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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有效投资， 是稳定宏观经济大

盘的关键。

进入 2022 年以来， 内蒙古积极落

实扩大有效投资、稳定宏观经济运行一

揽子政策措施， 全力推进重大项目建

设，大力推动项目开复工，并全面展开

“五个大起底”专项行动，工业投资引领

作用、基础设施稳投资作用显著，整体

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全区固定资产投资

保持快速增长———今年 1-8 月，全区固

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26.7%。

分产业看，1—8 月， 全区三次产业

投资稳步增长：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38.5%，高于全部投资增速 11.8 个百分

点;第二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49.5%，高于

全部投资增速 22.8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

投资增长 7.5%。

那么，从各领域投资看，全区固定

资产投资到底“增”在哪里?“六增”态势

给出答案。

涉农投资持续增长———

今年以来，全区加快推进农畜产品

生产基地建设， 落实各项助农政策，推

动涉农投资持续增长。 1-8 月，全区涉

农投资同比增长 31.6%(2021 年 1-8 月

同比增长 14.1%)， 高于全部投资增速

4.9 个百分点， 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较上

年同期提高 0.2 个百分点。

工业投资占主导地位———

1—8 月， 全区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49.4%，高于全部投资增速 22.7 个百分

点，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 50.9%，对投资

增长的贡献率达 79.8%。

1—8 月，全区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58.6%， 高于工业投资增速 9.2 个百分

点， 较 1-7 月增速提高 2.0 个百分点，

占工业投资的比重达 50.5%。其中，装备

制造业投资增长 85.8%， 消费品制造业

投资增长 45.6%。

基础设施投资增势强劲———

1—8 月，全区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

长 46.9%，高于全部投资增速 20.2 个百

分点，占全部投资的 37.2%，对全部投资

的贡献率为 56.4%。分行业看，交通运输

和邮政业投资增长 50.1%， 水利管理业

投资增长 68.3%， 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

增长 31.5%。

高技术产业投资快速增长———

1-8 月，全区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

增长 55.9%， 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较去年

同期提高 1.3 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

造业投资增长 94.2%， 高技术服务业投

资增长 25.5%。 高技术制造业中的电子

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 1.2 倍，高

技术服务业中的研发与设计服务业投

资增长 73.0%。

新能源产业投资增长较快———

1-8 月，全区新能源产业投资同比

增长 75.9%， 占全部投资的 22.1%�，较

去年同期提高 6.2 个百分点。其中，风力

发电投资增长 67.8%。

民生投资持续增长———

1—8 月，全区社会领域投资同比增

长 8.7%。 其中，教育投资增长 8.7%，卫

生和社会工作投资增长 19.8%， 生态保

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增长 19.8%，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增

长 51.9%。 杨帆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为引导市

场主体守法诚信经营，满洲里市场监

督管理局将“僵尸企业”强制退出工

作纳入常态化管理，开展长期停业未

经营企业的清理吊销工作，切实提升

信用监管效率。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对连续两个年度未

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

报的企业开展排查清理。 采取电话通

知、税务比对、分类处理等工作措施，

对仍有经营意愿并主动要求补报年

报的市场主体，做好法律法规的宣传

教育， 指导其依法履行公示义务;对

实际已不经营但可以取得联系的市

场主体， 督促其限期办理注销登记;

