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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鑫)近日，集宁至

通辽铁路电气化改造配套供电工程明

安图至善乌苏牵引站 220 千伏线路工

程、 古尔班牵引站至善乌苏牵引站 220

千伏线路工程送电投运，至此，集通铁

路电气化改造配套供电工程锡林郭勒

盟段全部进入运行阶段，为集通铁路电

力“大动脉”注入强劲电能。

集通铁路横贯内蒙古中东部，是连

接我国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重要铁

路干线， 也是我国重要能源运输通道。

内蒙古电力集团负责承建集通铁路电

气化改造配套供电工程，其中锡盟段工

程于 2022 年 3 月 15 日开工，新建 220

千伏出线间隔 4 回、110 千伏出线间隔

2 回、35 千伏电抗间隔 1 回， 新建铁塔

1092 基、220 千伏输电线路 278 公里、

110 千伏输电线路 93 公里， 总投资

3.68 亿元。

项目实施的 278 天里，锡林郭勒供

电分公司、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分公司

出动 513 人组建了 35 支精干施工队

伍，克服气候条件恶劣、疫情反复、跨越

点多等诸多困难，215 天完成 371 公里

输电线路的建设任务;30 天完成跨越公

路 18 处， 跨越高速 8 处， 跨越铁路 7

处，交叉跨越电力线路 129 条，通讯线

路 20 条;连续鏖战 18 个日夜完成间隔

切改、启动送电，再次实现了“同年开

工、同年投产”的建设目标。

集通铁路电气化改造配套供电工

程的投运，为集通铁路电气化运营打下

坚实基础，对于畅通自治区交通“大动

脉”， 形成横贯自治区东西部快速铁路

通道，助力自治区加快建设现代化综合

交通体系，打造新能源产业高地具有十

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半是碧绿的湖水， 一半是晶莹的

冰花，12 月初的乌梁素海宛如一块巨型

翡翠惹人心醉。

乌梁素海位于内蒙古巴彦淖尔市

乌拉特前旗， 水域面积约 300 平方公

里，是中国第八大淡水湖和黄河流域最

大淡水湖，也是地球同一纬度上最大的

湿地。 它对维系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

障、保障黄河水质和度汛安全、促进地

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乌梁素海一年四季风景各异如画

如诗。 春天，冰雪消融，疣鼻天鹅如期飞

回故乡，带回春的信息;夏天，湖光盛

装、碧翠满园，湖海美景让人醉;秋天，

芦花白，秋草黄，碧水蓝天百鸟翱翔;冬

天，冰封百里、素裹银装，“冬捕开渔”再

现北方古老渔猎文化。

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乌梁素海水

质日益恶化。到 2008 年，乌梁素海污染

达到顶峰，生态功能退化形势严峻。 同

时， 乌梁素海周边流域内沙漠侵蚀、耕

地盐碱化、 水土流失等问题相互叠加，

使整个流域的生态系统遭到破坏 ，

2005—2014 年监测数据显示， 湖区水

质一直徘徊在劣 V 类。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采取多项措施

推进综合治理，探索系统化、一体化生

态修复路径，吹响了全国最大山水林田

湖草沙综合生态修复“绿色实践”的号

角。

记者获悉，乌梁素海流域生态修复

治理工程以建设中国北方重要生态屏

障为中心，重点提升中国北方防沙带生

态功能， 保障黄河中下游水生态安全，

围绕流域内沙漠、矿山、林草、农田、湿

地、湖水等生态要素开展治理，分时间、

分步骤、分区域实施生态修复项目。

经过多年来的治理，乌梁素海实现

入湖中水全部达标，湖区水质稳定在Ⅴ

类，局部达到了Ⅳ类，水生态环境稳中

向好，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重现了“塞

外明珠”美景。 来源：央广网

重实干 务实功 求实效

集通铁路电力“大动脉”注入强劲电能

电气化改造配套供电工程投运

为改善环卫工人的工作条件， 解决

冬季户外工作期间饮水、休息等实际问

题，呼伦贝尔额尔古纳市新时代文明实

践服务中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切实发挥党建引领作用，通过科

学规划、合理选址，打造“新时代文明实

践环卫驿站”， 让环卫工人在寒冬里有

一处温暖的休息港湾。

连日来，额尔古纳市最低气温已经

降至零下四十几度，为了让环卫工人有

个温暖的歇息地，本着“实用、管用、真

用”的原则，一处处“新时代文明实践环

卫驿站” 出现在额尔古纳的街头巷尾，

在寒冬里给环卫工人带去了阵阵温暖。

“冬天咱们这个地方太冷了， 以前

