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铁人王进喜用过的老式

抽油机、祝融号火星车模型、高铁复兴号模拟驾驶舱……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上，一件件

展品、一段段史实，展现了国有企业从“白手起家”奠基立

业到开辟未来迈向“世界一流”的壮阔历程。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指出，国有企业特

别是中央企业是党一手缔造的，从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

开放时期到进入新时代，国有企业始终在党的坚强领导下

奋力拼搏、勇挑重担，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建立了卓越功

勋，同时也孕育锻造了一系列国有企业先进精神。

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经济基础极为薄弱。1952 年，

国有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仅为 28.2 亿元，固定资产原值 149

亿元。在根据地、解放区成立了多家公营企业的基础上，国

家集中财力、物力，建设和发展了一大批国有企业，仅“一

五”期间就开展了 1万多个工矿建设单位的施工。

1958 年，位于河南洛阳剑河西部的第一拖拉机制造

厂锣鼓喧天，新中国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披红挂彩，“隆

隆”地开出了厂门。从那个时候开始，上百万台“东方红”拖

拉机源源不断运往全国各地，拉开了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大

幕。

从第一辆国产解放牌汽车，到大庆油田甩掉中国“贫

油”帽子，再到鞍钢依靠自身力量研发出“争气钢”……一

批“共和国长子”创造了一系列“新中国第一”，构建起新中

国基础工业体系。

改革开放春潮涌动，从蛇口炸响“中国改革开放第一

炮”开始，国有企业不断从计划走向市场、从国内走向国

外。经过“放权让利”“抓大放小”“公司制股份制”等一系列

改革和战略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数量

有所减少的同时质量不断提高，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

控制力、影响力不断增强。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出台，

国企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向着建设世界一

流企业加快推进。

数据显示，1978 年至 2018 年间，全国国有企业营业

收入、利润总额分别实现年均增长 11.9%和 10.3%；2018

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分别达到 1978 年

的 247.1 倍和 130 倍，成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中流

砥柱。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2020年 6月 30日，中央深

改委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

（2020—2022 年）》，这是面向新发展阶段我国深化国有企

业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启动以来，各项重点改革任务不断

实现新突破、取得新成效。截至今年 6月 4日，央企集团层

面 100%制定党委（党组）前置研究讨论重大经营管理事

项清单，重要子企业完成率达到 95.5%。93.8%的子企业实

现了董事会应建尽建，其中 6成以上实现了外部董事占多

数。全员绩效考核覆盖率已达 98.2%，所属单位累计实施

了 500多个中长期激励方案。研发投入强度稳步提升。剥

离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基本完成，进入收官阶

段。

“今年是三年行动的攻坚之年、关键之年。”郝鹏表示，

要用好稳增长压力较小的窗口期，不失时机推动改革提速

加力，多推典型、多出经验，以点带面把改革向纵深推进。

针对重点难点问题特别是共性问题，一系列更大力

度、更为精准的改革举措即将亮相。其中包括在推进央企

科技创新激励保障机制建设方面，将进一步加大政策精准

供给，首次将前端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纳入支持范围；

在系统推进创新激励、探索骨干员工跟投等方面研究一些

更大力度的政策措施。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我们相信国有企业一定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不断为

中国经济巨轮劈波斩浪提供强劲动力。

据《经济参考报》

自治区统计局最新消息：1—5 月，全

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8%，

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9.0%。其中，5 月份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9%。工

业行业增长面保持在七成以上。

1—5月，全区规模以上采矿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7.9%，增幅较 1—4 月放缓

4.2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增

长 21.1%，较 1—4 月加快 0.6 个百分点；

规模以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

应业增加值增长 2.6%，较 1—4 月放缓

1.9 个百分点。全区 37 个工业大类行业

中，有 28个工业行业增加值实现同比增

长，行业增长面为 75.7%，今年以来持续

保持在七成以上。其中，22个工业行业增

加值实现两位数增长。 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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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新闻办

公室召开呼和浩特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系列新闻发布 会 第 二

场———经济高质量发展专场发布会。

回望百年光辉历程，呼和浩特市经济

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市上下

苦干实干、拼搏奋斗，坚定不移推动高质

量发展，全市经济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2020 年，全市经济发展实现新跨越，经

济总量达到 2800.7 亿元，人均生产总值

达到 81656 元，位居全国 26 个省会城市

中上游，经济运行呈现高开稳走向好态

势。

据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首府经济

聚焦聚力创新驱动和产业支持，不断在

提速增效上创造奇迹。呼和浩特的农业

生产从初具规模向产业化纵深发展，“中

国乳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全市粮

食产量实现 9连增。工业发展从稳步提

升到实现跨越式创新，十八大以来，工业

发展进入新阶段，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年均增长 7.8%。服务业从“单打独斗”向

“互联网 +”持续融合，以信息消费、数字

消费为核心的新型消费业态为服务业发

展输送源源不断的活力。改革开放从多

点突破向全面深化推进，全市“放管服”

