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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冬奥 同样精彩

本土高端财经媒体

与内蒙古经济同行

发展中见证 见证中前进

《内蒙古商报》

春天的约定·嘱托

本报记者 张鑫

整洁的道路两旁， 砖瓦房错落有

致，太阳能路灯依次排开，农家乐、小吃

店一应俱全。 春到马鞍山，一股蓬勃奋

发的生机活力正在勃发：农民们辛勤耕

种，有了增收致富的产业；农村基础设

施提档升级，增强了群众幸福感；村“两

委”干部信心十足，勇当农村发展的“领

头雁”……

位于燕山山脉七老图山系深处的

马鞍山村，隶属于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

旗河南街道，因一座形似马鞍形状的山

峰而得名，这里是革命老区、贫困山区，

也是多民族聚居区和生态脆弱区。 2019

年 7 月 15 日，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马鞍

山村考察，在村民家的小院里，总书记

与基层干部群众围坐在一起，畅谈脱贫

攻坚，共话民族团结，给大家加油鼓劲。

“总书记来过咱们村”———在内蒙

古马鞍山村党群服务中心，电子屏幕上

的标语引人注目，这是马鞍山村全体村

民的荣耀和骄傲。 从昔日默默无闻的贫

困小山村，到“中国最美乡村”“国家森

林乡村”“全国旅游示范村”等殊荣加身

的富裕村、文明村、网红村，今天的马鞍

山村，万象更新!

短短几年光景，内蒙古马鞍山村的

山葡萄产业规模扩大了， 附加值提高

了，产业链也延长了。 现在，全村一半以

上的村民种植山葡萄，还有四五十名村

民利用社交软件做起了葡萄酒微商。 村

里出产的葡萄酒涵盖不同档次的 20 多

个品种，山下建起了红酒庄园，吸引游

客前来观光体验并为客户提供定制服

务，通过微商带货，葡萄酒的销路扩展

到全国各地。

近年来，马鞍山广大干部群众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在自己的工作

岗位上奋力书写新篇章，总书记曾经考

察过的地方， 也发生了众多新变化，村

民们的钱袋子鼓了，精神面貌也变得更

加积极进取，赤峰市喀喇沁旗马鞍山村

大力推进乡风文明建设，不断健全乡村

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治理效果，走出了

一条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农村环境优

化、农民富裕增收的新时代乡村振兴道

路。

如今，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孝老爱

亲宣传画随处可见； 邻里之间互帮互

助，文明风气日渐浓郁；广大农民的获

得感、幸福感越来越强。 马鞍山村党支

部书记刘叶阳介绍，2022 年是马鞍山村

发展的关键之年，是敢于破题斗争的不

寻常之年， 我们要按照 2019 年总书记

亲临马鞍山村给我们指出的发展方向，

团结奋斗，奋发有为，力争完成全年工

作任务目标。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 刘叶阳表示，

2022 年，马鞍山村坚持走“生态立村、产

业富村、旅游强村”的发展道路，在道路

坚定的基础上，想法设法做大做强做优

特色产业，一是林果产业上，继续巩固

好原有山葡萄发展现状，在“精”“特”上

下功夫做文章，保障山葡萄产业持续带

动群众增收。 持续做好马鞍山村 4 组

400 亩果园经营管理， 保障今年果园有

收益。 引导群众积极发展暖棚、栽植特

色经济作物， 探索林下养殖种植经济，

多渠道增加群众收入。 二是乡村旅游

上，加快推进红色教育基地室内布馆建

设，保证在 5 月份完工，利用七一重要

时间节点吸引更多游人到村学习参观，

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积极引进专业旅

游团队，到村开展研学、观光、疗养等一

系列活动，将现有农家院和民宿资源有

机融合起来， 开发更多的旅游资源，盘

活马鞍山村红色、绿色、紫色三色资源，

让更多群众吃上旅游饭。 争取资金开设

电商平台，把马鞍山村农副产品通过线

上线下方式卖出去，重点打造 4 组民宿

3家，力争年底建设完成。

社会事业方面，马鞍山村坚持完善

巩固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栽上梧桐树

引来金凤凰”的办法，不断优化营商环

境， 切实解决群众日常遇到的问题，计

划 4 月份启动全村自来水管网改造提

升项目，维修加固卫生室，维修 1 组道

路险工险段，新建设便民桥一座，翻新

道路两侧路肩等。 积极推进精神文化建

设，开展文明创建评比活动，举办各类

文化体育活动， 创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推进农村网格化社会治理，让村里

乡风民风家风变得更好更纯更优。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 开展防返贫动态监测工作，落