只能是多穿点，现在好了，有好几处这

样的驿站，我们就近有个暖和的地方坐

一会儿，喝口水，天气再冷心里头都觉

得暖和。 ”环卫工人吴丽娟说。

“新时代文明实践环卫驿站” 提供

的贴心服务不仅体现了社会对环卫工

人的尊重和爱护，更提升了城市的文明

程度。 据了解，目前额尔古纳市区共有

14 处“新时代文明实践环卫驿站”，均由

爱心商家无偿提供场地， 并配备 20 余

名志愿者，负责驿站的日常维护工作。

爱心商家苗建华表示，“我们商户

作为城市的一分子， 也希望尽一份力，

为别人提供帮助的同时让城市变得更

美好。 ”“在下一步工作中，我们将持续

践行‘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伸到

哪里’的理念，着眼于群众个性化差异

化服务需求， 打造志愿服务品牌项目，

将温暖送到群体身边，让幸福之花遍地

开放。 ”额尔古纳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服

务中心主任罗晓晖说。 王卓

自治区统计局最新消息：今年 1-10

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

过 2.3 万亿元，达 23015.4 亿元，同比增

长 18.9%。

1-10 月， 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 76.0 元，同比

增加 0.1 元; 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费用

6.3 元，同比减少 1.2 元。

截至今年 10 月末， 全区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资产 42048.5 亿元，同比增长

9.7%;企业负债 23253.2 亿元，同比增

长 4.8%;企业所有者权益(扣掉负债之

后企业作为所有者能够享有的剩余部

分资产权益 )18795.3 亿元， 同比增长

16.4%;企业资产负债率同比降低 2.6 个

百分点。

截至 10 月末， 全区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应收账款 3359.1 亿元， 同比增长

8.7%; 企业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 41.4

天，同比减少 1.6 天;企业产成品存货周

转时间为 14.6 天，同比增加 0.3 天;企业

产成品存货价款合计 945.7 亿元。 杨帆

本报讯(记者 张鑫)盼望着盼望着，

2023 年元旦、春节就要到了，除了能享

受轻松假期外，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的

福利标准又有调整。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 19 日下发通

知，决定在 2019�年制发《内蒙古自治区

总工会关于调整基层工会逢年过节慰

问品标准的通知》(内工发〔2019〕3�号)

的基础上，再次提高《内蒙古自治区基

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办法》(内工发

〔2018〕6�号) 中基层工会使用工会经费

在国家规定的法定节日(即：元旦、春节、

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和国庆

节) 可以向全体会员发放节日慰问品的

标准， 由每位会员年度总额不超过

2000�元调整为不超过 2500�元，从

2023�年 1�月 1�日起执行。

通知要求，上级工会要加强指导服

务，大力推动基层单位并督促基层工会

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

《中国工会章程》《内蒙古自治区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中关于

工会经费的有关规定，坚持工会经费向

基层倾斜、为工会工作和职工群众服务

的方向。

同时，基层工会要教育引导会员缴

纳会费，推动本单位按全部职工工资总

额及时、足额计提拨缴工会经费，积极

争取同级行政补助，推动本单位落实职

工福利费的有关规定，努力扩大工会经

费收入，不断增强工会组织服务职工的

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工会经费也不能

“任性花”。 各级工会要严格执行全国总

工会和自治区总工会关于工会经费使

用“八不准”规定，旗县级以上工会要加

强对基层工会经费收支情况的检查和

审计监督，确保工会经费使用管理合法

合规。

12 月 24 日，兴安盟突泉县、扎赉特

旗通用机场首航成功，正式通航。

突泉县太平机场和扎赉特旗音德

尔机场通过“统一标准、统一设计、统一

前期、统一建设、统一融资”的“五统一”

