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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列日中蒙铁海快线班列
从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

乌兰图雅“直播武川”支持非遗、暖企热场

推动“莜莜”岁月新节奏

特别报道 TEBIEBAODAO 特别报道 TEBIEBAODAO

本报讯（记者 张鑫）统筹推进常态

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

“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积

极落实支持企业纾困发展的政策措施，

企业复工复产、复商复市进度持续向

好，全区经济社会运行有序恢复。5月份

主要经济指标同比增速大多数呈现延

续回升态势!

制造业为工业发展主要动力，行业

增长面超五成。1－5 月份，全区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2.5%，降幅小于

全国平均水平 0.3 个百分点。

三大门类“两增一降”：制造业增加

值增长 5.6%，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

和供应业增长 1.0%，采矿业下降

10.1%。行业增长面超过五成：41个大类

行业增长面达 53.7%。医药制造业、食品

制造业、烟草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有色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生产

和供应业分别同比增长 4.4%、7.8%、

29.1%、8.5%、30.8%、11.6%、1.1%。产销

率为 98.9%，比 1-4 月份提高 0.8 个百

分点。

新兴产业发展向好：非煤产业增加

值增长 3.9%;现代煤化工增长 9.6%;高

技术制造业增长 6.8%;高新技术产业增

长 8.8%。

生活类用品及新产品增势良好：速

冻食品、乳制品、膨化食品、小麦粉、饮

料等生活用品供应充裕，分别同比增长

45.2%、21.1%、55.9%、13.9%、32.4%;单

晶硅、多晶硅、单一稀土金属、石墨及碳

素制品等新产品产量分别同比增长

62.6%、29.5%、27.1%、7.1%。

市场消费持续回暖，生活必需品类

成重要支撑。1-5 月份，全区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15.2%，降幅较 1-4

月份收窄 2.6 个百分点。

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

零售额下降 15.4%;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下降 13.7%。

按消费类型分，餐饮收入下降

39.7%，商品零售下降 10.9%，分别较

1-4 月份收窄 7.8个和 1.7 个百分点。

居民生活密切相关商品成为消费

重要支撑，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

增长 24.2%，饮料类增长 5.1%，中西药

品类增长 2.3%。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

网络实现的餐费收入增长 25.5%。

投资降幅进一步收窄，民间投资比

重提升。1－5月份，全区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同比下降 19.6%，降幅较 1—

