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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安监总局、财

政部日前联合修订印发《安全生产领域

举报奖励办法》，提高了奖励额度，最高

可达 30万元。

据安监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联合

修订的奖励办法，在原办法确定的煤

矿、非煤矿山、道路交通、危险化学品、

烟花爆竹、冶金机械等行业领域的基础

上，将安全生产举报奖励范围扩大到所

有行业领域的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

产违法行为；举报重大事故隐患和违法

生产经营建设行为的奖励由原办法的

1000 元至 1 万元，提高到 3000 元至

30万元；举报瞒报谎报事故的奖励由原

办法的 3000 元至 3万元，提高到最高

30 万元；对举报重大事故隐患、违法生

产经营建设的，奖励按照行政处罚金额

的 15%计算；对举报瞒报谎报事故的，

按照最终确认事故等级和查实举报的

瞒报谎报死亡人数给予奖励，其中：一

般事故按每查实瞒报谎报 1 人奖励 3

万元计算，较大事故按每查实瞒报谎报

1人奖励 4万元计算，重大事故按每查

实瞒报谎报 1 人奖励 5万元计算，特别

重大事故按每查实瞒报谎报 1人奖励 6

万元计算；同时为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

益，明确了参与举报处理工作人员的保

密责任，加强对举报人的法律约束，明

确举报人的责任，防止出现假举报、乱

举报、恶意举报等现象。

叶昊鸣

本报讯 自治区发改委据各盟市

上报的能源价格监测数据显示，2017

年 12 月份，全区动力煤坑口结算价略

有上涨，电煤购进价格下降，成品油零

售价格上调，工业用电价格保持稳

定。

具体表现为，12 月份全区动力煤

价格先涨后降，月平均价格略有上涨。

12 月全区动力煤平均结算价格为

213.83 元 / 吨，较 2017 年 11 月份

（下称环比）略涨 0.01%；较 2016 年

12 月份（下称同比）上涨 6.46%。其

中，东部地区褐煤平均坑口结算价格

为 163.57 元 / 吨，环比上涨 4.12%，

同比上涨 21.31%；鄂尔多斯市动力煤

平均坑口结算价格为 296.67 元 / 吨，

环比下降 4.30%，同比上涨 3.49%。

12 月份，全区电煤平均购进价格

为 206.29 元 / 吨, 环比下降 2.54%，

同比上涨 6.43%，涨幅下降 9.62 个百

分点；折算为标准煤（7000 大卡）后平

均值为 377.13 元 / 吨，环比下降

2.17%，同比上涨 7.21%。其中,东部地

区电煤平均购进价格为 160.67 元 /

吨，环比上涨 1.17%，同比上涨

9.38%；西部地区电煤平均购进价格

为 242.78 元 / 吨，环比下降 4.40%，

同比上涨 4.93%。

12 月份，受供应增加影响，煤炭

价格中旬以后开始小幅下降。1月初，

全国迎来大面积降雪降温，下游需求

进入冬季需求高峰期，同时产地外运

受限，价格有所上涨。中央气象台预计

未来 10 天中东部仍将出现大风降温

天气，同时伴随降水过程，预计将增加

煤炭需求，同时可能影响产地外运，将

拉动价格小幅上涨，由于近期煤炭供

应相对充足，价格涨幅也不会过大。