建设，顺利实现当年开工、当年竣工、当

年投运，在内蒙古通用机场建设史上尚

属首次。

通航后，突泉县通用机场将开通突

泉到通辽航线，2023 年下半年开通突泉

到阿尔山航线。 同时开展航空驾驶培

训、救援、空中旅游、空中表演、空中航

拍、空中测绘、农林喷洒等特殊业务。

据悉，2023 年， 兴安盟科右前旗和

科右中旗通用机场也将陆续实现通航。

届时 4 座通用机场将与乌兰浩特机场、

阿尔山机场形成区域航空交通体系。

据新华网

自治区启动“五个大起底” 行动以

来，锡林郭勒盟紧盯待批项目和“半拉

子”工程大起底目标任务，压紧压实责

任，狠抓推进落实，实现待批项目全部

办结销号，“半拉子”工程达到时序盘活

任务目标。

待批项目大起底中，锡林郭勒盟经

梳理有 401 个项目列入台账，需办理手

续 550 个，列入补批项目台账 100 个，

需办理手续 124 个。

截至目前，这些待批项目不仅全部

办结销号， 其中还有 55 个项目已开工

建设，完成投资 36 亿元，全年预计完成

38 亿元， 占锡林郭勒盟当年全部投资

的 9.7%， 上拉全盟投资 9.4 个百分点，

预计 2023 年能形成有效投资 46 亿

元。

通过待批项目大起底，锡林郭勒盟

累计为 20 个绿色农牧业项目、23 个清

洁能源项目、11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项

目、121 个现代服务业项目、24 个文化

旅游项目、139 个基础设施项目办理相

关手续，为进一步发展壮大现代产业体

系提供了巨大动力。内蒙古雁大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3 万吨锂离子电池

负极材料石墨化项目是多伦县重点招

商引资项目，总投资 4.6 亿元。 通过待

批项目大起底，该项目从立项到取得全

部手续仅用 73 天。在项目审批过程中，

盟旗两级各部门主动靠前服务， 提供

“帮办、代办”服务，为企纾困，累计为

283 个民营企业进行手续办理，使全盟

营商环境得以持续优化。

在“半拉子”工程大起底中，锡盟列

入自治区台账项目 5 个。 其中，因国有

林场 3930 亩土地划入自然保护区而无

法继续实施的西乌珠穆沁旗 2016 年京

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工程人工造林项目，

通过此次行动解决了遗留问题，变更了

项目实施地块， 已通过验收并申请销

号。其余 4 个“半拉子”工程正在有序处

置中，均达到了时序盘活任务目标。

在待批项目和“半拉子”工程大起

底中，锡林郭勒盟加强组织领导，强化

保障措施，成立领导小组，印发工作方

案，建立台账和联动工作机制，实行日

调度、周督办、半月通报、月总结机制，

每日与各部门、各旗县调度手续办理及

项目推进情况， 确保及时掌握工作动

态，摸清台账底数。该盟在“12345”政务

服务便民热线增设待批项目和“半拉

子”工程大起底受理模块，进一步畅通

群众反映渠道。 同时，建立手续办理绿

色通道，启动联动审批机制，积极落实

审批红绿灯预警机制和靠前帮办服务

机制，指导各地区因地制宜制定“半拉

子”工程处置方案，明确推进目标，对工

作进度缓慢的地区和部门及时进行提

醒、督导，加快推动工作进度。

巴依斯古楞

今年以来， 呼和浩特市始终把项目

建设、招商引资作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

第一抓手、最强动力，千方百计“抓招

商、引投资、上项目”。 截至目前，呼和浩

特市已引进亿元以上项目 335 个，实际

完成投资 485 亿元，分别完成年度任务

的 111.67%和 121.25%， 超额完成了年

度目标任务。

从指标完成情况来看，国内(区外)

在建项目到位资金预计完成 400 亿元，

同比增速约 81.82%;新签约国内(区外)

