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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丝绸之路悠远驼铃，到“一带

一路”建设惠顾草原；从中欧班列如长

龙般呼啸而过，连接起亚欧及整个世

界，到各类对外开放平台相继搭建，锡

林郭勒盟对外开放格局日趋完善。

开好局、起好步，锡林郭勒盟紧扣

落实打造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

战略定位，努力形成联通内外、辐射周

边，资源集聚集散、要素融汇融通的全

域开放平台，全方位融入国内国际双

循环，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说到锡林郭勒的对外开放，人们

马上会想到二连浩特口岸。

二连浩特，国家甲级开放城市，是

国务院首批批准的全国 13 个沿边开

放城市之一。

自 2013 年首列“蓉欧班列”通过

二连浩特口岸出境，截至今年 5 月，经

二连浩特口岸进出的中欧班列有 6607

列，总货值达 1004.74 亿元，货运量

529.93 万吨，集装箱 549914 标箱。

口岸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为通关

便利化打下坚实基础，连续举办十届

的中蒙俄经贸合作洽谈会———“二洽

会”，有效带动了口岸经济社会发展，

为国内腹地与蒙俄间的务实合作牵线

搭桥，推动了区域经济联动发展，进一

步提升了全盟乃至全区的全方位对外

开放水平。

10 年间，通过“二洽会”累计签约

项目达 170 余项，协议资金达 730 多

亿元。签约项目涵盖了合作区建设、跨

国贸易合作及便利化、跨境电子商务

和国际物流合作、文化旅游合作、教育

合作、金融创新与合作等诸多领域。

站在新起点，如何利用得天独厚

的对外开放合作优势，更好地服务新

发展格局？锡林郭勒盟牢牢把握习近

平总书记为内蒙古擘画的“一个桥头

堡”的战略定位，不断优化沿边开发开

放整体布局，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通

关合作、平台合作建设等领域持续发

力，有效发挥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

堡作用。

目前，二连浩特中蒙跨境经济合

作区我方一侧 3 平方公里核心区基础

设施建设累计完成投资 8.4 亿元，年内

计划再投资 4亿元，力争达到封关运

营条件；二连铁路口岸进出境中欧班

列运行线路已达 45 条，境内始发地覆

盖全国 22 个省市 40 多个城市，境外

目的地扩展到 10 个国家 60 多个地

区、港口。

去年以来，二连浩特市立足新发

展阶段，进一步完善口岸发展定位，对

服务参与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

设的思路进行了调整和完善，把产业

转型升级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解决“酒肉穿肠过”问题的重要途径，

巩固提升国际贸易物流业，积极发展

壮大进出口加工业，做优做活文化旅

游业，协同发展清洁能源和大数据产

业，全力推动口岸由单一“通道经济”

