经济效益并不好。
2016 年，乌兰计五村党支部与舌尖
管家农牧业有限公司对接，多次商

讨后形成“党支部+企业+农户”的
发展模式，将温室大棚租赁给舌
尖管家公司统一进行特色农作物
种植，同时带领村民积极发展订
单农业。

特色果蔬种植事业让村民们有
了稳定收入，但乌兰计五村党支部
却并不满足于此。长期以来，乌兰
计五村以种植业为主要收入来源，
只有延长蔬菜产业链，提升蔬菜附
加值，才能让村民进一步增收。

在九原区委、阿嘎如泰苏木党
委的支持下，乌兰计五村党支部与
舌尖管家公司进行了多次协商，最
终在村内建成了总占地 1600多平方
米的蔬菜冷链精深加工车间，在发
展净菜加工产业的同时，将温室大
棚中种植的蔬菜“边角料”进行回收
利用，腌制为酱菜进行再销售。酱菜
的价格比蔬菜价格高近50%，这样不
仅减少了蔬菜浪费，还提升了蔬菜产
品附加值。

2022 年，阿嘎如泰苏木又提出

了“全域旅游”发展定位，乌兰计
五村党支部响应号召，探索发展农
业研学、生态采摘、民宿餐饮等全
新业态。舌尖管家公司投资，将村
内的智能温室升级改造为农业研学
展厅。乌兰计五村则将村党群服务
中心升级改造为综合服务体，为研
学活动提供餐饮、住宿服务。

“去年光是温室大棚租赁费用就
有 65万元，农业研学又为村集体增
加约 10 万元收入，再加上设施农
业、订单农业的收入，去年我们村
集体经济收入达到了 103万元。”石
海霞说，大家铆足劲干，土地里也
能长出“金子”。

乌兰计五村的蜕变是九原区乡
村全面振兴的缩影。据介绍，九原
区将继续紧握一村一品战略导向，
深度融合乡村资源与生态禀赋，在
政策、项目、创新三个方面“三管
齐下”，通过深耕特色经济、激活品
牌势能，为村集体经济蓬勃发展注
入动能。

蔚蓝天空下，美丽的通湖草原点缀着数个
湖泊，如镜子般镶嵌在腾格里沙漠之中，与周
围的绿洲相映成趣……这里是位于内蒙古自治
区阿拉善盟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的通湖草原
景区。景区内的游客纵马驰骋、沙海冲浪、骆
驼骑行、观看文艺表演、品味草原美食，尽情
享受着景区特色文旅项目。

“这里实在是太美了，在越野冲沙的同时，
还能体验草原骑马和黄河羊皮筏漂流，感觉还
没玩够。”来自浙江的游客张月，陪家人来到通
湖草原景区，入住沙漠星星酒店，体验了沙漠
徒步、骑骆驼等项目的同时，还在通湖草原参
加了草原音乐节、篝火晚会，并到与通湖草原
隔黄河对望的宁夏中卫市沙坡头景区，体验了
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滑索等项目。

地处内蒙古西部的阿拉善盟孪井滩生态移
民示范区拥有灌木草原、沙漠湖泊、山峰岩画
等丰富的旅游资源，与著名的宁夏沙坡头旅游
区仅相距 25 公里，同属一条旅游线路，在资源
整合、产品打造、市场拓展等方面具有互通有
无、合作共赢的基础和条件，为此，2023 年以
来，两地通过组织联建、品牌联创、产业联
促、人才联育、经验联享、行业联治，以“党
建链”助力“产业链”，推出“一日游两省份，
体验两种文化”旅游线路。

“今年以来，我们依托本地的沙漠草原景色
与沙坡头黄河景观的两地互补优势，通过‘借
船出海、借梯登高’的方式，与中卫市多个农
文旅项目结对，不断打造沙漠文旅产业品牌，
累计收入达2.6亿元，全面提高了旅游业经济效

益，实现了共建共赢的跨区域旅游合作新局
面。”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文旅办主任贾玉泽
介绍。

