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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再次为国争光！
本报讯 北京时间 9 月 3 日上午，我

国的新疆吐鲁番坎儿井、徽州堨坝和婺
源石堨联合申报的中国古堨、陕西汉阴
凤堰梯田、重庆秀山巨丰堰等4个工程
入选 2024 年（第十一批）世界灌溉工程
遗产名录。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
遗产已达38项。

加上之前入选的四川乐山东风堰

（2014）、陕西泾阳郑国渠（2016）、宁夏古
灌区（2017）、陕西汉中三堰（2017）、都江
堰（2018）、灵渠（2018）、内蒙古河套灌区
（2019）、陕 西 省 龙 首 渠 引 洛 古 灌 区
（2020）、西藏萨迦古代蓄水灌溉系统
（2021）、四川通济堰（2022）等 10 个工
程，西部累计入选13个工程。

（张海燕）

本报讯 由14个中央部门联合制定的
《关于推进健康乡村建设的指导意见》9月
3日公布。明确提出，到2030年，乡村健康

服务能力大幅提升，居民能够便捷获得优
质的医疗卫生服务，个人医疗卫生负担可
承受；健康生活方式得到普及，重大疾病危

害和主要健康危险因素得到有效控制，居
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到2035年，建成健
康乡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明
显提高，城乡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差距和居
民健康水平差距显著缩小。 （董瑞丰）

2030年实现个人医疗卫生负担可承受

公益广告：各地形象宣传

美丽西部 绿色发展 国资央企大力促进与西部地区融合发展

内蒙古准格尔旗

黄河奇域 文化厚土
■文/万 栋 石毅

深沉厚重的黄土高原巍然矗立，承
载着一方风情，古老苍茫的黄河水滔滔而
过，滋育着一方儿女，二者共同造就了一
个美丽富庶的地方——内蒙古准格尔旗。

历史逶迤，文明璀璨；丘陵山区，风
水宝地。千百年来，勤劳智慧的准格尔
人，用辛勤浇灌梦想的同时，也让这块土
地散发出独有的韵味。

文化厚重的高原厚土

准格尔，蒙古语，汉意为“左翼”。地
处内蒙古自治区西部，鄂尔多斯高原东
端，蒙、晋、陕三省区交界和“乌金三角”
地带，有“鸡鸣三省”之美誉。

准格尔，历史悠久，是九曲黄河与万
里长城握手、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
碰撞的结合地，也是晋北、陕北与蒙南经
济文化的交汇地。高原厚土、黄河之水、
长城印痕以及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在此
交汇融合，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据考，早在 3.5 万年前，准格尔境内
就已有了以渔猎和采集为主要生活手段
的古人类活动，其文化面貌与鄂尔多斯

“河套人”及“萨拉乌苏文化”有相连之
处；夏商周时期，旗境为荤粥、土方、鬼
方、猃狁、林胡和白狄等部族的驻牧地，
这些游牧部落同当时的中原王朝分庭抗
争，时有攻伐征讨；战国时期，魏、秦、赵
等诸侯势力曾先后进入今准格尔地区，
自此开始了历史上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
聚居的文化交融。

入清以来，随着晋、陕等省汉民进入
蒙地“垦殖”，各民族在生产生活习俗、宗
教文化信仰，乃至语言文字等方面长期的
相互影响和彼此熏陶，使准格尔旗形成了
包罗万象、独具特色的民族民俗文化。

准格尔旗被誉为“中国历史文化之
乡”，有黄河文化为代表的黄河大峡谷，
有西部地区保留最好的准格尔召庙，还
有很多获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的文化
资源，例如漫翰调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准格尔旗曾获得自治区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 7 项，鄂尔多斯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9项。

准格尔旗是文化部命名的“中国民
间(漫翰调)艺术之乡”，漫翰调是以鄂尔
多斯短调民歌为基调，以汉族唱法为风
格，精妙糅合而成的一个独特的民歌歌
种，其强调热情豪放，旋律朴实新颖，又

