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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深入落实国家大数据

战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近日，内蒙

古大数据与产业深度融合行动计划

（2018—2020年）出台。

据了解，该计划全面贯彻落实国

家和自治区决策部署，按照“示范引

路、云数结合、分业施策、全面铺开”

的原则，围绕自治区重点产业，以龙

头企业为核心，以互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为支撑，在研发设计、生产制

造、经营管理、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

各个环节推动大数据与产业深度融

合，促进大数据在产品全生命周期和

全产业链应用，逐步形成数据驱动的

产业发展新模式。

通过大数据与产业深度融合行

动计划（2018—2020 年）实施，将推

动工业行业研发一批大数据产品，实

现数据驱动的制造业务流程，促进新

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

展，加快工业转型升级，推动农牧

业、服务业行业技术研发体系创

新、生产管理方式变革、商业模式

创新和产业价值链体系重构，推

动跨领域、跨行业的数据融合和协同

创新，探索形成协同创新的新业态、

新模式。

到 2020 年，建成 100 个以上自

治区级典型示范项目，形成一批产业

大数据云平台、产业创新创业中心和

公共技术服务中心，培育一批大数据

应用开发企业、大数据云平台服务

商、大数据运营商、大数据云应用服

务商，推动一批企业上云。
王中宙

本报讯 （记者 张鑫）5 月 15 日，

从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传出消息，全国首

个省级精准扶贫系列地方标准将于 7

月 15日正式实施。

据介绍，此次出台的《扶贫对象识

别规范》等 8项精准扶贫标准于 2018

年 4月 15 日批准发布,将于 7月 15 日

正式实施。由内蒙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

局与内蒙古自治区扶贫办制定。

内蒙古自治区质监局副巡视员、新

闻发言人冯晔介绍，此次出台的 8项精

准扶贫地方标准包括《扶贫对象识别规

范》《扶贫扶持措施规范》《干部驻村帮

扶工作规范》《扶贫项目管理规范》《扶

贫资金使用规范》《扶贫档案管理规范》

《扶贫工作成效考核评估规范》《脱贫退

出管理规范》，主要涉及精准识别、精准

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四个方面内

容。

冯晔说，目前,我区扶贫工作进入

“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消

除贫困的任务依然艰巨，扶贫开发管理

水平亟待进一步改进和提升。自治区质

监局与自治区扶贫办通力合作，经过大

量调研、反复论证，制定了《扶贫对象识

别规范》等 8项自治区精准扶贫标准，

并于 2018年 4月 15日正式发布。

冯晔表示，标准化是为纠正和防止

扶贫工作中出现的盲目性和无序现象，

实现精准扶贫、全面脱贫而采取的科学

手段。8项精准扶贫地方标准的发布与

实施，填补了内蒙古扶贫领域标准的空

白，对于助推内蒙古扶贫工作实现对象

瞄准化、帮扶措施具体化、管理过程规

范化、考核目标去 GDP 化具有重要意

义。

内蒙古出台大数据
与产业深度融合行动计划

本报记者 杨彦文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对落实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