改革持续深化，营商环境全面优化。人民

生活水平从基本小康迈向全面小康，自

脱贫攻坚以来，全市贫困发生率降为零，

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

2021 年，呼和浩特市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全力以赴调结构、转动能、促升

级，一季度，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11.6%，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

长 14.9%；1~5 月份，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12.3%，固定资产投资同

比增长 42.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

增长 18.3%，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20.2%，有效克服疫情影响，经济运行稳

定恢复、持续向好。

此外，呼和浩特市聚焦高质量发展

主题，持之以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坚持

不懈推动重大项目建设，2021 年，呼和浩

特市精心谋划实施了“两大区块、六大产

业、八大领域”共 564 个重点项目。目前，

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蒙牛中国乳业产

业园“两大区块”项目全面启动；中环五

期、金宇生物、东方国信等“六大产业”项

目加速推进；民生保障、生态环保、科技

创新等“八大领域”项目加快实施，着力

培育发展新动能、厚植发展新优势。

刘惠

近日，四部门联合印发的《全国一体

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算力枢纽实

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要构建

新型算力网络体系，启动实施“东数西

算”工程，实现数据中心绿色高质量发

展，并在包括内蒙古在内的八个地区布

局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

点。

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荣认为，

数字化能力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

成部分，“发展数字经济，根本的核心在

于提高企业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能力。”随

着枢纽节点的建立和数字化进程的不断

加速，内蒙古上市公司也在紧跟浪潮，跑

出企业高质量发展新速度。

亿利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从 2015

年开始，在中国维度和全球数据类型的

基础上，我们陆续在中国的 8大沙漠、4

大沙地部署了二十多个生态综合监测站

点，用于获取第一手的生态监测数据，并

结合高精度遥感数据，对全国范围内沙

漠进行实时监测。我们应用大数据技术

的差值算法将沙漠进行网格化分析，以

沙漠生态因子为本底数据，匹配种质资

源库、生物菌群库、专家库、技术库，为沙

漠治理提供大数据分析解决数字化方

案，未来将结合在线专家体系，全力打造

‘生态医院’模式，实现生态诊断、修复医

治、林业管理一体的生态大数据平台。”

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轻稀土分离企

业，北方稀土不断提高智能化水平，逐步

将上游各生产线从最初的人工操作升级

为智能化有机融合的先进生产模式。如，

在稀土精矿焙烧生产线引入 PID 控制系

统、在萃取分离生产线引入 DCS 系统、

在连续沉淀生产线采用多参数 PID 连续

控制方法、在碳酸镨钕沉淀生产线使用

自动下料与称重运输装置。2021 年，北方

稀土预计将投入 1.35 亿元，建设 20余个

信息化、智能化项目。

北方稀土表示，公司全面制定了信

息化发展规划，组建了信息化、智能化技

术组，着力将“旧动能”转换为“新动能”，

在生产安全、财务、人力资源、购销管理

等四方面推进数字化、信息化升级，蹚出

一条信息化转型、数字化赋能的路子。下

一步，公司将持续提升核心装备和关键

工序的数字化水平，着力打造智慧工厂，

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点燃强劲引擎。

“上市企业要高度重视自身数字化

经营水平能力的建设和提高。我们不要

把数字化当成是一种工具，而是把数字

化视为指导企业发展的最高战略，使之

在国际市场竞争、业务流程改造、企业文

化重塑、运营效率提升等诸多领域，进行

长期的数据积累和持久的资源投入。”张

孝荣如是说。

除了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也在紧

锣密鼓地布局数字化转型之路。内蒙古

小草数字生态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小草数字”）是一家生态产业的数字服

务商，致力于提供生态资源数字化监管

与农牧种养的智能化解决方案。目前公

司已经针对草畜平衡、特色农品、智慧林

草、河湖湿地监测等不同生态需求，建设

了几十个数字化智慧管理平台。

小草数字董事长高俊刚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道：“小草数字的发展专注生态

产业领域，致力于让数据布局在生态监

管区及特色产业，让数据融入政府生态

环境监管和企业产业化数字管理。在生

态本地数据上，小草数字积累了西北地

区尤其草原区域上近 30-50 年的生态大

数据，记录了山水林田湖草的水、土、气、

植物、动物的变化，只有将这些数据和动

态变化模型化、数据化、智能化，才能实

现‘数智’指导生态和生态产业的管理。”

