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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几字弯的经济是五彩的。在

这里，“中国乳都”呼和浩特、“草原钢

城”包头，与“煤海”鄂尔多斯呈“品”字

形排列，盛产乳白的牛奶、火红的钢

水、银灰的钢轨、乌黑的煤炭和清亮的

煤制油产品等。

这三座城市是带动内蒙古经济发

展的“领头羊”，被誉为“呼包鄂金三

角”。近年，三市着力优化资源要素配

置和生产力空间布局，走集中集聚集

约发展的路子，努力形成有竞争力的

增长极，进一步引领全区高质量发展。

乳：优质奶源有底气
呼和浩特地处北半球“黄金奶源

带”，奶源品质高，乳业竞争力强，在牧

草研发种植、奶源基地建设、乳品生产

销售、质量检测追溯、农牧民利益联结

等全领域、全过程持续发力，横跨一二

三产业，走在全国前列，目前已形成规

模化、现代化、全产业链发展的乳业集

群，享有“中国乳都”美誉。

在呼和浩特市伊利集团新工业园

液态奶生产车间，18 条生产线满产运

行，工人们有序操控生产设备，一盒盒

牛奶经过装箱、码垛后进入仓储库房。

厂房外，一辆辆装满牛奶的运输车辆

整装待发，准备运向全国各地。

“伊利视品质为生命，不断整合全

球优质资源，持续升级全球质量管理

体系，将严苛的质量管控标准贯穿于

全球产业链。”伊利集团执行总裁张剑

秋说。

乳业品质的“源头”是奶源。近年，

呼和浩特不断加强奶源基地建设，改

善供给质量，着力培育发展以乳业为

主导的“白色”食品健康产业。伊利也

以此为契机，从 2019 年起在呼和浩

特、巴彦淖尔等地投建九大奶业产业

集群项目，通过建设标准化奶牛养殖

牧场、智能化乳品加工厂，打造国家级

种养加一体化项目，建设高端乳制品

生产基地。

蒙牛集团也积极助力呼和浩特市

乳业振兴，率先发起成立中国乳业产

业园项目。目前，该项目核心区呼和浩

特产业集群最大的单体牧场———草原

新牧民 8万头牧场已开工建设，规划

一期存栏 4万头，计划今年上半年投

产。为推进产业链协同发展，项目正由

呼和浩特向包头、鄂尔多斯、乌兰察布

辐射。

钢：“四降两提”在行动
正在作业的智能化无人吊车代替

了曾经人工操作的吊车，仓库安全围

栏区内整齐摆放着无人吊车根据系统

指令入库的钢卷原料，远处的另一架

无人吊车正将库内钢卷按照系统指令

有序运出仓库……这是记者在包钢集

团金属制造公司冷轧轧后库见到的场

景。

“这是我们新装备的‘无人行车及

智能库管’系统，它能实现轧后库内所

有行车和地面设备的自动化无人作业

和物料实时跟踪。”冷轧轧后库工长石

淼说，智能化技术的运用将吊运损耗

程度降到最低，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

有效提升了企业的生产效率。

“无人行车及智能库管”系统的应

用是包钢集团“四降两提”工程的缩

影。作为我国重要的钢铁生产基地，包

钢集团的发展也曾面临危机，2014 年

陷入连续亏损，企业效益下滑。自

2019 年起，包钢集团通过开展“四降

两提”工程，全力降低制造成本、人工

成本、物流成本和财务成本，加强技术

创新的同时不断提升企业的资产运营

效率和工作效率。

“‘四降两提’工程实施以来，各项

成本的有效降低让包钢集团轻装上

阵，企业经营质量与效率持续向好，产

品的市场认可度不断提升，市场预期

的改善也带动了包钢集团利润额的不

断提升。”包钢集团董事、总会计师石

凯说。

钢轨踏面上一个细微凸起或凹

陷，都会使高速运行列车产生抖动，不

仅影响乘车体验，还会增加线路维护

成本，这一质量缺陷被称为钢轨的“高

低点”。

2020年，包钢轨梁厂实现两条百

米钢轨生产线的批量全万能轧制，将

钢轨踏面缺陷控制在 0.3 毫米以内，

成功根治了困扰钢轨行业多年的“高

低点”顽疾。

不断突破关键技术，不断优化生

产工艺，包钢集团在挑战中不断探寻

企业发展新机遇。

煤：“由黑变白”的神奇之旅
鄂尔多斯有条特殊的“路”。

这条“路”旁，有我国煤制油技术

最完备的全国百强企业，有紧密连接

的现代煤化工上下游循环产业集群，