成效明显的 25 个省（区、市）予以督查激励，其中我区化

解煤炭过剩产能成效明显榜上有名。

作为煤炭产能超 10亿吨，占全国的 1/4，已查明煤炭

资源量突破万亿吨大关，居全国首位的内蒙古，煤炭的黑

色曾取代过大草原的绿色。曾经的天蓝水碧草绿云白的

诗和远方也一度被煤炭拉近，而变得愈加凝重。

万亿吨的煤炭资源量意味着巨量体能的同时，也意

味着这种不可再生能源的产能过剩。人如果没梦想,那跟

一条咸鱼有什么区别?内蒙古也一样，她也有诗和远方的

梦想：那就是化解过剩产能，实现内蒙古资源的绿色崛

起。

2016 年完成了 10 处煤矿、330 万吨产能退出任务；

2017 年完成了 16处煤矿、810 万吨产能退出任务；此外

还完成了 9处、产能 270 万吨采矿证过期的在籍煤矿关

闭工作。两年共产能 1410 万吨，完成“十三五”期间退出

任务的 82.5%。2018 年计划退出任务为 11 处、405万吨，

实际确定退出 22处、产能 1110 万吨。三年内将总计退出

地方煤矿 57处、产能 2520 万吨，将提前两年超额完成

“十三五”期间全区地方煤矿退出任务。到 2020 年，除保

障部分偏远农牧区居民生活用煤外，60万吨以下煤矿将

全部退出市场。

多年前，《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煤

炭资源管理的意见》规定，这一新思路使得内蒙古从过去

简单的卖煤、卖资源，到现在发展煤炭深加工、延长产业

链，过剩产能产生的能源“过剩”正在逐渐弥合。特别是

2016 年，按照党中央、国务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策部

署，内蒙古扎实推进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工作，超额完

成了化解过剩产能任务。煤炭行业不仅实现了脱困发展，

而且产业优化升级，发展后劲和保供能力显著增强：2017

年全区煤炭行业实现利润 800 多亿元，比 2015 年增长

144%，行业亏损面降到 17%。全区煤炭行业实现了脱困

发展。

在大力推进去产能的同时，全区加快实施煤矿技术

改造和整合重组，实现产业升级，煤矿规模化水平和产业

集中度大幅提升，优质产能明显增加。目前 30 万吨 / 年

以下的煤矿已全部退出市场，120万吨及以上煤矿产能占

87%，1000 万吨及以上煤矿产能占 38%，单矿平均规模

238万吨 / 年，是全国的 4倍多。采煤机械化程度 97%，比

全国高 17个百分点。全区已形成 2个亿吨级、5个 5000

万吨级、8个千万吨级矿区，由于煤炭优质产能显著增加，

我区煤炭保供能力明显增强，为国家保供作出了显著贡

献。2016年冬季，东三省出现煤炭供应短缺现象，自治区

按照国家部署，有序释放优质产能，有效保障了东三省的

煤炭供应。2017年东三省煤炭供应仍然偏紧，我区按照国

家要求，继续承担东三省的保供任务，建立了应急保供机

制，制定保供方案，进一步加大优质产能释放力度，实现

了既保供又稳价。今年年初，煤炭价格上涨超预期，我区

部分煤炭企业以低于市场价供应煤炭，对平抑全国煤炭

价格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我区煤炭已建成产能 10 亿吨，自治区规划“十

三五”期间煤炭产能控制在 13 亿吨以内，煤矿数量减少

至 500处以内，在扎实推进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的同

时，积极承担保供任务，促进煤炭供需实现动态平衡。

绿色代表着希望，黑色也并不代表着沉重，黑色煤田

承载的绿色畅想也绝没有终章。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5 月 21 日，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

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公布第十五届中

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相关情况。按照

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组委会的整体

部署, 第十五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

节主要活动将于 2018 年 8 月 8 日至

18日在首府呼和浩特隆重举行。

据了解，第十五届中国·内蒙古草

原文化节包括 10个板块，设立了 30 多

个项目。第一板块：开幕式,包括开幕式

暨开幕剧展演和农牧民文艺汇演。第二

板块：优秀剧(节)目展演,包括优秀剧目

展演、杂技魔术专场演出、少年儿童主

题专场演出、蒙古族服装及男子帽饰时

尚秀。第三板块：乌兰牧骑新作展示,包

括乌兰牧骑新人新作展演和乌兰牧骑

新创蒙汉语小戏小品展演。第四板块：

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系列活动, 包括

电影下基层展映季、美术作品展、书法

篆刻作品展、摄影作品展、蒙汉语诗歌

朗诵会、广播剧征集展播、合唱展演、微

视频大赛。第五板块:主题音乐会,包括

蒙古语原创歌曲笔会及演唱会、“唱起

草原的歌 2018国际草原歌曲征集大赛

及颁奖盛典”、内蒙古校园歌手大赛、草

原音乐乐队组合大赛及演唱会。第六板

块:国际国内文化交流展示,主要是上

海国际艺术节优秀剧(节)目展演,包括

廖昌永“草原之声”独唱音乐会、土耳

其舞剧《苏丹艳后》等优秀剧(节) 目。第

七板块:第三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

博览交易会,包括首届内蒙古自治区文

化旅游创意设计大赛、全区文化产业博

览交易会、民族非遗展和内蒙古长城历

史文化展。第八板块：草原文化论坛,包

括草原文化论坛主论坛、文学艺术分论

坛和“内蒙古学”分论坛。第九板块:全

区优秀剧(节)目惠民演出,包括全区优

秀剧目驻场演出和全区优秀剧(节)目巡

演。第十板块：闭幕式,包括闭幕式及颁

奖仪式、优秀作品路演。

本届草原文化节呈现出一系列新

的特点和亮点，具体内容包括：在各项

目设计上，充分体现草原文化自信，力

争将总书记的嘱托转化为工作举措和

实际成果；用文艺的形式生动反映改革

开放 40周年以来的历史性变革，坚定

各族人民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坚强

信心；注重以人民为中心，坚持重心下

移和文化惠民，更加突出“人人参与文

化节、人人享受文化节”的办节特色；在

展演内容、办节方式和惠民手段上进行

创新，引进全新票务系统，力争通过票

务管理创新，调动广大群众深度参与草

原文化节。

第十五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 8月 8日开幕

化解煤炭过剩产能
黑色煤田的绿色畅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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