融合准格尔乡音土语，散发着浓郁的乡
土气息。

走进准格尔旗，你会发现，这里的人
有唱漫翰调的天赋，几乎人人爱唱，人人
会唱，无论在哪里，或细声低吟，或引吭高
歌，有聚会演唱、男女对唱，不分辈分，不
分生疏，人人可插嘴对唱，一问一答，一起
一落，即兴编词，出口成韵。1996年11月
准格尔被文化部正式命名为“中国民间艺
术(漫瀚调)之乡”。2008年6月漫瀚调被
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这里有鄂尔多斯最大的召庙建筑群
准格尔召，因其坐落于准格尔旗西部，当
地人俗称“西召”。藏语名为甘丹夏珠达
尔杰林寺，蒙语名为额尔德尼·宝利图苏
莫，相传三世达赖与成吉思汗二十世孙
道尔吉商定，建于明朝天启三年(公元
1623年)明朝赐名秘宝寺，清政府赐名为
宝堂寺。是研究鄂尔多斯政治、经济、文
化、宗教、民俗的活化石。

准格尔召较完整地保留了黄衣喇嘛
教的教事活动仪式，对研究北方蒙古族
部族的文化、医学、历史都有极高的价
值，其召庙志记述完整。所藏经卷浩繁，
近年多有散佚，是鄂尔多斯乃至整个宗
教界不可多得的珍本。其宗教活动亦如
化石一样，完整地保留宗教活动的最初
风貌，其演变、流传的方式也揭示了黄衣
喇嘛教的兴衰与传承，对研究蒙古族政
教史也有着特殊的意义。

这里有闻名遐迩的古城遗址——十
二连城，顾名思义，十二连城是由十二座
城连接而成。如今残垣断壁之间，隐约
可以想象它当年的雄伟，城连城，郭套
郭，共有 12 个城，也就因此得名了。相
传是杨家将古城，城中文物众多，是国家

一级文物保护区，古代的城墙遗址现在
都依稀可见。

……
腰环万里长城，脚跨九曲黄河，高擎

文明圣火，穿越世纪风云。如今，伴随着
文化产业强势崛起，准格尔旗正加速文
化资源的整合利用开发。准格尔的浩瀚
青史将彪炳千秋，准格尔的辉煌文化将
流传万代。

资源富饶的塞外明珠

准格尔旗远离海洋，大陆性气候突
出，属典型的半干旱地区。地处中温带，
又在鄂尔多斯高原东测斜坡上，拔海高
度相对偏低，故气温偏暖，四季分明。这
里地域辽阔，资源富集。

在这片为黄河三面环绕的7692平方
公里的热土上，到处喷金吐玉、溢彩流
光。北部的黄河冲积平原是准格尔的“粮
仓”，海海漫漫、一望无际。绵延起伏的南
部山区是准格尔的“果山”，到处红果灼
灼、芳香四溢。东西部的丘陵沟壑则是准
格尔的“煤海”，乌金闪烁，墨玉遍地。

古称“美稷”的准格尔资源富饶，遍
地是宝。矿产资源闻名遐迩，境内矿藏
有近 20 种，且储量大、分布广、品位高、
易开采。

全旗现已探明煤炭储量544亿吨，远
景储量约1000亿吨以上(分别约占全市的
36.3%和10%，占自治区的7.7%和8.3%)；
现已探明含煤面积和远景含煤面积分别
为2824平方公里和5724平方公里，分别
约占全旗国土面积的37%和74%。

全旗煤炭资源主要由东部准格尔煤
田和西部东胜煤田两部分组成，具有分

布广、储量大、煤质好、埋藏浅、煤层厚、
低瓦斯、易开采等优点。东部准格尔煤
田主要煤种为长焰煤，具有低硫、高灰份
的特点，是良好的动力用煤及民用煤。
西部东胜煤田主要煤种为不粘结煤，具
有低灰、低硫、低磷、高发热量、高挥发份
的特点，享有“天然精煤”之美誉，是优质
的环保出口精煤和化工用煤。

除煤炭资源之外，优良建筑材料白
云岩探明储量为 90 亿吨，遍布全旗的
白、紫、黄、灰等颜色各异、品种齐全的高
岭土已探明储量为60亿吨，石英砂储量
1000余万吨。石灰石、白砂岩、硫铁矿、
铝土、木纹大理石等储量也十分可观。