实好防返贫政策制度，与工作队密切配

合，谋划产业发展，落实好项目资金建

设，借助京蒙对口帮扶契机，发展几个

大的红色旅游项目， 增加村集体收入，

促进农民增收。

春到马鞍山，处处是一派生机。 有

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内蒙古马鞍山村干

部群众激发出创造幸福生活的强大内

生动力，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实

现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接续奋斗、一往无

前! 大地律动是春声，乡村振兴正当时！

在砥砺奋进中，一幅秀美活力的马鞍山

乡村新画卷愈加清晰明丽……

2月 22日， 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召开的优化营商

环境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激活市场主体活力，该局今年围

绕“企业开办优化提升行动”和“畅通市场便民利企行动”，

推出 90条具体举措。 确保市场监管部门涉及监管执法的事

项全面实现网上办理， 重点解决市场监管领域优化营商环

境的突出问题。

据介绍，在“一网通办”方面，实施“企业开办优化提升

行动”，主要围绕市场准入、准营和退出的便利化，推出 42

条措施。 包括开展企业住所（经营场所）登记告知承诺，通过

与自然资源、 住建等部门信息共享实现企业住所（经营场

所）的精准识别；探索将食品经营、小餐饮、小作坊等许可事

项与营业执照实现联办； 推行企业开办全程“掌上办”，在

“内蒙 e 登记”APP 现有功能基础上，纳入印章刻制、申领发

票、社保登记、公积金缴存登记、银行预约开户业务；完善企

业名称自主申报，实行“企业承诺+事中事后监管”的名称核

准方式；简化驰名商标授权使用流程；便捷企业退出市场，

与税务、人社等部门实现注销联动；全面推行简易注销；建

立市场主体歇业制度等。

在“一网统管”方面，实施“畅通市场便民利企行动”，主

要围绕市场监管执法、知识产权发展保护，推出 48 条措施。

主要有统筹推进智慧监管，按照“一网统管”要求将监管数

据纳入自治区“互联网+监管”系统；推动公共信用信息嵌入

行政事项业务办理系统和执法监管系统； 新建平台及原有

信息化业务系统实现与全区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互联互

通； 推进市场监管综合政务系统接入全区一体化政务服务

平台实现全程网办；探索实施包容审慎监管，探索开展“沙

盒监管”“触发式监管”；建立市场监督管理“尽职照单免责、

失职照单问责”机制；清理各类不合理管理措施，建立不予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清单；进一步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完善

《市场轻微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免罚清单》。 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工作，建立知识产权重点企业保护名录；对情节严重的恶

