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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二十大

连日来，内蒙古自治区“喜迎二十
大、永远跟党走”等主题活动声势一浪
高过一浪，草原大地各园区、各工地节
日期间不休息，抓调度、保进度、抢速
度，推动清洁能源大区建设，以实际行
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9 月 2 日，内蒙古华启新能源材
料有限公司 10 万吨动力电池负极材
料加工产业园项目，在乌拉特中旗甘
其毛都口岸开工建设。2 个月前，华润
电力投资的乌拉特中旗 100MW 风电
项目、国合乌拉特续建 100MW 风电
项目、联合动力德日苏续建 100MW
风电项目也先后在此开工，3 个项目
年底将全部实现并网发电。“乌拉特中

旗是内蒙古风光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
一，这些项目都是重点培育的新能源
代表项目。”乌拉特中旗发改委主任李
钧介绍，近年来，乌拉特中旗加快推进
新能源产业发展，先后引进 25 家风
电、光电企业。

内蒙古风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
14.6 亿千瓦、约占全国的 57%，太阳
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 94 亿千瓦、约占
全国的 21%，“风”“光”无限，潜力无
穷。10 年来，内蒙古新能源装机达
5600 万千瓦，新能源发电量达 1191
亿千瓦时。

“新能源建设是我们的又一发展
机遇，必须牢牢抓住。”内蒙古自治区

党委书记孙绍骋表示，内蒙古提出新
能源领域“大干快上”，力争到“十四
五”末，新能源装机达到 1.35 亿千瓦
以上，率先在全国建成以新能源为主
体的能源供给体系，构建以新能源为
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同时，统筹发展
新能源装备制造业和运维服务业，做
大风光氢储产业集群，开拓应用和消
纳场景，努力形成集聚效应和规模效
应。

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内蒙
古首家零碳产业园塔吊林立、马达轰
鸣。虽然是产煤大县，但伊金霍洛旗率
先实行减碳、汇碳、捉碳并探索零碳产
业园发展模式。今年 4 月份，产业园一

期项目投产，隆基、华景等一批新能源
项目落地，未来将实现风电、光伏和氢
能的互补，最终达到 100%的零碳能
源供给。“我们要为内蒙古打造绿色新
能源基地作贡献，献礼党的二十大。”
项目负责人范奉斗说。

在通辽市科尔沁区，龙马新能源
装备制造基地投资额达 200 亿元。

“项目综合占地 5200 亩，堪称一座风
电高端制造的产业城。合作单位有中
水六局、东方电气、金风科技等，产品
涵盖风电主机、风电电机、风电定转
子，志在让新能源装备制造业产业链
延往下游、价值链攀向高端。”科尔沁
区委书记徐天鹏介绍。据《经济日报》

内蒙古自治区，坐标中国正北方。
这里天地阔远，边境绵长，外接俄

罗斯和蒙古国，20 个对外开放口岸如
颗颗明珠镶嵌在 4200 多公里的边境
线上；内连八省、横跨“三北”，历史上是

“草原丝绸之路”和“万里茶道”的重要
通道，如今是我国“北开南联、东进西
出”的重要枢纽，更是中蒙俄经济走廊
的重要节点、国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
要门户，区位、地缘优势得天独厚。

根植历史，立足优势，方能面向未
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强
调，要通过扩大开放促进改革发展，发
展口岸经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
同俄罗斯、蒙古合作机制，深化各领域
合作，把内蒙古建成我国向北开放的重
要桥头堡。

牢记总书记殷切嘱托，结合独特优
势，深耕特色产业，内蒙古开放的步履
更加坚实：发挥联通俄蒙的区位优势，
服务国家、经略周边，打造内陆开放高
地和沿边开放重要支点，着力推动政策
沟通、设施互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主动融入“一带一路”，书写
了向北开放的精彩篇章。

几天前，一列布满彩绘的中欧班列
从乌兰察布市集宁区七苏木国际物流
枢纽铁路物流中心出发，驰往俄罗斯的
叶卡捷琳堡，随之带去的是满满 50 节
集装箱的巴彦淖尔精品葵花籽。自
2016 年开行以来，七苏木中欧班列的

“欧洲之旅”已经有 587 次。
2022 年 4 月末，包头市达茂旗白

彦花火车站驶出一列装满煤炭的 46 组
集装箱列车，这是包满铁路全线贯通
后，从达茂旗发出的首趟列车，标志着
满都拉口岸通关迈入“铁路时代”，也将
达茂旗接入了全国铁路干线网。