4月份收窄 5.9 个百分点。其中，基础设

施投资下降 14.7%，降幅较 1-4 月份收

窄 7.6 个百分点。

新动能和重点领域投资逐步向好。

工业技改投资由负转正，同比增长

9.5%;工业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高技

术服务业投资降幅分别收窄 8.0 个、

16.3 个、16.2 个百分点。

工业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

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

业投资都有所回升。其中电力、热力、燃

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增长

24.8%，较 1-4 月份提高 9.5 个百分点，

拉动全部投资增长 3.0 个百分点。

民间投资降幅进一步收窄，占比提

高。1-5月份，全区民间投资同比下降

8.6%，较 1-4 月份收窄 4.3 个百分点，

降幅小于全部投资 11.0 个百分点;占全

部投资的比重为 59.2%，比上年同期提

高 7.2 个百分点。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加快，销售面

积和销售额实现“双增”。1-5月份，全区

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 224.7 亿元，同比

增长 6.8%，增速较 1-4 月份提高 1.2 个

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面积 449.7 万平方

米，同比增长 10.4%，较 1-4 月份提高

10.1 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额 301.0 亿

元，增长 15.2%，较 1-4 月份提高 18.2

个百分点。企业到位资金同比增长

8.3%，继续呈现良好态势。

服务业降幅放缓，效益情况逐步

向好。1-4 月份，全区规模以上服务

业企业营业收入 450.8 亿元，同比下

降 15.6%，降幅较一季度收窄 3.5 个百

分点。

企业效益持续好转。在规模以上服

务业 31 个行业中，24 个行业营业收入

增速较一季度有所提高。1-5月份，邮政

业务总量、快递业务量、快递业务收入

分别增长 10.3%、19.3%和 18.6%，较

1-4 月份分别提高 5.0 个、5.9 个和 4.5

个百分点。

物价涨幅继续回落，工业品出厂价

格微涨。1-5 月份，全区居民消费价格同

比上涨 3.0%，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1 个

百分点，也较 1-4 月份回落 0.4 个百分

点。其中，城市上涨 2.8%，农村牧区上涨

3.8%。八大类价格除交通和通信类外均

上涨，其中，医疗保健类上涨 3.8%;食品

烟酒类上涨 8.5%，主要是畜肉类和鲜菜

类上涨拉动所致，分别上涨 48.3%和

6.4%。商品零售价格上涨 1.4%;农业生

产资料价格上涨 4.5%。

1-5 月份，全区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同比上涨 0.1%，较 1-4 月份降低 0.7

个百分点。34个行业大类中，有 13个大

类同比上涨,上涨面 38.2%。工业生产者

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0.2%，较 1-4 月份

降低 0.5 个百分点。

经济活跃度指标趋好，物流指数平

稳回升。1-5月份，全区全社会用电量

1543.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9%，较

1-4 月份提高0.7 个百分点。其中，工业

用电量 1352.8 亿千瓦时，增长 4.7%，在

工业中制造业用电量 1032.8 亿千瓦时，

增长 5.6%，提高 0.8 个百分点。物流业

指数回升。5月份，内蒙古自治区物流业

景气指数 51.5%，较 4 月份提高 0.8 个

百分点。

总体看，全区经济运行延续复苏态

势，主要经济指标持续改善，但同时也要

看到，工业稳增长基础仍需巩固、稳投资

形势仍比较严峻、市场消费恢复较慢、服

务业产能恢复仍显滞后等问题仍存在，

下一步，全区各地各部门将扎实做好“六

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聚焦突

出问题，精准施策，确保完成全年任务目

标。

兴安盟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

向，近年来大力实施米产业“双百双千”

工程，政府、企业、农民合力打造“兴安

盟大米”品牌，运用互联网新零售模式，

与全国 20 多家百强零售企业合作，运

用电商直播，依靠新媒体流量获取订

单，并在蒙古国等国家和香港、澳门地

区开展“兴安盟大米”展览展示活动，使

线上线下齐发力推广销售成为做大做

强“兴安盟大米”产业的强力引擎，形成了

种植订单化、产品优质化、营销品牌化。

兴安盟快递物流联运中心 2019 年

11 月投运至今，已有顺丰、韵达、天天、

中通、申通、圆通、优速等 8家快递企业

入驻，累计进出港量 700 多万件，日均

进出港超 10万件。兴安盟成为全区最

早以盟为单位实现电商全覆盖的地区，

全盟 6 个旗县市均被列入国家电商进

农村综合示范县。目前，全盟引进和自

建各类电商平台 28 个，入驻淘宝、天

猫、京东、美团、携程、斗鱼、抖音、快手

等全国前 10名综合型电商平台，形成

多平台、多网络、多渠道的销售模式。

同时，兴安盟与物美、步步高、家乐

福、华联、永辉、维多利等全国 20 多家

百强零售企业形成紧密战略合作关系，

经营的 200 多家实体经销店遍布近 20

个省、自治区和 4个直辖市。在全国进

驻大型酒店 58 家、进驻机关食堂 69

家、进驻经济园区 55 家、常驻各类展馆

37 家。仅扎赉特旗龙鼎农业每天销往湖

南步步高集团的“兴安盟大米”就达 30

吨。

这两年，兴安盟运用电商直播，依

靠新媒体流量获取订单，在网络销售方

式方面实现新突破。邀请多位粉丝达百

万级的网红主播走进兴安盟开展直播 7

场，参与阿里集团“脱贫攻坚公益直播

盛典”17 次，多位旗长多次直接参与淘

宝网络直播销售“兴安盟大米”。“兴安

盟大米”成为阿里巴巴淘乡甜网上的明

星产品，产品销量排名粮油类产品第一

名，实现了由“种得好”向“卖得好”转变。

目前，兴安盟以品牌建设和推广营

销为抓手，深化线上线下销售融合力

度，努力向全年线上销售 1 亿元、线下

超过 10亿元的目标冲刺。
据《内蒙古日报》

“兴安盟大米”成为线上线下“双明星”品牌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内蒙古自治区新闻出版局的