也有绿意盎然的街角公园。这条“路”，

就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大路工业园区

（下称大路园区）。

大路园区是内蒙古重要的国家级

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在“呼包鄂

榆”城市经济圈的建设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

“大路园区分为两大区域，一个是

发展煤制甲醇、煤制油、煤制烯烃等品

类的煤化工基地，另一个是围绕高铝

粉煤灰的综合利用及铝精深加工产业

的资源综合利用循环产业基地。”提及

大路园区的入驻产业项目，园区党工

委书记韩涛如数家珍。

作为最早入驻大路园区的企业之

一，内蒙古伊泰煤制油有限责任公司

（下称伊泰煤制油）一期年产 16 万吨

煤基合成油项目是我国煤炭间接液化

完全自主技术产业化第一条生产线，

2009 年产出我国煤间接液化工业化

第一桶合格成品油。

从投产至今，伊泰煤制油不断加

强技术研发投入，至今已有 100 余

项技术改造及降本增效措施落实

在一线生产环节，近两年员工工资

持续增长。

看着产品展示柜中由聚乙烯制成

的食品保鲜膜、由聚丙烯制成的塑料

水杯，以及由丁二烯制成的各类橡胶

制品，久泰能源内蒙古有限公司（下称

久泰能源）董事长刘永成说，将煤炭

“由黑变白”是现代煤化工产业的最主

要特点之一，也是煤炭由原料变为材

料、煤炭产品从低端走向高端的重要

步骤。

作为大路园区重要的大型民营煤

化工企业，久泰能源在煤制甲醇、甲醇

制烯烃、煤制乙二醇等领域不断突破，

有力促进了地区煤炭深加工进程，在

延伸煤化工产业链的同时有效提高了

产品附加值，真正将煤化工产业链“吃

干榨净”。

近年来，鄂尔多斯以“纵向延伸产

业链，横向扩大产业集群”为发展思

路，工业园区内产业链不断向高端化

延伸，从过去“挖煤卖煤”的粗放式发

展，到如今逐步建立起以煤为基、向产

业链下游扩展的高端化、高质化、高新

化循环产业链，以大路园区为代表的

产业循环发展模式正成为推进鄂尔多

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作为煤化工产业链的下游企业，

内蒙古曜园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下称

曜园材料）在大路园区“足不出户”便

可获得产品原材料，不仅有效降低企

业生产成本，还可让产品提升技术附

加值的同时，在市场中获得更好的价

格优势。

公司销售总监王雄伟说，公司产

品的主要原料就是园区内伊泰煤制油

副产物精制费托蜡，园区中久泰能源

的烯烃制品也会成为产品的原材料之

一，低廉的原材料运输成本加上园区

优越的区位条件，让企业发展得以“轻

装上阵”。

大路园区如今共引进工业项目

89个，园区 2020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521.22 亿元。“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我

们一直走在‘大路’上。”韩涛说。

据《瞭望》新闻周刊

近段时间，巴彦淖尔市优质特

色农畜产品喜迎产销旺季，一批批

籽仁和番茄酱等特色产品搭乘货

轮和班列走向国际大市场。

在巴彦淖尔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内蒙古鼎业食品有限公司最近

接连收到来自中东国家和地区的

5000多吨葵花籽外贸订单，生产

车间里色选机、去石机、提升机等

设备全线驱动，流水线上的工人们

正在忙着拣选、计量、包装，分工协

作，加班加点赶工生产。

公司总经理聂长命说：“我们

致力于国际营销和市场开拓，有了

稳定的客户群，先后与 20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客户建立了长期、稳定

的合作关系。现在，我们已经拥有

10 条生货生产线和 5条熟货生产

线，每年出口籽仁类产品约 5 万

吨，海外市场份额不断扩大。”