项目办理立项手续约 185 个，办结率达

70%左右;开工项目约 120 个，开工率

达 50%左右;竣工项目约 80 个，竣工率

达 70%左右;投产项目约 70 个，投产率

达 95%左右。

从签约项目质量来看，今年，呼和

浩特市新签约项目主要集中在重点培

育的六大产业集群。 其中，绿色农畜产

品加工产业集群以打造伊利现代智慧

健康谷、蒙牛乳业产业园为核心，招引

上下游产业及关联产业项目，新增签约

项目共计 54 个，协议金额 255.79 亿元，

落地 41 个，金额 173.45 亿元。清洁能源

产业集群引进远景新能源装备制造产

业园等，新增签约项目 24 个，10 个已落

地。 新材料及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以打造

“中国硅谷”为核心，以中环产业园为主

要集聚区，建立了以中环为链主，鑫华、

鑫环、欧晶、中晶、欧通等多家企业参与

的产业联盟，引进配套企业推动产业链

向下游光伏装备延伸，新增签约项目 23

个，13 个已落地。 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依

托全国一体化网络节点和林格尔数字

集群政策洼地，建设中、农、建、交、浦

发、农信“六大银行”金融数据中心，推

动华为、联想、阿里、移动、电信、中国资

源卫星“六家互联网头部企业”数据应

用中心落地开工，总投资近千亿元。

据《内蒙古日报》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 近年来，

乌海市紧紧围绕农业产业发展，抢抓机

遇大力发展设施农业，积极引导农区居

民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促进草莓冬

季种植业发展，用一颗颗红艳饱满的草

莓铺就农区居民增收致富的新路子、好

路子，描绘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美好图景。

眼下已进入寒冬时节，草莓作为冬

季里的“水果皇后”，开始频频在市场中

亮相。走进乌海市海勃湾区千里山镇团

结新村郭永霞家的草莓种植大棚，草莓

特有的清香扑鼻而来，令人垂涎欲滴。

为了让草莓提前上市、延长果园草

莓采摘期，郭永霞引进种植了“越秀”草

莓， 上市时间比以往提前了一个月左

右。 郭永霞说：“我家 2022 年种了六亩

草莓，11 月中旬开始上市，大概能卖到

2023 年 5 月底，经济效益比较可观，平

均每亩地大概能收入 6 万块钱左右。 ”

眼下，颜色红艳、粒大饱满、鲜甜多

汁的草莓吸引了乌海市及周边地区不

少游客前来采摘、购买。 据乌达区乌兰

淖尔镇泽园新村农区居民朱瑞霞介绍，

近几年草莓市场喜人，前来采摘的游客

越来越多。“游客来到这儿可以一边采

摘一边游玩。我们除了在寻求致富方法

以外，也给消费者提供了一个冬天休闲

娱乐的好地方。 ”朱瑞霞说。

乌达区乌兰淖尔镇泽园新村立足

产业基础和市场需求，因地制宜发展草

莓种植业，2022 年有十几户农区居民

种植草莓近 30 亩， 同时泽园新村积极

推进农业产业和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大

力发展“采摘经济”，吸引了不少游客前

来观赏田园风光、体验采摘乐趣。

乌达区乌兰淖尔镇泽园新村党委

书记李军介绍说：“我们积极引导农区

居民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抢抓机遇

大力发展设施农业，促进草莓冬季种植

业发展，目前草莓开始陆续上市，一方

面满足了市场采摘需求，另一方面能增

加种植户收入。 ”