在成品油方面，12 月 29 日成品

油价格小幅上调，92 号汽油、95 号汽

油、0号柴油、-10 号柴油全区平均零

售价格分别上调至每吨 9005 元、

9514元、7480元、7929 元，较调价前

汽、柴油价格分别上涨 0.83%、0.94%，

同比汽、柴油价格分别上涨 7.66%、

8.41%。

12 月份，西部电网普通工业用电

（35 千伏以上）价格为 0.5583 元 / 千

瓦时，东部电网赤峰通辽电网普通工

业用电（35千伏以上）价格为 0.746

元 / 千瓦时；西部电网大工业用电（35

千伏以上）价格为 0.4328 元 / 千瓦

时，东部电网赤峰通辽电网大工业用

电（35 千伏以上）价格为 0.443 元 /

千瓦时，价格均与上月持平。

葛薇

本报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质监

局了解到，为有效维护产品质量安

全，防止发生系统性、潜在性产品质

量安全风险，突出事前预防，近日，自

治区建材产品质量检验院、自治区石

油化工监督检验研究院、自治区稀土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实施了相

关产品的风险监测工作。

据了解，本次产品质量安全风险

监测包括弹性体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煤炭、餐饮用陶瓷器产品、植物性食

品（果蔬、粮食）共 4 类产品 5 个项

目，计划监测样品 350 批次，实际监

测样品 347 批次，完成率为 99.1%。监

测样品来自全区 10 个盟市生产加

工、商贸流通环节的产品，其中生产

领域 46 个批次，流通领域 301 个批

次。本次风险监测有 110个批次样品

检出问题，问题检出率 31.7%。

刘芳

本报讯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标准化

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发文通报表彰全区

推进标准化三年行动计划成绩突出单

位，稀土高新区稀土产业集群标准化试

点建设项目被评为全区唯一一项成绩

突出的工业试点项目。

2015 年以来，稀土高新区从政策

措施、人力、物力等多方面加大对标准

化工作的投入力度，出台了《包头稀土

高新区促进科技创新 20 条政策措施

（试行）》，对高新区主导和参与制修订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企业和单位给予

资金奖励，旨在鼓励和引导企业、科研

单位参与标准制定，研制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用标准争

得“话语权”。2018 年，稀土高新区又积

极申报国家级稀土产业集群标准化示

范项目建设，拟通过项目示范推动，巩

固和提升标准化试点建设成果，完善稀

土技术标准体系，引导稀土企业转型升

级，由资源生产型向技术集约型转化，

提高资源利用率，淘汰落后产能，创新

产品，着力打造中国北方稀土品牌。

陆成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进便民利民措

施实施，有效解决群众购车入户难的问

题，近日，赤峰市松山区公安分局交警

大队车管所在上级业务部门的指导下，

率先在中心城区“大魁三轮摩托车城”

