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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据行业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我区牲畜存栏达到 1.42 亿头只，连续

13 年超过 1 亿头只，实现了“十三连

稳”。预计今年肉类产量达到 330万吨，

同比增长 6.5%。其中，猪肉产量 129 万

吨，同比增长 11%；牛肉产量 80 万吨，

同比增长 8.5%；羊肉产量 97 万吨，同比

增长 1.1%；禽肉产量 21 万吨、禽蛋 60

万吨，同比基本持平；牛奶产量 510 万

吨，同比下降 9.2%。

今年以来，我区加快培育新型规模

养殖经营主体，以国家畜禽标准化养殖

示范创建为引领，鼓励土地和草牧场向

养殖大户、家庭牧场、合作社等新型经

营主体流转，大力推进标准化规模养

殖，规模经营效益初步显现。年内，全区

落实国家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资金

1.033 亿元，扶持 231 个家庭牧场和标

准化规模养殖场改扩建，提升了规模养

殖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目前，全区畜禽规模养殖场达到 10

万多个，畜禽整体规模化率达到 68.2%。

全区各地不断推动建立健全畜牧

业防灾减灾防御体系，积极推动以户储

为主、苏木或嘎查建设中型饲草料储备

库为辅、旗县建设大型饲草料应急储备

库为补充的饲草料储备机制，主要牧区

旗县已全部建立牧草应急饲草储备库，

牧区常年青干草储备能力达到 140 亿

公斤左右，过冬畜羊单位平均贮草 164

公斤，可基本满足牲畜 3 个月过冬需

求。

此外，各地利用自治区畜牧业防灾

基地建设项目和国家标准化规模养殖

场建设项目、“菜篮子”产品项目、京津

风沙源治理、退牧还草生态建设工程等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全力开展棚圈等基

础设施建设，牲畜全部实现棚圈化，特

别是牧区永久性暖棚明显增加，实现了

临产母畜和幼畜暖棚化，过冬畜暖棚羊

单位占有面积 1.1 平方米以上，大小畜

繁殖成活率达到 98.7%，在全国五大牧

区中处于领先水平。

王猛

本报讯近日，内蒙古发改委紧急

召开液化天然气价格提醒告诫会，要

求全区液化天然气企业及行业协会规

范价格行为，公平有序竞争，禁止进行

价格违法和价格垄断行为。

告诫会对相关企业提出“六不

准”：即不准相互串通横向垄断；不准

达成实施纵向垄断；不准滥用市场支

配地位；不准捏造散布涨价信息；不准

恶意囤积；不准价格欺诈。对相关行业

协会要求加强自律，引导本行业经营

者依法竞争，维护市场竞争和价格秩

序，同时主动宣传国家法律政策，将会

议要求传达到每一个会员。如有违反

相关规定的，价格主管部门将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严肃查处。

内蒙古是国家液化天然气主产区

之一。内蒙古发改委紧急召开此次会

议，及时提醒告诫全区各液化天然气

生产流通企业和相关社会组织要依法

诚信经营、加强价格自律，保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

孟雯

本报讯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

今年以来，我区落实国家和自治区肉牛

肉羊良种补贴资金 2.4 亿元，补贴种公

羊 10万只、肉牛良种冻精 350 万剂，牲

畜单产水平显著提高。与“十一五”末相

比，地方品种肉羊通过选育提高胴体重

增重 2至 3 公斤，通过杂交改良羊胴体

重增重 5公斤以上，肉牛屠宰增肉 10

公斤以上。内蒙古全面推进“双百千万

高产创建工程”，全区牲畜良种化率达

到 90%以上。

我区还在农区和半农半牧区推广

羊两年三胎、一胎多羔繁殖技术，实现

养殖增量由牧区向农区转移，在增加羊

肉供给的同时减轻了草原生态压力。我

区安排资金 2512 万元，支持新建以地

方品种为主的种羊场 81 个，目前全区

种羊场数量达到 368 个，具备了年提供

种公羊 20 万只的生产能力，其中引进

的国外优质品种种羊经区内纯繁、本土

驯化，供种能力突破 5万只。此外，我区

继续落实自治区《关于振兴羊绒产业的

意见》，安排补贴资金 3800 万元，在绒

山羊主产区补贴基础母羊 28 万只、种

公羊 800只、人工授精站点 80 个、生产

性能测定站 12 个、绒山羊保种场 10

个，调动了养殖户饲养优质绒山羊的积

极性，推进了山羊绒标准化生产，加大

了绒山羊优质资源保护力度。

孟旺

本报讯 鄂尔多斯市坚持“隐患就

是事故、发现就要处理”，贯彻落实了防

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各项措施，认真开

展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

领域专项整治，建立完善了安全风险分

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

机制，全面加强安全生产源头管控和安

全准入工作。

对全市所有地区、所有行业领域、

所有生产经营单位、所有从业岗位开展

排查整治，彻查整改各类隐患，促进安

全生产由事后调查处理向事前预防、源

头治理转变。

1-11 月，鄂尔多斯市共排查一般

事故隐患 58664 项，已整改 57812 项，

整改率 99%，累计落实隐患治理资金

48868.2 万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取得阶段性成效。

本报讯 2017 年自治区下达满洲

里市城市棚户区改造任务 750 套，

11.25 万平方米，计划投资 3.15 亿元。

具体项目为：满洲里市一道街以

南、站前广场以东、二道街以北地块（不

含铁路公产）城市棚户区、市南区天桥

社区新桥委地块平房（不含机械修理

厂）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市立交桥南路

以西、及市北区零散地块城市棚户区等

3 个改造项目，为积极做好去库存工

作，按照市政府统一部署，2017 年城市

棚户区改造项目全部采取货币化安置。

截至目前，满洲里市房屋征收工作

已基本结束，签约 797 套，超额完成自

治区责任目标任务 106%。

周丽

本报讯 近年来, 呼伦贝尔市着

力加强创业创新载体建设,以呼伦贝

尔市创业园为载体,打造“一中心 +

多基地 +旗市区创业园、孵化基地”