对连续六个月未从事经营活动、两个

年度未参加企业信息年报公示、未进

行依法纳税申报，且通过电话无法取

得联系的企业列入待吊销名单，待实

地核查后确定是否吊销。 截至目前，

已电话联系企业 76 户， 其中 7 户仍

有经营意愿并补报年报待移出异常

名录，41 户同意在限期内办理注销，

28 户通过电话无法取得联系，待实地

核查。 下一步，满洲里将不断完善监

管方式，通过开展清理长期停业未经

营企业工作，积极探索企业主动纠错

的信用修复机制，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

“这里不仅有暖心的人才政策、包容

的创新氛围和优良的营商环境，还有各

级政府对人才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

支持。 ”谈起在包头发展的 7 年历程，现

任上海交通大学内蒙古研究院副院长、

包头材料研究院副院长杨剑英感慨万

分。

7 年前，杨剑英博士来到包头，协助

筹建上海交大包头材料研究院，推进上

海交大与包头关联度较大的科技成果

在这里转移转化，助力包头引进培养稀

土应用型人才。

近年来， 为了吸引众多的“杨剑

英”，稀土高新区以“政策引才、产业用

才、服务留才”的新理念，人才链、创新

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五链”贯

通，相互带动，形成了良好的人才储备

和竞争态势。

“从刚成立研究院时只有 3 个人、2

间办公室，到如今占地 50 亩、已注册 46

家企业的现代化专业产业园，短短 7 年

时间， 我们已经落地高性能稀土铝合

金、高精度稀土抛光粉、稀土稳定彩色

氧化锆等 7 个填补自治区技术和产业

空白的成果转化项目。 ”杨剑英告诉记

者，目前，研究院已与 300 余家企业和

科研人才建立了合作关系，而包头嘉泰

金属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吕维洁就是

其中之一。

据悉，通过稀土高新区与上海交大

包头材料研究院的联合柔性引才，2017

年，吕维洁在研究院开启了稀土钛合金

产业化项目的技术攻关，并成功开发出

耐热和高强高模两类钛基复合材料。 该

企业是自治区唯一一家钛合金精密成

型高科技企业，吕维洁也因此成为 2018

年全自治区荣获“国家科技创新人才计

划”的唯一一人。

如何借用自身的“吸引力”与政策

优势，为招才引智服务?稀土高新区积极

拓宽引才渠道，由政府聚力引才、企业

自主引才、中介专业引才、站所委托引

才，提供最优服务与个性服务，激发人

才发展活力。 经过多年打磨，稀土高新

区逐步形成了高层次人才、专业型紧缺

人才、 新就业或自主创业高校毕业生、

职业技能人才分层分类政策惠及、相互

衔接的政策体系，实现从人才集聚区向

区域人才强区的跨越。

“加大力度推动有效的人才政策落

地，实施项目包联制，组建高规格的服

务专班开展一对一服务，不放过任何一

个将企业做强做大的机会。 ”杨剑英对

研究院及包头未来的发展提出迫切需

求，而这恰好与近年来稀土高新区制定

的各项人才新政不谋而合。

为进一步吸引培育各类人才创新

创业，稀土高新区相继出台了《关于进

一步加强人才引进培育工作的八项措

施》等多项政策，聚焦高层次人才引进

培育、创新创业扶持、重点人才支撑、人

才服务保障“四大工程”，制定了对企业

引进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予以支持的

各项细则。 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提供“上

管老下管小”组合式暖心服务，每年设

置人才专项资金 1000 万元，用于引进、

服务和奖励各类人才，为他们提供免费

体检、子女入学、交通补助等服务。 组建

人才服务微信群 3 个，入群企业人才和

人力资源经理 345 人。 按照酒店式标准

装修配套，启动使用高新区人才公寓 34

套。

而坐落于稀土高新区的包头联方

高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留学归

国人员王宝峰教授就是被包头的各项

人才政策吸引来的。 他说：“正是因为稀

土高新区对人才创新创业的大力支持，

才促使企业加速集聚了 3 名教授、4 名

博士和 20 多名硕士研究生的人才团

队，开发设计出节能、高效、长寿命的电

磁搅拌成套设备， 承担了国家科技部、

自治区科技厅等各类科研项目 20 余

项，下线产品深受包钢、莱钢、宣钢、太

钢等大型企业的青睐。 ”

近年来，稀土高新区着力在招才引

智、育才用才、惜才留才上下功夫，推动

各类优秀人才展才华、显身手，让人才

“闯”有机会，“干”有舞台，“成”有空间，

以人才为引领助推高质量发展。

立足稀土产业优势，稀土高新区先

后引进宁波韵升、天和磁材、金力永磁

等一批行业头部企业，集聚稀土领域各

类人才 5000 多名，高水平创新团队 40

支。 着力“科技立区”使命，大力开展技

术攻关，建立包括 2 家院士工作站在内

的 131 家科技创新平台，实施关键技术

攻关和重点成果转化项目 500 多项。

与此同时，稀土高新区依托国家高

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等创新创业平台，

建成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 31 家，

先后吸引 443 名海归来包头领创办企

业 416 家。 通过协办“春晖杯”中国留学

人员创新创业大赛、“中国海创大赛”