尝到“跨区域联盟”甜头的，还有位于孪
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腾格里额里斯镇的乌兰哈
达嘎查。作为当地有名的沙漠草原旅游村，过
去每到旅游旺季，只有单一的骑骆驼、骑马旅
游项目。为突破这一困局，乌兰哈达嘎查党支
部因地制宜探索产业发展新路径，依托通湖草
原的旅游资源，形成了“党支部+旅游合作社+
农牧户”旅游产业发展模式，农牧民以户为单
位入股合作社，合作社购置配套设施，让嘎查
农牧民通过在景区经营沙漠冲浪车、射箭等旅
游服务项目增收致富。“我们还支持每户牧民承
包 1000 亩沙漠，与宁夏旅游合作社联合，发展
沙漠露营、研学旅游等，这是‘跨区域联盟’
激发创富活力的一次全新探索。”乌兰哈达嘎查
党支部书记李雄鹰说。

如今，大漠星空下的乌兰哈达嘎查将沙海
中的浪漫与旅游品质进行了有机结合，每年接待
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90万人次，旅游收入达2亿
元，真正实现了文化旅游产品的提档升级。

“跨区域联盟”引领共联共富，激发全域旅
游发展新活力，成为强村富民新引擎。“下一
步，我们将通过党建搭台、产业唱戏，为两地
文旅产业发展赢得新机遇、占领新市场、开拓新
空间，打造‘天境腾格里’文旅品牌，推出‘一日游
两省份’旅游路线，带动全域旅游全面提升，力争
全年接待游客突破100万人次。”孪井滩生态移民
示范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修瑜表示。

盛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
市天蓝草碧，处处都是醉人景色。
在这里，智慧矿山的全面应用，使
一座座煤矿里产煤不见煤、运煤不
见黑；在沙漠腹地与山梁上，一台
台风力发电机随风缓缓旋转、一片
片光伏面板迎着朝阳闪耀，将产出
的绿电通过一根根特高压电线源源
不断输往全国……

作为国家重要的煤炭基地、煤
电基地、西气东输基地、陆上新能
源基地，鄂尔多斯全市含煤面积占
比达 70%，煤炭储量占全国 1/6，拥
有 320 座煤矿，年煤炭销售量达 8.5
亿吨，天然气储量也占全国1/3。鄂
尔多斯温暖千座城、点亮万家灯：
在北京，每 5盏灯里就有 1盏是鄂尔
多斯点亮的；在京津冀地区，有一
半家庭的天然气来自鄂尔多斯……

近年来，鄂尔多斯积极构筑世
界级能源产业、世界级现代煤化工
产业、世界级新能源产业，建设国
家煤炭保障基地、清洁电力供应基
地、油气战略储备基地、氢能应用
示范基地、储能实验实证基地，为
中国能源安全筑牢“压舱石”。

守护一方 “温暖担当”

走进位于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
旗的国网内蒙古超特高压公司±800
千伏伊克昭换流站，只见绵延起伏
的毛乌素沙地延伸到视线之外，眼
前是高耸的铁塔、错落交织的特高
压线，耳边是嗡嗡作响的电流声。

该站是±800 千伏内蒙古上海
庙—山东临沂特高压直流工程的起
始站，运行人员 24 小时不间断实时
监控设备运行情况。

“6 月 15 日到 9 月 15 日是用电高
峰期，作为全国输送容量最大的±
800千伏换流站，我们这里的电主要
运往山东省，为持续提升特高压运
维能力，我们建立健全‘无人机+可
视化+人工’立体巡检模式，输电运
维工作实现数字化智能化，推动

‘蒙电外送’强劲增长，服务全国电
力保供大局。”该换流站副站长贾鸿
益说。

为响应“西电东送”“北电南
送”能源战略号召，2019 年 1 月 11
日，该换流站和±800千伏内蒙古上
海庙—山东临沂特高压直流工程正
式投运，线路总长 1238 公里，途经
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河
北、山东 6省份。运行 5年来，累计

为山东省输送电量 1600 亿千瓦时，
相当于 6400 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
量，占山东省总用电量的近1/10。

在百公里外的乌审旗，中国陆
上最大的整装致密气田——苏里格
气田，集气站自动控制、区块智能
安全保护、气井智能开关、机器人
与无人机巡检、产能智能管家等新
技术“多管齐下”，守护一方方“清
洁气”通过外输管线输往 100 多座
城市。

近年来，鄂尔多斯着力推动天
然气增储上产外运，推进苏里格、
大牛地、东胜等气田稳产上产，全
市建成油气长输管道 25 条、管线总
长度 3632 公里，占内蒙古自治区总
管线的60%，保障全市天然气产量的
80%外送至京津冀等地区。