的“1+N”模式,构建起全市创业就业

大格局。经过几年的运行,呼伦贝尔

市创业园建设预期效果凸显,尤其在

创业引领、示范带动方面产生了功能

放大、服务便捷、力量汇聚、引领带动

和社会积极参与五大效应,2014 年,

呼伦贝尔市创业园被认定为“自治区

级示范性创业园”,2015 年, 被自治

区科技厅认定为第一批众创空间试

点单位,同年被自治区评为“草原英

才”工程高层次人才创业创新基地。

在呼伦贝尔市创业园的示范引

领带动下,各旗市区按照“政府推动、

社会支持、市场导向、统筹规划、合理

布局”的原则,整合利用社会资源,多

方借力,积极筹划,通过政府主导、社

会投资、多元合作等建设模式,因地

制宜打造了一批特色鲜明的创业园

和孵化基地,并辐射到乡镇(苏木),取

得了积极成效。全市创业创新平台建

设步伐进一步加快, 规模不断扩大,

呼伦贝尔市创业创新基地、青年电商

创业园、鄂温克族自治旗民族文化产

业创业园、莫旗创业创新体验馆等一

批批创业环境良好、创业服务便捷的

创业创新载体投入运行,扶持和孵化

了一批发展前景良好的中小微创业

型企业。

截至目前,呼伦贝尔市经过认证

提质的创业园、孵化基地 57 家,按经

营类型分类,综合类园区 26 家,商贸

流通类 10 家,工业生产类 1家,科技

服务类 1 家,电子商务类 6 家,其他

类型 13 家,入驻企业 3045 户,带动

就业近 3万人,年产值达 56亿元。全

市创业园、创业孵化基地为入驻企业

减免场地租金、水电供暖、物业等费

用 1136 万元, 为 791 名入驻的创业

者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5122 万元,创

业培训 2748 人, 为 239 人发放了创

业补贴。

贝尔

本报讯 近日，国家科技部公示了

第二批“星创天地”备案名单，共推荐

568 家星创天地通过第二批备案，包头

市农科院承担的“番茄产业化星创天

地”榜上有名。

“星创天地”是科技部于 2016 年 5

月第一批正式倡导发起，是发展现代农

业的众创空间，也是新型农业创新创业

一站式开放性综合服务平台和农村“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有效载体。

包头市农科院“番茄产业化星创天

地”是重点推广番茄新品种、栽培新技

术、加工新方法的一站式开放服务现代

农业的科技创新服务平台。依托市农科

院在蔬菜育种、科研、信息、人才、设备

等方面的优势，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为总揽，整合农业科技资源，面向

返乡农民工、大学生、科技特派员、创业

企业、职业农民、复员军人等创新、创业

主体，提供番茄产业化精深加工创新、

创业方面的全方位服务，集中打造融合

科技示范、技术集成、成果转化于一体

的服务农业科技创业的新平台。营造专

业化、低成本、社会化、便捷化的农业科

技创业服务环境，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

高效发展。 张建芳

本报讯 12 月 8 日，记者从内蒙古

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包头

分局了解到，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

环境保护督察的重大战略决策，全面完

成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大青

山反馈问题整改任务，包头市高度重

视，对辖区内的工矿企业进行了清理整

顿。

据悉，整改过程中，包头市下发了

《中共包头市委办公厅、包头市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包头市落实中央环

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方案〉的

通知》(厅发〔2017〕65 号),并成立了市

委书记任组长的包头市落实中央环境

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组。

进一步细化工作内容，明确了清理整顿

和生态环境修复的标准、时间和职责。

并成立了监督考核组、执纪问责组和督

察组，对相关地区和部门进行监督考

核，将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

作为考核和任免职重要依据，通过专项

督察、明察暗访等方式实行挂账督办、

专案盯办、跟踪问效，定期调度进展情

况。依据工矿企业类型、对环境的破坏

程度、证照的合法有效性等方面的考

量，对企业采取不同的政策手段。

截至今年 7 月 10 日，包头大青山

保护区涉及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的