等，累计对接 200 余名与区域产业基础

契合的项目人才、孵育 500 多名产才融

合型创新人才， 近两年签约 3000 多名

对口院校毕业生。

截至目前，稀土高新区聚集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5 人，国家“万人计

划”人才 2 名;自治区“草原英才”58 名、

团队和基地 17 个;包头市“鹿城英才”

61 名、团队 24 支;院士和博士后工作站

5 家。

“未来五年， 稀土高新区还将进一

步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聚焦高潜质国际

化人才、科创领军人才、实用技能人才

和优秀青年大学生， 实施全方位扶持，

让‘引才聚智’的源泉活起来。 ”稀土高

新区组织人社部副部长王煜说。

据《内蒙古日报》

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新安镇内

蒙古禾兴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农业科

技创新园区，一簇簇红色辣椒点缀着田

野，村民们正娴熟地采摘色泽饱满的辣

椒;不远处，金黄色的葫芦铺满田间，村

民抢抓农时进行脱籽作业，忙碌的场景

构成了一幅美丽的丰收图画。 今年，内

蒙古禾兴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在乌拉

特前旗新安镇树林子村流转了 3.4 万亩

土地，并对“碎片田”进行了整治，主要

种植玉米、小麦、葵花、辣椒、葫芦等作

物。 公司副总经理辛俊飞介绍说：“从农

资品种规划、种植规划，到技术服务、农

机服务、产后服务，全链条进入社会化

服务模式，最大限度让农民在增收基础

上再叠加收入。 ”

乌拉特前旗新安镇树林子村村民

陈志亮今年将家里的 58 亩土地全部流

转出去，除了流转费用，企业还聘请他

成为土地顾问，这样他可以获得土地流

转与务工双份收入。 陈志亮告诉记者：

“连片种植土地利用率相当高， 过去一

亩地种九分，现在利用北斗导航系统种

得相当好。 我在公司里一年赚三万多

元，加上土地里流转费四万多元，比过

去强多了。 ”