意侵权行为实施惩罚性赔偿； 开展知识产权以信用为基础

的分级分类监管试点； 建立知识产权举报投诉集中处理平

台等。

据《内蒙古日报》

冬奥会会徽、吉祥物转换为冬残奥会会徽、吉祥物，主

题花坛彩色有机覆盖物转换为早春耐寒花卉……记者近日

从北京冬奥会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组办公室获悉， 按照

《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赛时城市景观布置工作方案》 要求，

北京由冬奥会向冬残奥会城市景观布置 28 日完成转换，确

保“两个奥运 同样精彩”。

据了解，北京全市共需转换景观小品 3 处、主题花坛 9

处，宣传道旗 1.8 万面，宣传画面 60 处，主题花坛有机覆盖

物更换为 13.8万株早春花卉等。

北京冬奥会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

介绍，针对北京大风气候特点，优化了宣传道旗的制作工艺

和安装方式，优化后的道旗抗风性和牢固性大大增强。 冬残

奥会城市景观布置将保留至 3月 20日。

据新华社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

90条硬核举措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记者 迪威娜

位于呼和浩特市的伊利现代智慧

健康谷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加紧

安装设备，再过两个月，伊利年产 6 万

吨高端婴幼儿奶粉项目以及全球最大

的高端液态奶项目就要投产了。目前推

进的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项目， 是以

“种植业发展、奶源建设、智能制造、科

技创新、文旅休闲、商务活动”为核心打

造的多业态融合产业体系。春节期间有

180 多人在加班加点施工，液奶项目土

建部分除道路外，都施工完成，室内工

程正在设备安装阶段，目前已经安装完

成 70%。

发展是第一要务， 项目是第一支

撑。

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项目是“顶

梁柱”和“压舱石”。

重大项目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

和支撑,是稳增长、聚投资、惠民生的保

障,是壮实力、谋长远、加快转型升级的

关键。

去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将重大项

目建设作为稳定经济运行的压舱石、拉

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着力建机制、强

基础，补短板、增后劲，树导向、提信心，

精心调度、加快进度，以重大项目的裂

变撑起高质量的蝶变，力度大、成效好，

显示出强有力的带动支撑作用。

2021 年， 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9.8%，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4.9 个百分

点，居全国第 8位。 年内包银高铁、集大

原高铁、呼和浩特新机场、引绰济辽等

一大批传统基础设施重大工程顺利实

施。 开工建设了国家首批大型风电光伏

发电基地，自治区新能源总装机规模达

到 5446 万千瓦。 数据中心等新基建项

目进展顺利，全区服务器承载能力达到

150万台。一年来，自治区投资结构不断

优化，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高质量发

展道路走向深入。

今天的项目就是明天的产业。 内蒙

古把项目建设放在推动新旧动能转换

的全局里统筹谋划，抓牢“方向盘”，谋

定而后动。大项目成就发展大引擎,支撑

发展大底盘。 2022年， 自治区明确提出

要积极扩大有效投资， 全年完成 5200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目标。

（下转 2 版）

项目“压舱” 内蒙古踔厉奋发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大地律动是春声

奋斗，书写恢宏历史；征程，召唤新

的进发。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

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胸怀

全局抓工业、全力以赴抓工业，促进工

业经济平稳运行和提质升级，不断把实

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为全区经济行稳

致远奠定坚实基础。 ”在 2月 21 日召开

的全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上，自

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石泰峰

的话语铿锵有力。

工业，对于国民经济来说，具有极

端重要性。工业强，经济才能强！内蒙古

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

量发展新路子，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主战场主阵地在工业，重点难点和突破

点也在工业。

怎样把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紧

紧抓在手上？ 如何让工业这个“脊梁”真

正挺起来、硬起来？ 新春伊始，内蒙古给

出响亮答案———

全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通

报了自治区促进能源工业、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重点任务和政策安排，宣读了自

治区政府关于支持工业企业和工业园

区高质量发展的决定。

一系列方案为促进全区工业经济

高质量发展下达了“任务书”：“把组织

力量向工业倾斜、把时间精力向工业集

中、把政策资源向工业集聚、把考核奖

惩向工业聚焦， 推进工业经济上规模、

结构上档次、质量上台阶，推动相关产

业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

一连串政策为推动全区工业经济

高质量发展按下了“快进键”：“形成以

工业园区为载体、 以产业集群为抓手、

以重点项目为支撑、 以科技创新为动

力、以政策举措为保障的工业高质量发

展新格局。 ”

蓝图已经绘就，奋斗正当其时！ 工

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画卷迅疾铺展。

制造业是内蒙古工业经济的重要

支柱， 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主阵地。

处于重要转型期的内蒙古，面临着制造

业发展不充分、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

平不高、产业结构倚能倚重、智能化发

展迟滞等突出问题。

对此，自治区政府制定出台了《关

于促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发展的意见》及配套方案，包括 3 个行

动计划、8 个实施方案和 1 套支持政策，

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区推动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政策

措施，为促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

色化发展划定新的“路线图”。

（下转 2 版）

铺展内蒙古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画卷

牢记初心使命 续写壮丽篇章

北京冬奥会向冬残奥会

城市景观布置转换 28 日完成

———赤峰市喀喇沁旗马鞍山林场践行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