据了解，内蒙古鼎业食品有限

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经营各类瓜

子、剥仁为主的出口加工企业，也

是自治区级农牧业产业化重点龙

头企业，旗下的全资子公司内蒙古

葵先生食品有限公司年产能达 20

万吨，销售收入达 5 亿元，产品不

仅在国内各大商场、超市上架，还

在德国、美国、迪拜、伊朗和土耳其

等国家设置了销售网点，出口额连

续多年居行业之首。

巴彦淖尔市是亚洲最大的“一

首制”自流灌区，黄河流经 345 公

里，年引黄河水 50亿立方米。这里

地处北纬 40 度农作物种植黄金

带，拥有 1100 多万亩优质耕地，

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雨热同

季，水土光热组合优势全国罕有。

北部的乌拉特草原拥有 7900 多

万亩天然草场，畜牧业发展条件得

天独厚，是全国唯一一个肉羊四季

均衡出栏的地级市，肉羊数量、羊

肉产量以及全年分割上市量均居

全国第一。长河沃土和绿色牧场孕

育的籽仁、番茄制品、脱水菜、绒纺

制品、羊肉和枸杞 6大类、46 种优

质农畜产品行销六大洲 93个国家

和地区，出口额连续 12 年居自治

区首位。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立足资源

禀赋，积极融入国家战略，强力推

动优质特色农畜产品出口。全市现

有农产品出口企业 220多家，培育

形成河套向日葵和肉羊两个国家

级产业集群。其中，河套向日葵产

业集群已搭建 2 个外贸综合服务

平台，进驻 50 余家中小微企业，

“共享工厂”新建 6条、年产能达

30万吨的自动化生产线。据初步

估算，“群”效应下，每年可为企业

节省外贸成本 1200余万元。

2020年，巴彦淖尔市克服疫

情对农畜产品出口带来的不利影

响，依托产业和资源优势，紧抓“一

带一路”发展机遇，以政府为主导，

形成海关、商务、农牧业等职能部

门为核心的联动共建机制，聚力落

实“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提升通关效能，奋力打造河套全域

绿色有机高端农畜产品生产加工

服务输出基地，赋力外向型经济迅

猛发展和农畜产品出口提质增量，

全市优质特色农畜产品出口呈现

出逆势上扬的局面，出口额继续保

持全区首位。

据乌拉特海关统计，2020 年，

巴彦淖尔市累计出口农畜产品

43.6 万吨，贸易值 38.5 亿元，同比

增长 7.9%和 9.7%。其中，出口葵

花籽仁 33.9 万吨，增长 4.5%；出

口番茄制品 5.8 万吨，增长 60%。

韩继旺

开好局，起好步。2021 年开

年，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又有 7个

扶贫车间正在建设。目前，太仆寺

旗已建成投产手工灯笼编结、手工

足球缝制、纸塑产品加工、棉服生

产等 13 个扶贫车间，累计带动

316 名贫困人口实现稳定就业，每

人每天增收 60元至 120元。

今年 1月，外面天寒地冻，在

太仆寺旗宝昌镇曙光村一社的扶

贫车间内却机杼声声、热气腾腾，

20 多名村中妇女正坐在机器前缝

纫编织袋。村民史战英告诉记者，

由于要照顾家里，她一天只能缝纫

2000多个编织袋，缝纫 1个编织

袋挣 4 分钱，一天下来至少能挣

80 元工资，车间里那些不需要照

顾家里的麻利手，一天能缝纫

4000 个编织袋，稳赚 160 元的工

资。

据了解，扶贫车间采取“政府

投资建设、企业租赁经营、贫困群

众务工”的模式，企业每年支付固

定资产投资 8%至 10%作为租赁

金，壮大贫困嘎查村集体经济，培

育雇用贫困群众作为产业工人，这

种“造血式”扶贫，实现了村集体和

贫困户共同增收。

扶贫车间仅仅是锡林郭勒盟

产业扶贫的一个缩影。“十三五”期

间，锡林郭勒盟突出抓好产业扶贫

这个重点，始终将产业扶贫作为脱

贫致富的治本之策，精准掌握贫困

地区和贫困户致贫原因，制定了

《产业扶贫三年行动方案》，分年度

制定产业扶贫工作计划，深入实施

贫困地区特色产业提升工程，宜农

则农、宜牧则牧、宜商则商、宜游则

游，重点在现代农牧业、农村牧区

电商、文化旅游、光伏等产业上下

足“绣花”功夫，把贫困农牧民紧紧

吸附在产业链上。

农牧业产业扶贫方面，锡林郭

勒盟把发展现代畜牧业作为主攻

方向，因地制宜推进肉羊、肉牛、

马、骆驼、传统奶食品等特色产业

发展，发挥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

和家庭农牧场减贫带贫作用，

2014 年至 2020年底，锡林郭勒盟

共落实以农牧业产业发展为主的

产业扶贫资金 24.5 亿元，累计扶

持带动贫困人口 13.6 万人次。旅

游扶贫方面，建立“两带两加一引

领”模式，通过规范发展“农家乐”