土地变“碎”为“整”，既提高土地利

用率，又便于连片种植。 内蒙古禾兴农

牧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乡村振兴为契机，

以土地流转为抓手，降低了农民单打独

斗种植模式的风险，真正让土地“流”出

了活力，“转”出了后劲，实现了企业和

村民双赢。

乌拉特前旗把促进农村牧区规模

化经营作为发展现代农牧业的一项重

要举措， 多措并举推进土地有序流转，

推动农牧业向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

现代化发展。 十年来，乌拉特前旗大力

推进土地集约化管理，配套完善土地流

转相关政策规定，不断深化农村土地流

转改革，鼓励农业企业、合作社和种植

大户进行土地流转，集中经营，并充分

应用大型农业机械和水肥一体化、北斗

导航等先进种植技术，在积极改善农田

基础条件的同时，有效促进了农村产业

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 截至

目前，全旗流转土地约 72 万亩，每年新

增流转面积 2 至 3 万亩， 农业企业、合

作社新型经营主体达到 1000 多家。

段慧林

通辽市扎鲁特旗深入实施“稳羊增

牛、强牛兴牧、提质增效”战略，重点抓

畜群结构调整，品种改良提质，舍饲禁

牧等工作，紧紧围绕十大产业链，立足

地域特点、 资源禀赋和传统养殖基础，

大力发展草原黄牛产业，积极探索“党

支部 + 自繁自养、 龙头企业 + 农牧户、

养殖大户 + 合作社” 等多种养殖模式，

让农牧民通过发展“牛产业”，过上幸福

“牛日子”。

乌兰哈达苏木额尔敦宝力皋嘎查

牧民苏日嘎拉图是远近闻名的养牛“好

手”， 家里饲养着 40 多头西门塔尔牛，

个个膘肥体壮。 从 2019 年开始，他就对

牛进行品种改良， 通过畜群结构调整，

提升牛的质量。 苏日嘎拉图说，本地牛

育肥 10 个月才能达到 800 斤， 他家改

良后的四代西门塔尔牛育肥 1 个月就

能长膘 100 多斤，收入比改良前翻了一

倍。 如今，他家凭借养牛每年纯收入就

达到了 50 多万元。

品种改良提质是发展牛产业的关

键一环，但舍饲禁牧对农牧民来说也必

不可少。 扎鲁特旗积极鼓励农牧民种植

优质牧草和秸秆转化利用，推广现代生

态效益型现代化畜牧业发展模式，走绿

色生态畜牧业路子。

“今年， 我们将牧草捆成圆形进行

收储，不仅牧草的叶子、花不会被破坏，

还保持了草料原有的营养，对牛的膘情

也有利。 ”巴雅尔吐胡硕嘎查牧民金桩

说。 2022 年秋季，金桩更新打草设备，

改变了打草方式， 为 80 多头改良牛备

足了越冬度春时舍饲圈养的“口粮”。

拉动“牛经济”，奔向“牛日子”。 近

年来，扎鲁特旗把牛产业作为主导产业

来抓， 以打造牛全产业链为发展目标，

推动牛产业扩规模、上水平、高质高效

发展， 使全旗牛产业发展步入“快车

道”。

小黑山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牛存

栏 1385 头。 当记者走进合作社时，工人

正在挤奶台上挤奶。 比起传统挤奶设

备， 现在的挤奶台不仅节省一半的人

工，还实现了无菌式接触，可以直接进

行灌装。

“为了扩大规模， 去年合作社引进

了 500 头进口牛，现在这些牛都已经下

犊了，产奶量有了很大提升。 ”合作社社

长马强介绍道。 小黑山奶牛养殖专业合

作社占地面积 1.1 万平方米， 建有多栋

标准化圈舍，并配置了采食颈夹、休息

卧床等，已实现科学化养殖和现代化管

理。同时，该合作社还采取“合作社 + 农

户”的发展模式，围绕做优、做大、做强

的目标，形成了从奶牛养殖、奶制品加

工到产品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条，不

仅打开了本地市场，也打响了品牌知名

度。

“今年， 我们合作社又新建了乳制

品厂，用于制作奶皮子、奶豆腐、奶锅

巴、黄油等产品，并运往乌兰浩特、赤峰

等地区进行销售。 ”马强说道。

扎鲁特旗地处科尔沁草原腹地，是

畜牧业大旗，优质的土壤、水质、空气、

草牧场等绿色资源都为发展草原黄牛

养殖产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多年来，在

“吃生态饭、做牛文章、念文旅经”的发

展思路下， 扎鲁特旗突出产业特色，推

进畜牧业产业化、品牌化发展，加快良

种繁育体现建设，努力实现畜牧养殖业

由传统方式向现代畜牧业转变，形成种

养循环、产加一体、粮饲兼用、农牧结合

的新型畜牧业发展体系。 扎鲁特旗通过

大力扶持发展牛产业，逐步鼓起了农牧

民的钱袋子，让农牧民的生活更具幸福

感、获得感。

佳佳 韩飞

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增”在哪里?

乌拉特前旗：

让土地流转“转”出乡村振兴新活力

包头稀土高新区：

“引才聚智” 谋发展

满洲里市依法清理“僵尸企业”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

扎鲁特旗：

牵起“致富牛” 过上“牛日子”

土地流转实现连片种植。 刘燕杰 摄

苏日嘎拉图正在喂牛 韩飞 摄

本报记者 王丰

寒露已过，天气也由凉爽转向寒

冷。袅袅凉风动，飘飘羊肉香，在这秋

色浓寒意重的时节，内蒙古的牛羊肉

可以安排上啦。

深秋季节寒冷而干燥，自然也到

了滋补和“养膘”的时候了。民间常说

“贴秋膘”，因为经历了漫长的酷热夏

季，人们频饮冷饮，所以到了秋季，要

多进食温补的食材。加上天气逐渐变

凉，多囤一些“膘”，也更能面对即将

到来的寒冬。

天冷要贴秋膘，牛羊的价值便体

现了出来。全国各地的牛羊比比皆

是， 唯有内蒙古的牛羊谓之牛羊

界的“天花板”，正因为如此，爱吃

的汪曾祺，在《贴秋 膘》里特别写

了羊肉。 还特地强调羊肉要秋天

才好吃，大概要到阴历九月，羊才

上膘、才肥。 羊上了膘，人才可以去

“贴”。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记载：“羊

肉性温，味甘，益气补虚。 ”

牛羊从草原深处走来。在古代的

饮食习惯中，牛羊毫无疑问是最贵族

化的肉食，《礼记·王制》 也说：“诸侯

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

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 ”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