准格尔旗还素有“花果之乡”的盛
誉，水果资源丰富，盛产海红果、桃、杏、
苹果、梨、枣等水果种类繁多，数不胜
数。野生植物 400 多种，其中药用植物
有80多种。

准格尔旗是内蒙古自治区最早的对
外开放旗县之一，也是中国重要的能源
化工基地。

风情独特的旅游胜地

准格尔，北纬40度上一方古老神奇
的土地。有人说，地球上的北纬 40 度，
是见证沧海桑田、时空交错的上佳地
带。北纬 40 度一线的板块构造活动造
就了阿尔卑斯山脉、落基山脉、高大加索
山脉、昆仑山脉等世界著名山脉，同时也
造就了举世闻名的中国黄河大峡谷。

准格尔，相对于“锦绣中华”和“世界
之窗”而言，更似一处浓缩的“华夏景
观”。在这一版块上，集结了四季八方诸
多大美与大成：有“大河”——黄河，有

“大漠”——库布其沙漠和砒砂岩，有“大
树”——千年高寿的中国油松王，有“大
召”——鄂尔多斯最大的召庙建筑群宝
堂寺，有“大矿”——亚洲最大的露天煤
矿，还有“大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中国民间艺术漫翰调……

古老的黄河从北、东、南三面环绕流
经准格尔旗，在这片热土上到处喷金吐
玉，流光溢彩。这里有田园优美牛羊遍
地的现代农牧业，历经沧桑的十二连城
古城遗址，浩瀚连绵的库布其沙漠，芦苇
飘荡、景色怡人的巨合滩湿地，饱经战火
洗礼的城坡古城，古老神秘的喇嘛洞，大
自然的鬼斧杰作包子塔，风光旖旎的河
心小岛太子滩……

准格尔旗独具特色的旅游事业方
兴未艾，在风情万种的休闲度假区水镜
湖，碧波荡漾、绿树成荫，宛若置身于六
月的江南，脆鸣婉转，云波浩渺，情韵绵
绵。这里有瓜果飘香、花卉斗艳的农业
观光园，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仿老北京四
合院……

水镜湖是集生产性、生态性、观赏
性、娱乐性、民族风情于一体的多功能休
闲度假园区，规划占地面积6000亩。园
区将种植技术、生态水产养殖等现代农
业技术与蒙古族草原风情特色旅游完美
融合。该度假区于去年9月份被评定为
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如今，像水镜湖这样独特的旅游文
化基地正在准格尔旗陆续上演，准格尔
旗依托良好的区位、交通优势，独特的旅
游资源和浓厚的文化底蕴，以打造特色
文化旅游基地为目标，以沿黄河风情带
旅游资源开发为主体，以高速公路为旅
游交通主线，加快旅游项目建设，做大旅
游产业规模，努力打造旅游精品线路。

近年来，准格尔曾荣获“中国全面小
康十大示范县”、“中国金融生态县”、“中
国十大最关爱民生县”、“中国绿色名
县”、“中国水土保持生态文明县”等十几
个重量级的荣誉称号。

准格尔旗距离呼和浩特市、包头市
和鄂尔多斯市都只有一百多公里，交通
发达，便利畅通。踏上这片古老神奇的
土地，可以游古刹名寺，闻晨钟暮鼓；拜
千年古松，览高原沧桑；行河道峡谷，阅
自然奇观。赏漫瀚歌乐，品民俗风情；临
沙洲湿地，睹塞上风光；观露煤开采，感
工业文明……

（本章图片为“鄂尔多斯文创”设计
评选大赛入围作品）

■文/黄 盛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 9 个“大电网
未覆盖乡”供电工程在日前正式开工，可提
高供电可靠性和供电能力，满足玉树9乡
82村4.75万农牧民群众的稳定用电需求；

占地335亩的中国中化中国西北春玉
米研发中心日前启用，致力于西北中熟和
中晚熟玉米区的种质创制，以及高产优质、
多抗、耐密宜机收玉米新品种选育；

国投集团雅砻江公司水电日发电量在
近日首次突破4亿千瓦时，为川渝、华东、
华中等用电负荷地区提供了坚实的能源保
障……

近期，国资央企一系列重大项目工程
在我国西部地区实现新突破、新进展，为地
方经济注入新活力。

8月26日，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召开的
扩大会议提出，国资央企系统要牢固树立