137 家企业，已全部完成清理整顿工

作。 梁亮

本报讯 记者从包头市稀土高新区

获悉，今年前 11月，稀土高新区电子商

务平台达 72 个，已上线运行 60 个，其

中 B2B 模式 23 家，O2O 模式 21 家，

B2C 模式 16 家，累计实现交易额突破

400亿元，达到 409亿元。

其中，稀土交易所交易额 332.20

亿元，非凡网络科技交易额 30.5 亿元，

内蒙古文化产权交易所交易额 41.63

亿元，网库交易额 5260 万元，慧通八

方交易额 3.88 亿元，慧聪交易额 660

万元。

据悉，去年 1 月，由包头苏宁云商

配送中心、中国网库包头运营中心、慧

聪网产业带包头运营中心等电商和物

流企业搭建的“包头电商谷”项目正式

启动，包头电商谷以运营中心、孵化中

心、物流中心、服务中心为载体，以实体

经济为主导，深化电子商务在实体经济

中的应用，促进了电子商务及物流、互

联网等相关产业的集聚。

张海芳

本报讯截至 11 月 30 日，满洲里

公路口岸共进口液化石油气 99 批(车)，

1613.4 吨，货值约 78.7 万美元，提前一

个月完成年初提出的全年进口量。液化

石油气的常态化进口成为今年满洲里

公路口岸进口货物的新亮点。

据悉，今年进口的液化石油气全部

用于满洲里本地的家庭住宅燃气，以弥

补当地燃气不足的缺口。该公司正在不

断完善进口相关事宜，计划明年进一步

扩大液化石油气的进口量，在满足本地

使用的同时，有望实现内地供给。

据了解，液化石油气是可用于住户

家庭燃气使用和燃气汽车的能量使用

的一种绿色环保能源。液化石油气作为

燃气汽车的燃料，燃烧后 CO 排放量比

汽油燃烧排放量减少 90%以上，碳氢化

合物排放量减少 70%以上，氮氧化合物

排放量减少 35%以上，是较为低碳环保

的汽车燃料之选。

俄罗斯液化石油气以它特有的低

价格、高纯度、丙烷含量高、燃烧较充分

等优势，会逐渐走进内地能源市场。随

着液化石油气进口量攀升，满洲里作为

能源进口的重要口岸，将迎来新的发展

机遇。

满洲里检验检疫局充分发挥职能

优势，在安全监管、严格把关的同时优

化服务，提供业务咨询，开启专用通道，

事前充分准备，事中快速验放，事后加

强监管，确保液化石油气顺利通关。

赵真真

本报讯 近日，记者在鄂尔多斯市

东胜区一家超市看到，与狗相关的主

题玩具、饰品、挂历等商品销售日渐

“旺”了起来，其中“旺财”等毛绒狗系

列玩具深受欢迎，标价在四十至八十

元不等。

据超市工作人员介绍，“汪”和

“旺”同音，在新年里寓兴旺之意，所以

生肖狗系列玩具刚上架就吸引了不少

人前来选购。 鄂婉

本报讯 远东木材交易中心由天津

中晟集团二连浩特中晟安泰木业有限

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 1.5 亿元，占地

面积 19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厂房、办公

楼、宿舍楼、成品库及配套设施，年加工

原木 35万立方米。2016 年完成 14 座

厂房主体、办公楼和综合楼主体工程。

2017 年计划完成办公楼、厂房、成品库

内装及厂区硬化等收尾工程。项目于 4

月底复工建设，7 月底完工，年内累计

完成投资 3000万元。

据了解，该项目于 8 月 14 日举行

开业典礼，目前，入驻交易中心木材生

产加工企业 10 家，木材加工配套企业

2家，主要加工生产刨光板、指接板、直

拼板、墙板、防腐木、木结构、木屋、龙

骨、床铺板、木漆、颗粒等产品。开业至

今，加工原木量达 17000 立方米。此

外，烘干窑已经具备生产条件，计划年

后投入使用。 阿莲

本报讯前 10 个月，巴彦淖尔市共

实施招商引资项目 291 项，投资总额

达 784 亿元（包括续建项目）。其中，国

内（区外）项目 155 项，投资总额 432

亿元；区内（市外）项目 136 项，投资总

额 352 亿元。共引进国内到位资金

266.21 亿元，其中：引进国内（区外）到

位资金 149.19 亿元；引进区内（市外）

到位资金 120.02 亿元。

前 10 个月，全市招商引资新开工

项目 238 项，投资额为 372 亿元，引进

国内到位资金 201 亿元。其中，亿元以

上新开工项目 55 项，投资额为 281 亿

元。从项目的投资领域看，农林牧渔业

实施项目 24 项，采矿业实施项目 81

项，制造业实施项目 88 项，电力、燃气

及水的生产供应项目 35项，房地产业、

建筑业实施项目 27 项，计算机服务和

软件业实施项目 5 项，其他实施项目

31项。 巴彦

本报讯 为降低易地扶贫搬迁建设

成本，防止贫困人口因搬迁而过度负

债，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决定在税

收、森林植被恢复费、经营服务性收费

等多方面给予优惠，支持易地扶贫搬迁