丰富的能源资源是鄂尔多斯的
“发家”底牌，也是能源保供的底
气。“鄂尔多斯深入推进能源革命，
持续推进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
保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是国家能
源基地的‘温暖担当’。”鄂尔多斯
市委书记李理表示。

同时，鄂尔多斯全力增强矿产
资源保障能力，积极促进化石能源
资源科学合理、规范有序开发利
用，推动在产煤矿增产、在建煤矿
投产、停产停建煤矿复工复产，有
序释放煤炭优质产能。

既要高产量还要绿色、可持续
安全发展。鄂尔多斯加快煤炭生产
技术变革，加速智慧矿山发展：发
布 《智能化矿山数据融合共享规
范》 编制成果，在全国首创煤炭工
业“三化融合”发展，构建以“安
全生产标准化、煤矿生产智能化、
矿区生态绿色化”于一体的现代化
煤矿建设标准体系；同步打造能源
产业数字信息化平台，建成覆盖市
级、旗区、煤矿的“一张网”，实现
煤炭产业发展全流程科学化管理，
为能源现代化治理提供强有力支撑。

“到2025年，鄂尔多斯生产煤矿
全部建成智能化煤矿，全部达到二
级以上的标准化煤矿标准，重点产
业工业互联网平台覆盖率 100%，带
动数字经济产业增加值达到 200 亿
元。”鄂尔多斯市市长杜汇良表示。

“煤头化尾” 一“煤”多“变”

在位于准格尔旗的内蒙古久泰
馨远新材料有限公司万吨级二氧化
碳制芳烃项目施工现场，机械吊塔高

耸林立，一派如火如荼的建设景象。
该项目预计于今年 10 月建成投

产，是世界首套万吨级以碳氢化合
物为产品的二氧化碳利用项目，以
二氧化碳和氢气为原料，省去了甲
醇合成步骤。“每生产 1 吨芳烃产
品，可以消耗 3.2吨二氧化碳，等于
生产 1吨产品，即可减少 3吨多二氧
化碳的排放。这项技术已经经历了
小试和中试阶段，现在正在进行工
业化实验，对全国煤化工产业的发
展具有引领意义。”该项目组组长郑
敏介绍。

鄂尔多斯围绕落实“双碳”目
标，以“煤”为基，瞄准“煤头化
尾”，构筑了煤制油、煤制气、煤制
甲醇和烯烃、煤基新材料等多条产
业链，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煤基全
产业集群发展全面推进，煤化工的

“代码”在煤发电行业绿色化、煤制
气行业规模化、煤制油行业现代化
的“升级程序”中持续迭代优化，
促进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多元化、
低碳化发展。

作为全国五大煤制油气战略基
地之一和国家四个现代煤化工产业
示范区之一，鄂尔多斯已建成煤制
油年产能124万吨，煤制天然气年产
能 14.2 亿立方米。其中，鄂尔多斯
神华煤制油项目建成和成功运行，
标志着中国成为掌握百万吨级煤直
接液化关键技术的国家；伊泰煤
间接液化项目是国内第一个建成
的煤间接液化试验示范项目；汇
能煤制气项目填补了国内外采用
水煤浆气化技术生产煤制天然气的
技术空白……在煤制油、煤制天然
气的生产现场，一条条生产线“合
奏”出现代煤化工产业的一个又一
个“高音”，成为国家加强油气安全
战略技术储备的前端“试验场”。

2023 年，鄂尔多斯市规模以上
工业能源加工转换效率68.1%，煤炭
就地转化率达20.6%，已建成现代煤
化工产能 2000 万吨。2023 年 3 月，
年产300万吨、全国单厂规模最大的

“绿氢+”煤制烯烃产业基地在乌审
旗开工建设，这也是全球唯一一个
规模化用绿氢替代化石能源生产烯
烃的项目。按照预期，到“十四
五”末，鄂尔多斯现代煤化工产能
将超 3000 万吨，“十五五”末将超
5000 万吨，将打造产业门类最全、
产业链条最长、产业体系最完整、
产业技术最先进、产业规模最大的
世界级现代煤化工产业。

鄂尔多斯还实施能源产业科技

创新行动、能源产业扩绿降碳行
动，搭平台、引人才，提高能源自
主保障能力。

鄂尔多斯与清华大学共建鄂尔
多斯实验室，组建北京大学鄂尔多
斯能源研究院、中国矿业大学 （北
京） 内蒙古研究院等创新平台，费
托合成α-烯烃、煤基特种蜡、PVC
无汞化生产等一批创新成果填补行
业空白。鄂尔多斯获批建设国家可
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跻身国
家创新型城市行列。