成立首家“摩托车带牌销售服务站”。

此举，成功实现了群众购买摩托

车、注册登记、车辆上牌等一条龙服务，

有效地遏制了摩托车无牌上路交通违

法行为的发生。同时，也大大提升了摩

托车注册登记率，改变了传统的单一选

号模式，填补了节假日不能上牌照的缺

陷，提升了广大群众办理牌证的获得

感、满意度。 刘莉 徐海晨

本报讯 2015 年，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

《关于制定和调整污水处理收费标

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 格

[2015]119 号），要求各地 2016 年底

前将设市城市、旗县及重点建制镇

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原则上调至不低于

国家规定的标准。

2016 年，锡林郭勒盟启动了旗县

市（区）所在地污水处理收费标准调整

工作。经过成本监审、征求意见、风险评

估、价格听证等程序，2017 年调整了旗

县（区）所在地收费标准，2018 年 1 月

31日完成了锡林浩特市收费标准工作，

至此，全盟调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工作

圆满完成。

据了解，调整后旗县（区）执行居民

生活污水 0.85 元 / 立方米，非居民污水

1.20 元 / 立方米的收费标准；锡林浩特

市执行居民生活污水 0.95 元 / 立方米，

非居民污水 1.40 元 / 立方米的收费标

准。同时，为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

水平不受影响，各旗县市（区）相应出台

了对低收入家庭减免政策。

本报讯 阿拉善经济开发区引入第

三方专业团队对园区浓盐水进行减量

化处理，在安全处置浓盐水的同时，有

效减少浓盐水存量，消除浓盐水带来的

环境隐患。

在阿拉善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有

限公司，新建的浓盐水减量化处理项目

正在运行中。该项目采用具备自主知识

产权的高密沉淀池和浸没式超滤产品

以及国内先进技术的海水淡化膜，对阿

拉善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再

生水系统产生的浓盐水减量化浓缩处

理。

阿拉善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有限

责任公司承担整个园区工业污水和生

活污水的处理责任，来水水质复杂，主

要是盐含量，COD和氨氮含量高，污水

处理工艺复杂。针对这一情况，阿拉善

经济开发区投资 7742 万元，在现有系

统再生水 80%回收率的基础上，引入第

三方专业团队北京新源国能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EPC+O”（设计采购

施工和管养一体化）的形式负责浓盐水

减量化处理项目建设和运行。项目投产

后预计 2018 年 6月底之前，浓盐水存

量将大幅减少，满足后续处置处理的水

量和水质要求，在此基础上，还将对该

项目进行提标改造后，进一步减少浓盐

水量，实现园区近零排放的预期效果，

彻底解决园区浓盐水问题，助力园区经

济发展。

阿山

本报讯 截至去年，赤峰市共有 221

个项目录入财政部 PPP 综合信息平台

系统，占全区总量的 22.4%，位居全区第

一位。

据了解，PPP 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是公共基础设施中的一种项目运作

模式。赤峰市 221 个 PPP 项目总投资

约 1261.8 亿元，其中，正在办理前期手

续的项目 141 个；已制定初步方案的项

目 26 个；采购阶段项目 13 个；落地开

工项目 41 个。这些项目种类涉及交通

运输、水利建设、农业、林业、市政工程、

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生态建设与环境

保护等 19 个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领域。

全市共有 20 个 PPP 项目入选自

治区重点推介项目库，其中 7 个重大项

目列入国家示范项目，涉及水利、交通

运输、市政工程等领域，总投资约 120

亿元，示范项目个数全区第一。目前，7

个国家示范项目已全部完成社会资本

方采购，进入开工建设阶段，比财政部

规定的时间提前了 7个月。

红山

本报讯每年春节到来之际，家家户

户都会忙着扫尘除垢，做好辞旧迎新的

准备。1月 30日，记者走访巴彦浩特家

政服务市场发现，虽然距离过年还有一

段时间，但家政服务市场已经悄然升

温，家政保洁人员预订火爆。

“得一星期以后了，行吗？这几天的

时间全部都排满了。”上午 10 点，记者

来到恒大保洁服务有限公司看到，前台

工作人员正忙着接电话，并不停地在摊

开的记录本上详细记录客户的预约时

间和家庭住址。“从 1月初开始，咨询、

预订家政服务的电话就逐渐多了起来。

越是临近春节，家政服务人员就越忙，

甚至有时候接到急单都没法派工，只能

放弃。”该公司负责人穆建军一边说，一

边向记者展示预约本。

新浩特许明家政服务公司杨女士

告诉记者，最近不仅公司的十几个长期

工全部排满班，就连经常合作的临时服

务人员也全部派出去了。“我们预约的

客户都排到腊月二十九了，因此公司大

部分员工到除夕才能回家。”杨女士说。

记者了解到，巴彦浩特地区正规注

册的家政保洁服务公司都有明确的收

费标准，随着家政服务需求量增大，巴

彦浩特迎来服务人员的用工高峰，市场

上除家政服务“正规军”以外，一些“游

击队”也乘势而上。他们的出现不仅扰

乱了市场，也存在损害消费者权益的现

象。

对此，阿拉善盟市场监督管理局副

局长吴开彦表示，居民需要家政保洁服

务时应与有注册资质的家政服务公司

签订协议，如遇到问题可及时拨打

12315 进行投诉维权。如果选择的是无

任何资质的家政服务公司或个人，则标

准难以界定，无法帮助消费者进行调解

维权。

王芳

本报讯 2017 年 4 月 8 日，500

吨俄罗斯小麦首次由内蒙古满洲里铁

路口岸进口中国。9月末到 12 月末，

满 洲 里 口 岸 进 口 俄 罗 斯 小 麦

17465.85 吨，创下了 2017 年满洲里

口岸进口俄罗斯小麦 17965.85 吨，货

值 446.05 万美元的纪录。除 700 吨

小麦在满洲里口岸落地加工外，其余

96.1%都调运到辖区外的黑龙江、辽

宁、吉林、北京、河北、山西、湖南、内蒙

古等地加工，让俄罗斯的“绿色主食”