大局观念和全局意识，进一步准确把握西
部大开发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定位和
使命，坚决扛起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
政治责任，积极主动与西部省份对接，大力
促进中央企业与西部地区融合发展，深化
东西部协作推动产业跨地区梯度转移和优
化布局，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优化调
整、转型升级，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
格局中展现更大作为。

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国资央企积极
服务国家战略，立足西部地区所需、发挥央
企所长，精心谋划实施一批优势互补、互利
共赢的产业项目，助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坚持绿色低碳发展，严守生态
环保底线，积极参与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
设；发挥产业优势，优化央企在西部地区产
业布局，带动西部地区优势特色产业发展；
坚定人民立场，支持西部地区乡村振兴，吸
纳当地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增收，以更大

力度助力西部地区民生福祉改善。
比如，在甘肃，有超过 1000 户全级次

中央在甘企业，涉及 60 多户中央企业集
团，为甘肃贡献了 40%以上的工业增加
值。截至今年6月底，甘肃省2021年以来
签约的276个央地合作项目已开工257个，
累计完成投资3196亿元，107个项目建成
投运。

在陕西，截至2023年10月底，央企已
签约合作项目 494 个，总投资额 1.46 万亿
元。央企投资的 64 个项目纳入陕西省
2023 年重点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额
4676.6亿元，占陕西省重点项目总投资额
的22.5%。

在青海，青海玛尔挡水电站、乌图（昆
仑山）750 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等多个重
点项目自2023年以来相继落地，不仅促进
了青海的经济发展，也为央企自身的发展
注入了新的动力。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研究员吴
刚梁表示，促进央企与西部地区融合发展，
推动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
是当前国资央企履行政治责任、社会责任
的体现。西部地区拥有独特的资源和重点
项目，央企拥有品牌、技术与资金优势，通
过“央地合作”，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互利

共赢，共同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
企业。

吴刚梁建议，当前“央地合作”可以不
断创新合作模式，除了股权合作，还可以产
业链上下游以及生态环保方面合作。在科
技创新方面，“央地合作”还可以积极打造
原创技术策源地和共建创新联合体。

长庆油田累计生产油气当量突破10亿吨
本报讯 我国最大油气田——中国

石油长庆油田累计生产油气当量突破10
亿吨。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长庆油田，
95%以上的储层属于世界级低渗透油气
藏。长庆油田依靠科技创新攻克了一系
列低渗透油气田世界级勘探开发难题，

把“没有经济开采价值的边际油田”，建
成我国目前年产量最高的大油气田。目
前，长庆油田连续11年实现5000万吨以
上高产稳产，持续刷新我国油气田产量
纪录。目前，长庆油田年油气产量约占
国内产量的1/6。 （张 伟 李大杰）

青海10条措施强化长江流域十年禁渔
本报讯 青海省禁捕育鱼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推进长江流域青
海段十年禁渔工作十条措施》，从优化
禁捕长效机制、加强督促考核落实、持
续禁捕执法监管、保持高压严管态势、

消除非法捕捞隐患、推进水生生物多样
性修复等方面提出 10 条措施，持续推
进长江流域青海段十年禁渔落地落实，
促进长江青海段水生生物资源保护和
修复。 （余 海）

本报讯 截至2024年6月30日，我国制
造业企业总量达到598万余家，与2023年

底相比增长 4.72%，其中战略新兴企业 51
万余家，与2023年底相比增长6.27%，占制

造业企业总量的8.61%。我国制造业规模
稳居世界首位，得益于我国长期以来对工
业发展的重视和持续的投入，形成了完整
的工业体系。 （佟明彪）

我国制造业战略新兴企业51万余家

本报讯 8月31日，为期62天的铁路暑
运圆满结束。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

路累计发送旅客 8.87 亿人次，同比增长
6.7%，日均发送旅客1431.2万人次，创暑运

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其中8月10日至12
日连续3天单日客流超1600万人次；国家
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7亿吨，货物发送保持
高位运行，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樊曦）

全国铁路暑运创历史同期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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