2022 年， 乌海市草莓种植面积近

100 亩， 预计产量 80 万斤， 产值近

1000 万元。 自 11 月中旬开始，草莓陆

续上市。一颗颗香甜可口的草莓不仅带

动了乌海市生态农业、休闲娱乐、观光

旅游业的发展，更进一步增加了农区居

民的收入，促进了农业产业振兴。 林帅

爱心驿站 温暖寒冬

兴安盟两座通用机场正式通航

呼和浩特市

今年已引进亿元以上项目 335个

内蒙古规模以上工业营收超 2.3万亿元

内蒙古：职工节日福利

提至每人每年最高 2500元

锡林郭勒盟待批项目全部办结销号

乌海：冬日草莓红 丰收采摘忙

海勃湾区千里山镇团结新村郭永霞家的大棚草莓迎来丰收季

湖面冰封美如画 高向龙 摄

施工现场

记者从自治区农牧业厅获悉，我区

坚决扛起国家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全面

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千方百计保面

积、提单产，粮食产量增速全国第一。

据了解， 全国 31 个省区市中，有

23 个省份实现粮食增产。 在粮食年产

200 亿斤以上的 22 个省份中， 内蒙古

粮食产量增速最为迅猛，10 年同比增

长 42%，增速居全国第一，且连续 5 年

保持总产量 750 亿斤以上。在我国产粮

省份排名中，内蒙古从 10 年前的第 10

名上升到目前全国第 6 名。

今年以来， 全区上下积极作为，自

治区政府主要负责人与各盟市行署政

府签订粮食生产责任书，自治区农牧厅

下达了 2022 年各盟市粮食大豆生产目

标，高标准、高要求分解了粮食播种面

积和大豆播种面积任务。今年粮食生产

实现“四增”，即粮播面积增加、大豆面

积增加、粮食单产增长、粮食总产增加，

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内蒙古贡献。

据《内蒙古日报》

内蒙古粮食产量增速全国第一

正在全力发展新能源的内蒙古自

治区，拟建我国压力最高、长度最长的

氢气干线管道。

12 月 23 日，内蒙古科学技术研究

院与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工程有限公

司、中太（苏州）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三方将合作共建乌海

至呼和浩特输氢管道暨“内蒙古氢能走

廊”项目。该项目拟建设我国压力最高、

长度最长的氢气干线管道，以乌海蓝氢

基地为起点，途经黄河几字弯大型清洁

能源基地，建成后将是联通蒙东、蒙西

的重要氢能储运基础设施、建设内蒙古

氢能经济走廊的核心储运设施，能够有

效支撑“氢－电”耦合发展，降低风电、

光伏项目的投资强度，有效促进可再生

能源开发。

近年来，内蒙古立足可再生能源资

源丰富、 氢能应用场景广阔的优势，出

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抢抓氢能产业发

展关键机遇期，推动氢能产业成为能源

转型升级的重要支点，积极构建清洁低

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促进氢能

产业高质量发展。 据新华网

内蒙古拟建我国最长“氢能走廊”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

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

聚力代办帮办服务 提升政务服务效能

乌梁素海：冬日冰封别样美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持续

深化“放管服”改革，将代办帮办全方位

融入“来康城·全办成”政务服务品牌建

设中， 建立健全政务服务代办帮办机

制，打造全程式贴心“帮您办”服务模

式，全力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

使政务服务既提质增效， 又温暖人心，

不断提升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 满意

度。

选聘项目管家，打造全科型服务队

伍。截至 12 月初，区级项目管家共有 20

名， 康巴什区全程开展代办帮办服务，

全力当好服务企业群众的金牌“店小

二”。

构建三级体系，打通服务“最后一

公里”。 康巴什区根据工作实际，制定了

《康巴什区街道社区便民代办帮办服务

制度》，加强代办帮办区、街道、社区三

级联动的体系建设， 实现功能一体化。

为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康巴什

区在“就近办”的基础上提供社区级贴

心代办帮办服务。 区政务服务局与进驻

办事大厅各部门共同研究、 协调配合，

梳理出 9 个部门 49 个帮办代办服务事

项。 凡是群众申请事项，由于便民代办

点条件所限无法办理而自愿选择帮办

代办的，由便民服务代办点负责全程帮

办代办。

截至 12 月初， 康巴什区在 4 个街

道建成 4 个便民服务中心， 在 19 个社

区联合建成 11 个便民服务站， 不断加

强办公设备、电子政务外网等基础设施

建设，努力实现帮办代办便民服务全覆

盖，建立健全服务机构各项管理制度和

工作考评制度。

主动靠前服务，推行“签约即代帮

办”模式。 康巴什区始终坚持“提前介

入、主动对接”的超前服务意识，积极协

调区政务服务局、区商务局、区科技局

等部门沟通对接，收集有意向在康巴什

区投资落户的企业信息， 主动对接企

业，发放服务承诺书;对签约的项目推

行“签约即代帮办”， 及时了解企业需

求，制定个性化代办帮办方案，全方位

提供代办帮办服务。

截至 12 月初， 已完成 31 个项目，

其余项目还在持续跟进中，确保保障服

务不停歇。

加强政企沟通“企业接待日”初显

成效，在一件件代办帮办事项中，获得

了群众的赞誉和认可，康巴什区将继续

通过大力加强代办帮办服务， 为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注入新的生机和活

力，不断擦亮“来康城·全办成”政务

服务品牌。

高岳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