摆上了多省市老百姓的餐桌。

2018 年，满洲里辖区的内蒙古伊

泰集团小麦加工厂将正式投入生产，

除中粮外的多家企业也在尝试进口俄

罗斯小麦。满洲里检验检疫局将不断

总结工作经验，运用进境粮食检验检

疫管理系统实现小麦入境、现场查验、

接卸、换装、调运、后续加工全过程可

追溯。严格执行国家局《出入境检验检

疫流程管理规定》，缩短检疫流程时

限，提高通关时效。继续加强与铁路、

海关等联检联运部门的协作配合，提

高执法效能。开展外来有害生物监测，

确保加工厂周边及辖区内生态环境安

全，借助满洲里口岸独特的区位优势

助力俄罗斯小麦进入中国。

随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生活质量和食品安全的要求越

来越高，俄罗斯小麦价廉、绿色、无污

染、品质好，越来越受到中国人民的喜

爱。据俄罗斯农业组织联盟发布的数

据显示，2017 年冬小麦和春小麦总产

量为 8810 万吨，比 2016 年的 7590

万吨，增长 16.1%。夏季交货的俄罗斯

小麦价格比欧盟小麦每吨便宜 10 到

15 美元，庞大的库存和价格优势将推

动 2018 年俄罗斯小麦出口再创历史

新高。进口俄罗斯小麦将优化我国优

质绿色小麦供给结构，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

高淑红

本报讯 据海关统计，2017 年，内蒙

古自治区进出口值 942.4 亿元人民币，

比去年同期（下同）增长 22.5%，较同期

我国外贸进出口增长高出 8.3 个百分

点；其中出口 334.8 亿元，增长 15.2%；

进口 607.6 亿元，增长 26.9%；贸易逆差

272.8 亿元，持续缩小。

2017 年内蒙古外贸进出口的主要

特点为：进出口月度贸易值连续 11 个

月同比增长。2月份内蒙古贸易值突破

96.2 亿元，达到 41 个月以来高点后震

荡回落，12 月当月进出口 78.6 亿元，增

长 8.2%；其中，出口 30.9 亿元，增长

18.6%，进口 47.8 亿元，增长 2.4%，贸

易逆差 16.9 亿元，继续收窄；蒙古国为

最大贸易伙伴，与安哥拉开展贸易陡

增。2017年，贸易国呈现多元化，内蒙古

企业对蒙古国进出口 264.6 亿元，大幅

增长 42.2%，占同期内蒙古进出口总值

的 28.1%，居首位；对俄罗斯进出口

206.0 亿元，增长 12.1%，占 21.9%；与澳

大利亚开展贸易 40.1 亿元，猛增

112.4%，占 4.3%；其余为与美国、韩国

等开展进出口贸易；值得一提的是，对

安哥拉进出口陡增 2003.6 倍，贸易值

11.2 亿元，占有份额仅为 1.2%；一般贸

易方式主导进出口，边境小额贸易增幅

较大。2017 年，内蒙古企业以一般贸易

方式进出口 535.2 亿元，增长 24.7%，占

同期内蒙古进出口总值的 56.8%；以边

境小额贸易方式进出口 302.9 亿元，大

幅增长 45.3%，占 32.1%；保税仓库货物

进出口 68.6 亿元，下降 6.5%，占 7.3%；

其余以加工贸易等方式进出口；民营企

业领军进出口，国有企业下降。2017 年，

内蒙古民营企业进出口 716.0 亿元，大

幅增长 31.7%，占同期内蒙古进出口总

值的 76.0%；国有企业进出口 152.9 亿

元，下降 3.4%，占 16.2%；其余为外商投

资企业等进出口；机电产品出口超农产

品成为主要出口类别，进口继续以能源

资源型产品为主。2017 年，内蒙古出口

机电产品、农产品、钢材 3 大类产品合

计 170.2 亿元，上述三类产品合计占同

期内蒙古出口总值的50.8%。同期，内蒙

古进口煤及褐煤、锯材、铜矿砂及其精

矿为前 3类商品，上述三者合计占同期

内蒙古进口总值的 52.4%。 周丽

本报讯近日，在通辽市科左中旗花

吐古拉工业园区内蒙古科尔沁肉牛种

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核心育种场，7 头毛

色黄，头、四肢和尾帚为白色的小牛犊，

长得几乎一模一样，来访者不禁赞叹：

“真是太漂亮了！”