工作加快推进。

根据近日下发的《内蒙古自治区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易地扶贫搬迁

项目有关政策的通知》，在税收优惠政

策方面，内蒙古对从事易地扶贫搬迁的

项目建设单位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

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3 年内免征

企业所得税地方分成部分；对自治区级

平台公司与银行签订的《贷款合同》、与

各旗县（市、区）项目实施主体签订的

《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资金使用协议》等，

符合国家印花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

定的无息、贴息贷款合同，免征印花税。

《通知》要求，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围

绕改善搬迁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和发展

环境，建设住房和必要的附属设施，水、

电、路、气、网等基本生产生活设施，配

套建设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设

施，为搬迁群众就业增收配套建设的产

业项目等，按规定将免征森林植被恢复

费。

内蒙古同时实施经营服务性收费

减免。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涉及国土资

源、气象、建设、环保、地震、消防等方面

实行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由各

收费单位按照低限减半收取。实行市场

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本着扶贫支援

和保本微利的原则，由各行业协会协调

相关服务机构在保障服务质量的基础

上，按照执业收费标准的低限给予优惠

收取。 邢华

“六不准”保障内蒙古
天然气市场价格稳定

我区畜牧业生产实现“十三连稳”

内蒙古降成本支持易地扶贫搬迁

内蒙古肉牛屠宰增肉 10公斤以上

能源进口成为
满洲里公路口岸新亮点

年关将近 毛绒狗“旺”起来

满洲里市住房保障
完成自治区目标任务 106%

呼伦贝尔市“1+N”模式
推动双创新载体建设

包头大青山保护区
137家企业完成清整

包头电商谷交易额破 400亿元

包头“番茄产业化星创天地”
晋升为国家级

远东木材交易中心入驻企业
加工原木量达 17000立方米

巴彦淖尔市招商引资
291项投资总额784亿元

鄂尔多斯市重点行业安全生产
事故隐患整改率99%

本报讯 今后内蒙古将在保障性住

房、体育馆等重点公共建筑领域推广应

用装配式建筑，以推动绿色建筑规模化

发展。

据介绍，内蒙古鼓励各级政府在投

资新建的大跨度、大空间公共建筑和工

业建筑领域尽可能采用装配式钢结构

建筑，并逐步推广装配式钢结构住宅；

在城镇新区地下综合管廊、桥梁、轨道

交通、公交站台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领

域优先采用装配式建筑；在旅游景区、

园林景观、仿古建筑、自驾游客栈及度

假区、林区等低层新建公共建筑领域率

先采用现代装配式木结构建筑。

内蒙古各级政府将优先保障装配

式建筑产业基地和项目的建设用地，生

产制造装配式建筑材料、部品部件的项

目用地享受工业用地政策，可通过长期

租赁、先出租后转让、出租转让结合等

形式获得土地供应。内蒙古还将充分运

用重点产业基金支持装配式建筑发展，

有条件的地区将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发

展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实施装配式建

筑示范项目。

据了解，内蒙古规划到 2020 年新

开工装配式建筑占当年新建建筑面积

的比例达到 10％以上，其中政府投资

工程项目装配式建筑占当年新建建筑

面积的比例达到 50％以上。

邢华

内蒙古将推广应用装配式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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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桥开发区”应为“金川开发区”。特此更正，并

向广大读者致歉。
更正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