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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商报》

新鲜出炉!2020 内蒙古
民营企业 100 强重磅发布

呼市电子商务“十四五”发展
规划专家评审会在呼召开

重磅利好!投资 3 亿元
又一电商物流巨头
落户和林格尔新区

新鲜出炉!2020 内蒙古民营企业 100 强重磅发布

本报讯（记者 张鑫）12 月 12 日,由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管委会、内蒙古自

治区商务厅、呼和浩特市商务局联合

京东直播、内蒙古青城金谷农牧业

发展有限公司、京东中国特产·呼和

浩特馆举办的“助农扶贫上京东·爱

心享购双十二”内蒙古城市直播节在和

林格尔新区智能制造产业园中国 (呼和

浩特)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成功举

办。

记者了解到，本次活动是和林格尔

新区首次举办电商带货直播，也是新区

与京东集团继亚洲一号、机器人智能配

送基地、无人超市之后的拓展的又一领

域合作内容，活动以“双十二”营销节点

为契机，选自呼和浩特市范围内(京东呼

和浩特特产馆)的 20余款助农扶贫产品

在京东直播间内一一呈现，带货主播结

合产品卖点、特性进行了详细介绍，展

现了呼和浩特原产地产品的特色价值，

充分利用地方特色、美食文化等元素推

介产品内涵。

活动是落实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

关于培育区域品牌电商要求的具体举

措，旨在更好地整合本地特色产品资

源，开展线上营销，聚焦打造“内蒙

古味道”区域品牌，助推电商扶贫和

消费扶贫。该活动的举行，对于加快

京东直播基地落户新区，推动形成

集互联网技术、网络营销与内蒙古

特色产品结合的电商上行销路具有

重要的意义。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区位优势突

出，交通路网便捷，是辐射京津冀和呼

包银榆地区的核心节点地区。今年以

来，落地和林格尔新区的京东“亚洲一

号”项目已正式运营，在 2020 年“双十

一”期间，京东物流承接的订单中，内蒙

古自治区内近 80%订单是通过新区京

东“亚洲一号”智能物流园发出或中转

的，已成为京东在内蒙古上行下行产品

最重要基地。

下一步，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坚持

把发展现代服务业和电子商务产业作

为重点培育方向，以呼和浩特新机场为

依托，稳步推进新区空港物流园区建

设，加快推进京东“亚洲一号”智能物流

园、韵达、申通等电商物流龙头企业区

域总部建设，大力发展社会化、专业化

物流，提升物流信息化、标准化、网络

化、智慧化水平，建设高效便捷、通达顺

畅、绿色安全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打

造我国华北地区重要的大型物流集散

枢纽和辐射俄蒙及欧洲的国际性陆运

物流基地，更好地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

充分动力。

（详见 3版）

本报讯（记者 张鑫）记者从内蒙

古自治区农牧厅获悉，今年，我区把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农牧业工作

的头等大事来抓，努力克服新冠肺炎

疫情和自然灾害等不利因素影响，压

责任、稳面积，通堵点、保供应，稳步

推进农业生产。全区粮食生产再获丰

收，连续 3 年保持在 350 亿公斤以

上，总产量达到 366.4 亿公斤，比上

年增加 1.15 亿公斤，增长 0.3%，实现

“十七连丰”，稳居全国第 8 位，超额

完成国家下达我区的粮食生产目标

任务，为内蒙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020 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把

稳定发展粮食生产作为落实“六保”

任务的重中之重和基础性工作来抓，

在生产关键时期，党委政府主要领导

多次深入生产一线，亲自督促指导疫

情防控和农牧业生产，对高标准农田

建设、盐碱化耕地改良、备春耕生产

等重点工作进行挂牌督战，确保各项

目标任务按期完成。 今年，全区粮

食播种面积 10250 万亩，同比增加

8.5 万亩。

为了保障粮食生产顺利推进，各

级农牧部门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努力

克服疫情影响，出台保障备春耕物资

运输政策，建立绿色通道，对备春耕

物资储备调运、农资企业复工复产、

春播进度实行日调度。在春播的关键

时期，组织两个督查指导组，深入基

层督查并及时解决农资企业复工复

产和农资、农产品运输受阻等问题，

全面打通运、购、销堵点，实现春播所

需农资、农机、资金、人员等供应充

足、到位及时，确保了粮食播种面积

目标任务落实落地，基本农田种满种

好；在努力提升粮食基础产能方面，

投入 2.48 亿元专项资金，在河套平

原、土默川平原、西辽河平原等粮

食主产区选择 6 个典型旗县开展

12.2 万亩盐碱化耕地改良试点工

作。通辽市开鲁县 50 万亩、科尔

沁区 20 万亩和科左中旗 40 万亩

集中连片高效节水高标准农田项目

和通辽市科左中旗、巴彦淖尔市五原

县盐碱化耕地改良试点工作在春播

前全部完成，为粮食生产提供了有力

支撑。

同时，在加大粮食生产支持力度

方面，内蒙古自治区区积极出台政策

措施，先后印发了《关于加快推动农

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农业高质

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 (2020 年

-2022 年)》《关于促进马铃薯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构建支持粮

食生产的长期政策框架，走绿色高质

量发展之路。全区新增马铃薯生产补

贴 4.27 亿元，努力挖掘粮食主产区

产能。以主要粮食作物和粮食主产区

为重点，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生产

标准化、产业集群、区域品牌、产地环

境等高质量内容方面的发展速度，持

续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和质量。各地纷

纷出台支持粮食生产政策，呼伦贝尔

市实施“薯业崛起”计划，编制了《呼

伦贝尔市现代薯业崛起规划(2019 年

-2022 年)》;巴彦淖尔市政府出台了

《大力发展优质小麦十条意见》，鄂尔

多斯市拿出 1000 万元支持杂粮杂

豆产业发展。

下一步，内蒙古将继续扛起全国

粮食主产区的责任，全力保持粮食生

产稳定：切实加强耕地保护建设和用

途管制，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坚决制

止和纠正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现象;