向“落地经济”转变。

锡林郭勒盟境内另一个口岸———

珠恩嘎达布其，2008 年被正式批准为

国际性常年开放口岸，2009 年被纳入

《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三条通疆

达海通道之一。

多年来，二连浩特和珠恩噶达布

其两个国家一类口岸不仅是国家和自

治区向北开放的前沿阵地，也是蒙古

国最便捷的出海枢纽和我国沿海内陆

向蒙古国输出资源最近的战略节点，

也是“一带一路”建设中联通亚欧商道

的重要节点，是锡林郭勒盟积极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全力打造的我国向

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

特别是近年来，锡林郭勒盟全面

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努力把二连浩

特和珠恩嘎达布其两个口岸的区位优

势转化为开放优势、发展优势，推动国

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设取得了显

著成效。

锡林郭勒盟一直是中蒙区域合作

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多年来不断

加深与蒙俄毗邻地区务实合作，加强

人文交流，促进经贸往来，发挥口岸、

园区、海关特殊监管区等平台优势，推

动向北开放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

展。

2014 年 6月，锡林郭勒盟行署与

蒙古国苏赫巴托省政府签署了友好合

作框架协议。同年 9月，蒙古国苏赫巴

托省省长来锡林郭勒盟考察，双方就

经贸、文化、旅游等合作事项交换了意

见。

2017 年，《锡林郭勒盟沿边开发开

放“十三五”规划纲要》《锡林郭勒盟关

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深化与蒙俄务

实合作的意见》出台。当年，“中国·内

蒙古自治区三盟市与蒙古国三省区域

合作会议”召开，双方在多领域交流合

作和建立完善中蒙双方合作机制等方

面进行了广泛交流。

2017 年 9月，锡林郭勒盟考察团

访问蒙古国，与苏赫巴托省、肯特省和

东戈壁省政府，围绕现代化畜牧业、能

源经济、文化旅游等内容进行了深入

会谈。

2019年 6月，蒙古国苏赫巴托省

代表团到访锡林郭勒盟，双方在互惠

发展、合作共赢上形成了广泛共识。

2019年 8月，锡林郭勒盟代表团

赴蒙古国苏赫巴托省西乌尔特市参加

中国内蒙古三盟市与蒙古国东部三省

区域合作第五次会议，提出的加强多

领域交流合作意见，得到了蒙方的积

极回应。

经贸合作交流日益频繁，口岸基

础设施建设日臻完善。近年来，二连浩

特口岸已累计投入 20 多亿元，推进了

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二连浩

特———扎门乌德中蒙跨境经济合作

区、边民互市贸易区等一批先导性工

程；珠恩嘎达布其口岸也相继建设完

成口岸报关报检综合楼、电子口岸视

频指挥中心、海关进口货物监管区、进

口煤炭监管区和出口物流监管区等重

点项目，实施完成“三互”大通关改革、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和智能卡口建设

等工程。

珠恩嘎达布其口岸是中蒙两国边

民世代友好的通商要道和重要枢纽，

是京、津等地区通往俄罗斯、蒙古国最

便捷的重要通道，也是连接俄罗斯赤

塔和中国锦州港的第三大亚欧大陆桥

的“桥头堡”。近年来，珠恩嘎达布其口

岸按照错位布局、互补发展、相互支撑

的发展思路，推动口岸检验检疫能力、

承载能力、通关能力得到了全面提升，

形成了承载贸易和服务人居的功能构

架。“十三五”期间，该口岸货运量完成

727 万吨，出入境人员 65万人次。

珠恩嘎达布其口岸紧紧抓住国家

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性机遇，

主动与“3+3”论坛，与蒙古国就口岸、

通道、跨境经济区建设和旅游、文化、

教育、医疗、经贸等合作进行磋商，着

力推动口岸实现开放升级、建设中蒙

经济技术合作园区、打造新的出海大

通道和构建区域经济协作体，进一步

提升以珠恩嘎达布其口岸为门户和支

点的中蒙双边多区域、多领域的产能

合作产业开发水平。

目前，珠恩嘎达布其口岸铁路已

并入东北铁路网联通至锦州港。今年，

珠恩嘎达布其口岸实施 3 个重点项

目，分别为公路联检区维修改造项目、

货运通道建设项目、货运通道智能卡

口建设项目，总投资 9450 万元，计划

年内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就在今年 2

月，由锦州市主办的东北陆海新通道

建设协作联盟第一次视频联席会议如

期召开。锡林郭勒盟作为协作联盟的

一员和东北陆海新通道的陆路口岸

端，也是下一次协作联盟会议的轮值

主办方，将秉持积极开放的态度，围绕

打造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进一

步深化与联盟成员的交流合作，融入

新发展格局，推动东北陆海新通道建

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实现各方互利共

赢、共同发展。

据《内蒙古日报》

本报讯 近日，包头市印发《包头市

传统产业绿色化行动方案（2021-2023

年）》，方案明确，未来三年我市将以传统

产业绿色化转型升级为抓手，着力推进

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培育绿色增长新

动能，促进全市工业绿色发展。

依据方案，包头市工业绿色化发展

的目标是：到 2023 年工业领域能源利用

效率显著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明显

提高，清洁生产水平大幅提升，绿色制造

产业快速发展，工业绿色发展推进机制

基本形成，绿色制造体系初步建立，全市

工业绿色发展整体水平大幅提升，努力

建成国家老工业基地绿色转型发展的先

行示范区。

包头市工业绿色化发展将主要围绕

传统产业绿色化，聚焦钢铁、铝业、装备

制造、稀土、煤化工、清洁能源等重点领

域和工业园区，利用三年时间，实施节

能、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园区绿色

化等 150 个重点项目，加快绿色改造和

转型，着力推进传统产业实施绿色化改

造，加快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培育绿色增

长新动能。

未来三年，包头市将围绕工业绿色

化发展推进能效提升、促进能源结构低

碳转型、全面推进清洁生产、推动资源绿

色循环利用、高水平推进绿色制造体系