“这都是纯种西门塔尔牛！”公司董

事长兼总经理王维说，“去年 3 月，公司

与中国农业大学、河北廊坊盛隆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在园区内合作，开展‘试管

牛’工厂化批量生产项目研究，到目前，

共生产胚胎 118 枚，移植受体 23 头，首

批 7 头小牛犊陆续安全降生，这标志着

国内首次‘试管牛’工厂化批量生产试

验取得初步成功，也填补了全国范围内

该领域的空白。”

内蒙古科尔沁肉牛种业股份有限

公司成立于 2014 年，2015 年 6 月公司

肉牛种业项目开工建设，自治区和通辽

市两级财政共投入资金 1.69 亿元，旨在

建设全国一流、世界先进的肉牛种业园

区。2016 年 10月底，园区核心育种场、

胚胎移植中心、配料中心及实验综合楼

等配套建筑和设施全部建设完成。其

中，肉牛生物工程实验室采用最尖端的

理论和技术，专门从事现代育种研究，

为开展分子育种打下基础。

“试管牛”即体外胚胎生产技术，是

指直接从供体卵巢内收集良种卵母细

胞，经过体外培养，挑选优质卵母细胞

进行体外受精，模拟母牛子宫环境，培

养受精卵。在实验室进行严格的质量控

制和无菌化操作，以生产优质的牛胚

胎。“工厂化批量生产”是指在供体体外

繁殖不受排卵期限制的情况下，以工厂

化形成批量生产，将种胚胎移入本地牛

的体内孕育，产出血统纯正的各类优质

肉牛。

“自然繁殖状态下，1头母牛 1年只

能生产 1个牛犊，工厂化批量生产能成

百上千倍地增加母牛后代数量，使优秀

母牛在短时间内快速扩群成为可能。”

科左中旗畜牧工作站站长敖其尔介绍，

“试管牛”实现工厂化批量生产能够大

幅降低生产成本，加快品种改良步伐，

加速育种世代间隔，实现科学技术向生

产力转化。通过胚胎冷冻技术，优秀母

牛基因能够保存到死后的十几年甚至

几十年，极大地提高了优良基因利用

率。同时解决了活牛运输困难的问题，1

个 30 升液氮罐可将上万头的“活牛”运

到世界的任何地方。

谈到下一步规划，王维说，公司将

进一步研究降低胚胎生产成本，提高移

植受胎率，把工厂化批量生产胚胎、性

空胚胎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之一，通过

组建胚胎移植队伍，在全市培育肉牛高

产母牛群，丰富肉牛种业产品市场，打

造“科尔沁肉牛”品牌。公司计划 3年内

达到年供种牛能力 200 头，年生产胚胎

3000 枚，年产冷冻精液 300 万剂，实现

自主育种，改变国内种牛主要依赖进口

现状。

郭洪申 薛一群

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最高30万

12 月份我区煤炭价格略有上涨

锡林郭勒盟调整
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工作完成

内蒙古347批次产品接受“体检”

包头高新区稀土产业
集群标准化试点走在全区前列

赤峰松山区首家“摩托车
带牌销售服务站”挂牌成立

阿拉善经济开发区浓盐水
减量化处理项目建成投用

赤峰PPP项目占全区总量的
22.4% 位居全区第一位

俄罗斯“绿色主食”
越来越多摆上中国餐桌

2017年内蒙古自治区
进出口值942.4 亿元人民币

国内首次“试管牛”工厂化
批量生产试验取得成功

春节前家政服务市场悄然升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