继续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坚持良田粮

用，永久基本农田优先种三大主粮，

其他耕地宜粮则粮、应种尽种，确保

稳住现有粮食播种面积;努力提升

粮食生产能力; 切实提升粮食生

产科技支撑能力 ，大力推广以

“控肥、控药、控水、控膜”为主的

绿色生产技术，引导粮食生产走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

量发展新路子，由增产导向向量、

质并重转变; 引导以粮食内部结

构调整为主的种植结构调整，增

加优质粮食供应能力。对不适宜种

植粮食作物的耕地实施粮改饲，扩大

饲用作物种植面积，推进草畜一体化

发展，提升大口径粮食供应能力，继

续为国家粮食安全做贡献。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新渠道”
助力“内蒙古味道”走向全国

366.4 亿公斤!“十七连丰”!内蒙古粮食产量稳居全国第 8位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12 月 14 日,内蒙古自治区新

闻办召开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十三五”发展情况“十四

五”工作思路新闻发布会。

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李喜介绍，“十三

五”以来，自治区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实现了较快发展，全区

12个盟市所在地均连通了高速公路，全区 103 个旗县(市、

区)全部通一级及以上公路，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嘎查全部

通硬化路、通客车，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有力

的交通基础保障。

记者了解到，截至 2020 年 11 月底，全区“十三五”公

路水路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已完成 2990 亿元，到年底

预计完成 3000 亿元，完成规划目标 2968 亿元的 101%，

为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发挥了积极

作用;交通基础设施加快发展，预计到年底，全区公路通车

总里程达到 21 万公里，较 2015 年末的 17.5 万公里增加

3.5 万公里，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加速成网；高速公路网络不

断完善。预计到年底，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 6985 公

里。世界最长沙漠高速公路京新高速公路内蒙古境内全线

建成通车，国家高速公路丹东至锡林浩特、荣城至乌海、奈

曼至营口内蒙古段全线建成通车。海拉尔至满洲里口岸高

速公路即将建成，包茂高速包头至鄂尔多斯段八车道改造

建成通车，新增 7 条省际高速公路出区通道，高速公路出

区通道达到 21条，新增 13个旗县通高速公路，旗县、市区

通高速公路数量达到 64个;普通干线路网结构更趋优化。

预计到年底，全区一级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8650公里、二级

公路达到 1.9 万公里。实现所有旗县通一级及以上公路，

口岸通二级及以上公路，重点口岸通一级公路;农村牧区

公路建设取得新突破。“十三五”时期，新改建农村牧区公

路 6.55 万公里;运输站场和水运工程稳步推进;工程质量

和养护水平持续提高。

李喜表示，“十四五”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发展重点

把握六个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完善

路网出行服务体系，有序实施公路提质改造、路网改善等

工程，加快消除“断头路”，加快推进资源路、旅游路、产业

路建设，让交通运输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

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

路子，全方位、全过程推动绿色交通发展，实现由被动适应

向先行引领转变，真正做到修适合的路、修需要的路、修符

合生态环保要求的路;坚持统筹行业发展和安全，把安全

发展贯穿于交通发展全过程，增强国家战略物资和应急物

资运输保障能力，大力实施国省干线和农村公路危桥改

造、公路生命安全防护工程、窄路面改造等项目，确保行业

生产运行安全;坚持改革创新，深化行业体制机制改革，加

强综合交通枢纽、新能源充电桩等新型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推动 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与交通运输融合发

展，加快建设数字交通;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从全面发力向重点攻坚转变，推动运输服务从基本

保障向品质提升转变，推动管理体制从行业管理向综合协

同管理转变;深入贯彻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确保圆

满完成交通强国试点任务，力争用 1—2 年取得阶段性成

果，用 3—5年形成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试点经验和模

式，以点带面推动交通运输实现跨越式发展。

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规划处处长刘智勇介绍，

“十四五”是全面开启建设交通强国的第一个五年，内蒙古

自治区“十四五”交通运输发展规划到 2025 年，全区公路

总里程达到 21.5 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达到 9000 公里、

一级公路达到 1万公里、农村公路达到 17 万公里，普通国

道二级以上比例达到 80%，省道三级以上比例达到 85%，

全区较大自然村(20 户以上)通硬化路率达到 75%以上；实

现首府至盟市、相邻盟市之间高速公路互通，重点口岸高

速公路连通，全区 103 个旗县(市区)通高速达到 77 个，高

速公路出区通道达到 29 个。

与此同时，高质量完成我区交通强国试点任务，运输

服务水平显著提升，养护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运输结构

进一步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增

强。基本形成互联互通、优质高效、便捷舒适、智慧安全、生

态绿色的高品质公路水路交通运输体系，全面推进交通强

区建设，为自治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交通运输保

障。

总结“十三五”谋划“十四五”

2025 年，内蒙古公路总
里程达到 21.5 万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