建设五大任务，到 2023 年力争 80%以上

的工业园区成为绿色园区，绿色工厂达

到 30 家，1 家企业进入国家级绿色供应

链管理示范企业名单，绿色设计产品增

加到 30个，国家级绿色设计产品增加到

20个。

此外，包头市还将充分利用各级财

政专项资金，对符合产业政策和支持方

向的传统优势产业在绿色化改造项目上

给予资金支持。 张婷婷

通辽市 2021 年春季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 3月份在科

尔沁工业园区举行，涵盖绿色农畜产品、镍循环经济、现代能

源、蒙中医药、文化旅游、健康医疗等领域、总投资 391.6 亿元

的 51 个项目集中开工，再次吹响了通辽绿色高质量发展的

冲锋号。

重点项目建设是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第一抓手”。近年

来，通辽市紧握重点项目建设引擎，以集中开工、强化管理为

抓手，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全面

提质增效。

作为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强链补链的重点项目，这几

天，维多利摩尔城项目正忙着硬化路面，9月底将投入运营。

“维多利摩尔城项目是一个外商内宅的大型综合体项目，主

要支撑点是以摩尔城为主的一个商业综合体，我们不只是卖

房子，还要给新城区的老百姓创造新生活。”项目负责人向记

者介绍。总投资 4亿元的维多利摩尔城项目，由中启胶建集

团承建，维多利集团运营。项目主体建筑面积 9万平方米，建

设 4层单体商业建筑，集合百货店、国际时尚品牌旗舰店、大

型超市、餐饮、娱乐、动感影院、儿童体验中心等业态，打造通

辽地区品类最全、规格最高的一站式休闲生活体验中心，填

补开发区大型商业综合体空白。

作为全国首个煤电风光储一体化示范项目和国内首个

开展定制化风机和大规模储能电池应用项目，总投资 137.5

亿元的通辽市现代能源“火风光储制研一体化”示范项目正

在开鲁县如火如荼地建设中。项目分两期建设，内容包括新

增 170 万千瓦风电、30万千瓦光伏，同步配套建设 32 万千

瓦储能。项目集技术研发创新、能源供应保障、优化电网调峰

能力、降低用电成本等优势于一身，对于持续提升清洁能源

消纳比例、探索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新途径、推动绿色载能

产业高质量发展，都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和重大的现实意

义。

而这只是绚烂夜空中的点点繁星。

近年来，全市上下牢固树立“项目为王”意识，依托“两个

千亿级、三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建设，全力抓好在建项目复工

和新建项目开工。为保障项目顺利推进，通辽市成立了亿元

以上项目工作专班，并全力推进“一站受理”“并联审批”“绿

色通道”“代办服务”等行之有效的跟进举措。

踏石有印，抓铁留痕。按下“回放键”，我们清晰看到，全

市干部群众在过去的日子里，一步一个脚印，全面提速重点

项目建设，用心用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2016 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9.3%、开工建设 500

万元以上工业项目 303 个，完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 680 亿

元；

2017 年，实施亿元以上延链补链项目 160 个，开工建设

500 万元以上工业重点项目 332 个，完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

770亿元；

2018 年，新签约“九大产业链”项目 57 个，签约额

732.73 亿元。河北毕氏集团年产 210 万吨镍硅锰合金项目、

恒大集团国际文化城项目、梅花集团年产 30 万吨合成氨生

产项目等一批大项目、好项目落户通辽；

2019 年，以完善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为主攻方向，实施工

业重点项目 209个，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214.9 亿元、同比

增长 15.2%，占全部投资的 46%。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增

11 户、达到 221 户，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2%，企

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 21.4%，利润总额增长 11.5%。绿色农畜

产品、绿色煤电铝、镍循环等资源型产业开发新产品 9个，圣

雪大成综合类医药产业一期、旭阳 5万吨球形铝粉生产线建

成投产，经安镍基合金一期 18 条年产 120 万吨镍铁生产线、

联晟双零箔项目完成主体工程。新增和通过复审高新技术企

业 14家、达到 34家，高新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2020 年，继续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顺应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加快产业融合创新，重点打造以玉米

种植为基础、以攀升价值链为目标、以绿色发展为导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千亿级绿色农畜产品产业集群；实现霍扎

园区一体化发展，整合补齐要素资源，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建

设绿色园区、绿色工厂、绿色矿山，发展清洁煤电，布局高端

铝加工产业，重点发展高端铝材、电子铝箔、高性能合金等产

品，打造千亿级绿色煤电铝产业集群；抓好现有镍基合金企

业发展，推动经安有色项目尽快投产，打造百亿级镍循环经

济产业集群；建设蒙东能源负荷中心、清洁能源消纳中心和

电力交易中心，到 2025年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超过 50%；推

进低热值褐煤综合利用和煤化工产业高端示范，打造百亿级

现代能源示范产业集群；推进蒙医药产业向药食健同源、医

康养一体化方向发展，建设百万亩蒙中药材基地，推进内蒙

古蒙药材城、蒙医药特色小镇建设，完善蒙药营销体系，推动

生物医药向终端升级，打造百亿级蒙中医药产业集群。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021 年，通辽市坚持