有关精神，内蒙古商报社对 2020 年申领记者证人员的资

格进行了严格审核，现将申领记者证人员公示如下：

林国东、薛海兰、杨萨日娜、潘拯翌、张丽清、赵慧萍、

高日河、杨彦文、李艳红、赵永光、张伟。

公示时间：2020 年 6月 23 日至 2020 年 7月 6日。

举报电话：内蒙古自治区新闻出版局

0471-4825543、4825546；

内蒙古商报社：0471-3285915
内蒙古商报社

2020 年 6 月 23 日

关于内蒙古商报社
申领记者证的公示

本报讯（记者 张鑫）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三农三牧”

工作领导小组在通辽市召开全区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工

作现场会，交流经验，推广典型，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布小林，自治

区副主席李秉荣参加现场会观摩。

布小林认真听取项目介绍，并就相关问题与大家交

流。她指出，大力建设高标准农田，不仅可以从根本上解决

水资源短缺和农业生产用水的矛盾，还可以实现农业生产

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提高农业亩产效益，增加农民收

入。各地区要主动开展工作，加快项目进度，争取通过几年

的时间，把符合条件的耕地全部改造完，推动全区农业生

产方式和效益实现历史性突破。相关盟市、旗县要把盐碱

地改良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一体规划、一体推进。

她强调，今年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最后一

年，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担负起责任，统筹推进“厕所革

命”、生活垃圾、污水处理、村庄清洁行动等工作，确保完成

目标任务。

与会人员参观了集中连片高效节水高标准农田开鲁

县 50万亩永合村项目区和民主村项目区、科尔沁区 20 万

亩邹家街村项目区、科左中旗 40 万亩朝伦敖包嘎查项目

区，开鲁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中心、红干椒展示馆、飞机场

村农村垃圾处理和户厕改造项目。大家认真聆听介绍，实

地考察项目实施的成效，详细了解工作推进情况，相互交

流感受和体会。

观摩结束后召开会议，对全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农村

牧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要求，各地要

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进一步提高站

位，增强紧迫性和责任感，坚持目标导向，采取有力举措，

聚焦高效节水，综合施策，坚持实行水、田、林、电、路、渠、

农技 7配套综合高标准建设，坚持集中连片整建制推进，

打好今冬明春高标准农田建设攻坚战，确保按时按标准高

质量完成目标任务。同时，要摸清底数、掌握国家政策、明

确建设重点和目标，做好“十四五”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编

制工作。会议强调，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已进入倒

计时，各地要加强组织领导，因地制宜、科学选择，以“十县

百乡千村”行动为重点，确保今年全区卫生厕所的普及率

达到 32%;借鉴突泉县经验模式，全面治理农村牧区垃圾;

梯次推进农村牧区生活污水治理，统筹推进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秸秆综合利用和农膜回收行动、控肥、控药等重点

工作，确保如期完成目标任务。

在国家的支持下，我区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到

2019 年底已经建成 4200 多万亩; 全区农村牧区垃圾处

理、改厕、生活污水治理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内蒙古前五月经济运行情况发布
主要经济指标同比呈延续回升态势!

6 月 20 日，华能

北方电力公司呼和浩

特热电厂的工作人员

正在巡查设备。目前

正值全国安全生产

月，呼和浩特热电厂

开展了“消除事故隐

患，筑牢安全防线”主

题活动，对厂区内生

产设备进行安全检

查、隐患排查，有效预

防各类安全事故的发

生，确保生产安全、运

行稳定。

据《内蒙古日报》

筑牢安全防线

内蒙古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引领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2020 首届内蒙古绿色食材
与放心餐饮产销对接会

助力上下游供应链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