高俊刚表示，对于小草数字来说，用

大数据数字化管理地区生态资源、生态

资产、生态预警，为生态体检、为产业导

航，让农牧民坐在炕头管到地头，让政务

职能部门把天地自然装进手机，才是真

正“有用、实用、常用”的数字化服务。接

下来，小草数字将继续致力于对大数据

关键软硬件产品的研发和大规模应用推

广，推进城市生态大脑建设，大力营造城

市与国土生态的智能化体系，让数据互

通、管理协同，实现企业数字化、智能化

发展。

“《方案》可以引导我国数据中心建

设的平衡性发展。我国东南部地区对数

据中心应用需求大，但建设成本高，能耗

指标紧张，西北部地区能源指标丰富但

成本较低。通过国家枢纽节点布局，可以

引导数据中心建设向资源丰富地区发

展。内蒙古的可再生能源丰富、气候适

宜，是数据中心绿色发展潜力较大的节

点。对于上市公司来说，数字化经营水平

的高低，决定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高

低，也决定了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和未来发展空间的大小。”张孝荣如是

说。 矫月 马宇薇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公布 2021 年 5月邮

政行业运行情况，5月份，全区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完成

2095.97 万件，同比增长 33.93%；业务收入完成 4.04 亿

元，同比增长 18.30%。其中，同城业务量完成 326.63 万

件，同比增长 32.78%；异地业务量完成 1764.98 万件，同

比增长 34.67%；国际及港澳台业务量完成 4.36 万件，同

比下降 48.30%。

1-5 月份，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

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 31.97 亿元，同比增长 20.61%；

业务总量累计完成 25.31 亿元，同比增长 32.46%。其中，

全区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 9388.17 万件，同比增

长 56.85%；业务收入完成 19.88 亿元，同比增长 37.14%。

据《内蒙古日报》

7 月 2日，消费者在茶博会上选

购陈皮茶。当日，为期 4天的 2021 第

九届中国（呼和浩特）茶产业博览会在

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据了解，本

届茶博会的主题为“茶茗草原·客迎八

方”，展览面积达 20000平方米。展会

云集六大茶类、精品茶具、陶瓷红木、

茶工艺品、茶服等，汇聚 10 多个展团

和 400 余家茶企。

王磊

二广高速全长 2685 公里，是纵贯

中国南北的大动脉和陆路连接欧亚最

便捷通道，也是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

通道。二广高速公路在内蒙古境内全

长 413.86 公里。目前，除正在改扩建

的二赛项目 (二连浩特至赛罕塔拉段)

外，各段落已建成通车。二广高速公路

从二连浩特向南，串联起疏港公路、

331国道、京藏、京新高速等国省干

线，把纵横全国的数条骨干道路纵连

成网。二赛项目建成后，从二连浩特口

岸南出发，3 小时可抵达乌兰察布市，

4.5 小时到达呼和浩特市，对完善国家

和自治区高速公路网布局，带动沿线

地区经济社会和旅游发展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冯雪玉

今年以来，内蒙古全区各地持续贯

彻落实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消费市

场稳步恢复，消费提质升级步伐加快。

1—5月，内蒙古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直逼 1900 亿元，达到 1893.3 亿元，同

比增长 15.8%。

消费市场平稳向好，恢复态势逐步

加快。1—5月，内蒙古全区限额以上粮油

食品类、服装鞋帽类及日用品类商品零

售额同比增速保持在两位数以上，分别

为 10.2%、26.6%和 21.7%。消费升级方

面，1—5月，内蒙古全区限额以上通讯器

材类、化妆品类、文化办公用品类和金银

珠宝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

23.5%、36.9%、42.6%和 67.7%。

限额以上餐饮业收入增幅首次转

正，网络销售增势喜人。1—5月，内蒙古

全区限额以上餐饮收入同比增长

92.2%；5 月当月，限额以上餐饮业收入

同比增长 60.0%，年内增幅首次转正；限

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

售额同比增长 51.2%；限额以上汽车类

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43.7%，拉动限额

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13.4 个百分点，

是拉动力最强的力量。

据《内蒙古日报》

近日，记者从自治区民政厅了解到，今年前 5个月，全

区共保障城乡低保对象 162.46 万人，特困人员 9.58 万人，

发放低保、特困救助资金共计 29.42 亿元；对遭遇临时性、

突发性生活困难家庭开展临时救助 7.49 万人次，发放临

时救助资金 0.99 亿元。

今年以来，自治区民政厅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工作机

制，精准认定救助对象，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困难人员纳入

低保、特困救助保障范围。加大临时救助力度，对遭遇突发

性、紧迫性、临时性生活困难对象给予临时救助。积极采取

有效措施，加强困难群众救助资金发放实时监督，强化工

作调度，确保救助资金及时、足额、准确发放。 刘晓君

呼和浩特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经济总量2800.7 亿元

精彩纷呈茶博会

“高速”时代

内蒙古消费品零售总额
前 5个月直逼 1900 亿元

弄潮数字化智能化
内蒙古企业紧锣密鼓布局转型

内蒙古规模以上工业行业
增长面保持七成以上

5 月份内蒙古全区快递服务企业
业务量同比增长 34%

内蒙古前 5个月发放
各类救助金 30 多亿元

培育世界一流企业
国企改革提速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