集中集聚集约发展，把要素和资源持续向主导、特色产业汇

聚，围绕重点产业开展精准招商，大力引进产业链延链补链

项目，全力打造现代化产业集群，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经

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仅一季度，全市新签约投资千

万元以上招商引资项目 20 个，总签约额 193.8 亿元。下达

2021 年重点项目计划，安排实施重点项目 562 个，年度计划

投资 524.58 亿元。其中，续建项目 261 个，年度计划投资 291

亿元；新建项目 301 个，年度计划投资 233.4 亿元，前期手续

全部办结项目 165个，总体办结率 55%。

截至目前，全市已开复工项目 260个，开复工率 46%。

据《通辽日报》

这是内蒙古乌梁素海生态保护修复区。 新华社记者 李云平 摄

锡林郭勒：融入双循环发展格局

包头出台传统产业绿色化行动方案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的网络链接的方式和途径

查阅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http:

//www.eiafans.

com/thread-1361650-1-1.html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周边的住户、单位。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方式：

建设项目环评公众意见表下载网

址：

http://www.eiafans.

com/thread-1361650-1-1.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可选择以下其中一种办法

1.下载并填妥公众意见表，发至邮

箱：phoenix0818@live.cn

2. 填写纸质公众意见表并投递意

见箱：

地址：和林格尔县盛乐经济园区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可在本公告发布后 5 个工作

日内，通过邮件、电话、传真等形式向环

评单位或建设单位反映意见和建议。

本次公示，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

间为 2021 年 6 月 30 日至 2021 年 7

月 8日（5个工作日）。

六、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

称：

内蒙古学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七、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和联系方

式

内蒙古盛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孟经理

联系地址：和林格尔县盛乐经济园

区污水处理厂

电话：15034986895

内蒙古盛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30 日

内蒙古盛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和林格尔县盛乐经济园区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通辽集群发展
吹响绿色高质量发展冲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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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工业领域“含绿量”持续攀升

经过持续综合治理，位于内蒙古

巴彦淖尔市的乌梁素海水质总体好

转，稳定在Ⅴ类，局部区域优于Ⅴ类。

经过严格评选，乌梁素海流域保护修

复案例近期入选国家自然资源部与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联合发布

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中国实践典

型案例》。

记者近日从巴彦淖尔市政府获

悉，当地从 2018 年起统筹乌梁素海

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聘请

国内顶级专家参与编制全流域综合

治理规划，以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国家

试点工程为契机，大力推进点源、面

源、内源污染源头治理以及综合治

理、系统治理。

据乌梁素海生态保护中心主任

杜占贵介绍，全市在乌梁素海流域上

游开展乌兰布和沙漠综合治理，在黄

河灌区回收处理城镇污水和工业园

区废水，斩断点源污染。通过加快实

施流域内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

加大污水管网和再生水回用管网铺

设力度，推进中水回用“应用尽用”，

最大限度减少对乌梁素海的污染，巴

彦淖尔市于 2019年底实现点源污水

“零入海”的目标。当地还全面开展

“控化肥、控农药、控用水、控地膜”四

大行动，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在财政

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巴彦淖尔市从

2018 年开始每年拿出专项资金实施

控化肥、控农药等补贴，鼓励农牧民

少用农药化肥、推广使用有机肥，实

现化肥、农药使用量负增长。近 3年

来，全市化肥使用量减少 5.6%，农药

减少 6.3%。

同时，巴彦淖尔市还实施生态补

水、网格水道、湖区底泥处置试验示

范、芦苇加工转化等工程，改善湖区

水质，推动内源治理。乌梁素海流域

已建立生态环境大数据平台，完善基

础数据采集、传输、分析和管理体系，

为科学保护、修复生态提供数据支撑

和依据。

目前，乌梁素海通过综合施策、

标本兼治，生态环境不断改善，水面

面积稳定在 293 平方公里。乌梁素海

位于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境内，既

是地球同一纬度的重要湿地，也是中

国黄河流域大型淡水湖，每年约有灌

溉 1100万亩耕地的农业退水经乌梁

素海净化后排入黄河。从 20世纪 90

年代起，由于自然补水量减少，再加

上点源、面源、内源污染，乌梁素海水

质日益恶化，生态功能逐步退化。

据新华社

乌梁素海水质总体好转
局部区域优于Ⅴ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