羊。 ”南北朝时期的《敕勒歌》就描绘

出了充满生机的内蒙古草原上牛壮

羊肥的景象，也让大美的敕勒川成为

很多人心之向往之地。

到了唐宋时期，牛更是不管是否

老弱病残，都在禁杀之列，只有自然

死亡，或者病死的牛才可以剥皮售卖

或者自己吃用。

宋朝吃羊是从皇家流行开来的

习俗， 宋真宗赵恒时御厨每天宰羊

350 只， 仁宗时每天要宰 280 只羊，

英宗朝减少到每天 40 只， 到神宗时

虽然引进猪肉消费，但御厨一年消耗

“羊肉 43 万 4463 斤 4 两”，而猪肉只

用掉“4131 斤”，还不及羊肉消耗量

的零头。皇家盛行，自然上行下效，从

官员到民间，羊肉成为了宋朝餐桌的

头等肉食。 民间无论婚丧嫁娶，或是

中秀才举人，还是烧香还愿，如果没

有一只羊在案上放着，都不好意思招

待客人。

如今，内蒙古的牛羊正在上演着

草原传奇， 牛肉年产量达到 66.3 万

吨，超过山东省跃居全国第一，占全

国产量的十分之一，为保障国家牛肉

产品有效供给作出重要贡献。内蒙古

也是全国最大的羊肉产区，内蒙古的

羊肉产量高达 100 万吨，占全国产量

的 22.9%。

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中华文明·节气遇到美食

寒露时节补秋膘：

内蒙古牛羊肥壮添“温度”

资料图片

收割、晾晒、脱粒、清选……随着秋

收工作的加快推进， 巴彦淖尔市 27 万

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区进入集中

收获期。 由于气候条件适宜、管理措施

到位，广大农户在玉米不减产的同时多

收一季大豆，实现稳粮增收。

眼下，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双河镇

团结村，农户们正在院子里脱粒、清选

大豆。 团结村村民白利军说：“我家一共

有 99 亩地，今年拿出 62 亩地进行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其中，玉米已经收

割完，每亩产量 800 公斤左右，跟往年

差不多;大豆正在清选，预计每亩产量

在 100 公斤左右。 整体来看，今年的收

成稳中有增。 ”

白利军抓起一把黄灿灿的大豆向

记者介绍，今年政府推广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不仅发放补贴，还负责安排

品种引进、农机具配备等工作，并及时

派专家进行技术指导， 促进增产增收。

他说：“在玉米不减产的基础上，按照现

在大豆 6.6 元 / 公斤的价格计算， 每亩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毛收入增加

660 元，加上种植补贴，每亩纯收入增加

600 元左右。 ”

记者现场看到，团结村许多农户院

子里都铺满了大豆秸秆，农民正在进行

人工或机器脱粒，一颗颗饱满的大豆倒

入粮袋中。 双河镇镇长吕波说：“今年全

镇对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进行

示范性推广，基本实现在玉米不减产的

同时多收大豆。 再加上现在的大豆行情

较好，这些利好因素将进一步提高农户

种植积极性。 ”

记者在临河区干召庙镇永丰村走

访时发现，当地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实现增产增收，广大农户认可度进一步

提高。 永丰村村民白亮说：“今年我完成

130 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面积。 这

两种作物生产周期、高度不同，整体通

风、透光、保水效果好，在玉米不减产的

前提下实现每亩增产大豆 96 公斤。 我

扩大种植大豆面积的信心进一步增

强。 ”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是国家确

保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的

一项重要举措。 作为全国产粮大县的临

河区今年出台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补贴政策，对集中连片种植补贴 400 元

/ 亩， 及时组织开展种植培训和技术指

导，进一步调动农户种植积极性。“今年

临河区共完成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面积 2.61 万亩， 超额 1 倍完成种植任

务，总体上实现稳产增收。 ”临河区农牧

局局长李泉说。

巴彦淖尔市地处北纬 40 度农作物

种植黄金带，光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

黄河灌溉水量充足，被誉为“塞外粮仓，

天下厨房”。 今年，巴彦淖尔市鼓励支持

广大农户、 种粮大户集中连片种植玉

米、大豆等粮食作物，完成大豆玉米带

状复合种植面积 27 万亩， 实现农业增

粮、农民增收的目标。

李云平

巴彦淖尔：玉米不减产 大豆额外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