一“煤”多“变”，使鄂尔多斯
产业转型不断加速，传统能源产业
结构持续升级，逐步成为国内现代
煤化工试验示范项目集中区。

“氢装”上阵 多轮驱动

在位于伊金霍洛旗的蒙苏经济
开发区，首座加油、加氢、充电合
建站前，“加氢”的运煤重卡络绎不
绝；在康巴什区，印有“氢动力”
标识的氢燃料电池公交车穿行在绿
荫如盖的街道上，安静、平稳、舒
适是乘客的普遍感受。

走进位于蒙苏经济开发区的鄂
尔多斯国鸿氢能公司，一进大门，
就能见到摆放整齐的大红色氢能卡
车。“每台氢能卡车配备 10 个储气
瓶 ， 共 36 公 斤 氢 气 ， 能 跑 300 公
里，也就是正常卡车一天的里程。
目前传统燃油车百公里柴油成本需
320 块，而氢能重卡百公里成本在
250 至 300 块，成本优势较为明显，
且氢的价格每年都在降低。”鄂尔多
斯国鸿氢能副总经理杨震说，“鄂尔
多斯地区煤矿企业较多，重卡市场
需求量大，同时当地制氢产业链也
在不断完善，这也是我们在此发展
的‘底气’。”

风光无限、“氢装”上阵，作为
一类风能资源丰富区和二类太阳能
资源丰富区，鄂尔多斯全年平均日
照时数达 3000 多小时。同时，砒砂
岩裸露区和干旱硬梁区占全市面积
的48%，还有大片煤矿复垦区、塌陷
区，风光装机空间广阔。

去年6月，中国首个万吨级新能
源制氢项目——准格尔旗纳日松光
伏制氢产业示范项目成功“出氢”；
今年5月，50吉瓦时锂离子储能电池
智能制造项目在伊金霍洛旗蒙苏经
济开发区开工建设，这是目前内蒙
古规模最大、环节最全的储能产业
项目；今年鄂尔多斯将在库布其沙

漠北缘、黄河以南，规划建设总长
约 400公里、平均宽约 5公里，面积
约2400平方公里的“光伏长城”，容
纳1亿千瓦装机容量；今年还将在毛
乌素沙地南缘布局建设长约150公里

“一廊多点”风电光伏项目，容纳
5000 万千瓦装机容量……鄂尔多斯
正加快构建集能源生产、装备制
造、应用示范于一体的“风光氢储
车”全链条产业集群。

昔 日 的 “ 卖 炭 翁 ” 挥 一 挥 衣
袖，甩掉“煤灰”，向绿而行。对于
盈余的绿电，鄂尔多斯构建新能源
占比逐渐提高的新型电力系统，打
造多能互补的电力供应基地，并不
断优化电力资源配置，搭建特高压
绿电外送通道，正在实施蒙西至京
津冀、蒙西至中东部的2条绿电外送
通道，让更多绿电外送。

产业链也是安全链，为提升新
能源发展的“安全等级”，鄂尔多斯
依托良好的产业基础和丰富的应用

场景，落地亿元以上新能源装备制
造项目 50 多个，一大批行业头部企
业将重点项目布局在此，一个“风
光氢储车”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集
群雏形已现。

目前，鄂尔多斯新能源装机并
网规模已突破 1000 万千瓦，累计获
批新能源发电项目超 7000 万千瓦。
到“十四五”末，鄂尔多斯将形成
光伏风电装备产能160吉瓦、氢燃料
电池系统3万套、动力及储能电池产
能 100吉瓦时、新型储能装机 600万
千瓦、正负极材料产能100万吨、新
能源汽车产能 50 万辆，“风光氢储
车”产业总产值超过5000亿元。

今天的鄂尔多斯在保障国家能
源安全方面担当作为，构建起多轮
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推动能源消
费结构向清洁低碳加快转变，能源
安全保障能力全面跃升，有力支撑
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张晓艳参与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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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千座城温暖千座城 点亮万家灯点亮万家灯
本报记者 张 枨

▲国网内蒙古
超 特 高 压 公 司 ±
800 千伏伊克昭换
流站。
张 枨 孙海强摄

◀◀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鄂尔多斯市杭锦旗
基地风电园区基地风电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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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
达拉特旗光伏发电
应用领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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