“牧人之家”等模式，带动贫困户增

收。光伏扶贫方面，全盟建立光伏

扶贫电站 10座，总规模 6.22 万千

瓦，在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全容量并

网、接入全国光伏扶贫信息监测中

心、发电平均利用小时数方面实现

“三个全区第一”，惠及 8个贫困旗

县 7000 余户贫困户，带动 143 个

贫困嘎查村壮大集体经济，2020

年全盟光伏扶贫电站共发放发电

收益 5430万元。

同时，锡林郭勒盟有序组织贫

困劳动力务工就业，2020 年底全

盟有就业意愿的贫困劳动力 6414

人，通过各种途径全部实现就业；

通过安排生态护林员、护路员、养

老护理员等公益性岗位，就近就业

贫困人口 4549人；组织外出务工

贫困人口 9486 人，超额完成上级

确定的 8408 人的目标任务。

回眸“十三五”，锡林郭勒盟既

“拔穷根”，又“谋长远”，把产业扶

贫作为脱贫攻坚工作的重中之重，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产业扶贫

实现有劳动能力贫困人口全覆盖，

80%以上贫困人口从产业链中获

得稳定收益。

程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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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最大臂弯里的经济五彩新篇章

3 月 17 日，内蒙古鄂尔多斯装备制造工业园区内，一家新材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蒙西分公司的工人在进行风叶壳外部补强作业 彭源 摄

巴彦淖尔市特色农畜产品出口额
连续 12 年名列前茅

锡林郭勒盟 80%以上贫困人口
从产业链中获得稳定收益

村里有了手工灯笼编结车间，村民们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来源：锡林郭勒日报

连日来，自治区对优化营商环境的部署受

到包头市大企业的广泛关注和普遍欢迎。

在包钢集团，管理部副部长李雪峰一直关

注着自治区春节假期后第一个工作日召开的优

化营商环境大会，到包头市当天下午的传达部

署，再到刚刚结束的包头市十五届四次人代会

提出的新目标。“从自治区到包头市再到企业所

在的昆都仑区，我们深深感受到各级党委和政

府对改善营商环境的高度重视，力度前所未有。

作为企业，我们特别欢迎和期待，因为企业的发

展需要更好的营商环境。”李雪峰说，国家于

2020年启动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发展混合

所有制经济是重要途径。通过混改要引入社会

资本，这对于近几年资金困难的包钢尤其重要。

而拿着现金来的大部分是民营企业，他们非常

注重营商环境。只有好的营商环境，才能让他们

放心。

李雪峰介绍，为优化营商环境，近年来，包

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比如瘦身健体，权力

下放。“我们马上要出台一个关于对混改企业的

管理办法，核心就是要简政放权，让混改企业区

别于直属单位和国企的管理方式，在国有体制

监管下，完全按照市场化机制运营。”

2018 年 11 月，包钢物流产业通过引进上海

钢联物流公司的资金、先进信息技术和管理模

式，组建钢联物流公司，人财物充分授权，市场

化运营，使得物流产业向智慧物流迈进。2020年

营收预计可达 15 亿元，比上年翻一番。包钢股

份厂内运费连续下降的同时，社会客户已增加

到 369家，外部业务达到 45%。

“我们探索的这一典型案例再次说明优化

营商环境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李雪峰说到，

2020年下半年以来包头市改善营商环境力度很

大，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我们去当地工商部门

办手续，一站式的服务效率很高，“但是改善营

商环境不能片面地理解为转变工作作风，还应

从根本上改变，实现业务制度化，制度流程化，

流程信息化，形成一整套规范完整的系统，避免

企业多次跑。” 吕学先

“企业的发展需要
更好的营商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