2022 年春节期间，一辆辆满载煤
炭和铜精矿的货车在甘其毛都口岸缓
缓前行。在无人值守的智能卡口，设备
自动读取车辆和货物信息，一辆车通关
只需要 10 秒钟……

一幅幅火热的场景，一个个跃动的
数字，彰显出内蒙古向北开放的累累硕
果，也见证了北疆大地在开放之路上更
加快步疾行。

从古丝绸之路上驼铃悠远，到“一
带一路”建设泽被草原；从中欧班列连
接起亚欧及整个世界，到各类对外开放

平台相继搭建，内蒙古全方位开放格局
日趋完善：

———对外贸易商品结构进一步优
化，对外贸易伙伴遍及全球，对外贸易
竞争新优势不断涌现，多种贸易方式共
同发展。2021 年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实现进出口额 111 亿美元，同比增长
21.4%；

———外贸平台基地扩容升级，为由

“经济通道”向“通道经济”转变、“过路
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提供开放平台
支撑。呼和浩特市、赤峰市、满洲里市、
鄂尔多斯市获批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综
合试验区，二连浩特市获批边民互市贸
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试点，满洲里市获
批市场采购贸易试点，国家级外贸转型
升级基地达到 15 个；

———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利
用外资平稳健康发展，有力激发了外商
投资市场活力，促进实际使用外资稳定
增长。2021 年实际利用外资达 3.16 亿
美元，2022 年 1-7 月实际使用外资 33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63%，增速在全
国排名第 5 位；

———稳步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建
设，不断深化对外合作交流，积极参加
中俄博览会、中美省州合作机制系列经
贸交流促进活动、中阿博览会、中非博
览会、蒙古国“阿拉坦布拉格国际商品
展”等各类境内外展洽活动，推进双向
投资；

———口岸布局全面优化，形成了多
方位、立体化的口岸开放格局。口岸功
能不断丰富，口岸建设进一步加强，各
级累计投入口岸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近
100 亿元。口岸营商环境显著改善，口
岸协调合作机制更加完善。

站在新起点，建设好向北开放重要
桥头堡是内蒙古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
局的重要依托。在全国构建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内蒙古将以敢于担
当的勇气和善于创新的智慧，以更加宽
广的视野和博大的胸襟全方位扩大开
放，增强发展动力，提升国际化水平。

唯改革者进，唯开放者兴。新时代
新征程上，内蒙古开放的脚步永不停
息，风樯阵马，昂首前行！

据《内蒙古日报》

逐浪海天阔潮涌奋楫行
———内蒙古打造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风正帆扬

把内蒙古打造成为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高度，为内蒙古量身
定制的战略定位，也是内蒙古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内
蒙古充分发挥自身区位优势，围绕打造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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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通内外的“交通网”越织越密，区域协作的“关系网”越扩越大，在“一带一路”上的“朋友
圈”越来越广，全方位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市场，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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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全区进出口额累计 1419.77 亿美元。
于据商务部统计口径，全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

资累计 38.36 亿美元
盂对外投资核准备案项目 570 个，对外实际投资

额累计 55.57 亿美元。

榆对外开放口岸 20 个，口岸进出境货运量累计
79923 万吨，为全国口岸最多、边境陆路口岸货
运总量第一的省份。
虞满洲里、二连浩特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均累计

突破 1 万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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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5 日，自治区政府新闻办组织
召开内蒙古待批项目大起底行动新闻发
布会，向外界郑重宣布：通过全面起底待
批项目，建立台账，到今年年底前实现
2016 年以来符合条件的待批项目应批尽
批。

惟其艰难，方显勇毅。内蒙古启动待
批项目大起底这一空前行动，释放出内
蒙古要以“伤筋动骨”之决心求“脱胎换
骨”之实效，切实把内蒙古人办事有规
矩、不拖拉的形象树立起来的强烈信号。
内蒙古要提精神、提境界、提干劲，紧起
来、跑起来、快起来，在工作作风、工作效
能上实现大转变、大提升，全力营造一流
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待批项目主要是对 2016 年以来立
项的 9.6 万个项目进行大起底，按照‘管
审批、管起底’原则，由自治区各审批部
门会同盟市梳理本部门待批事项，重点
推动解决组件完成项目超期未审批、建
成项目补办手续问题，年底前将纳入台
账项目批复销号。”9 月 15 日，自治区发
改委有关负责人语气坚定地说。

全面起底、建立台账，分类处置、限
时办结，建章立制、规范审批，畅通投诉
渠道、加强社会监督……全区各地闻令
而动、击楫勇进，推动待批项目大起底工
作落实落地。

呼和浩特市第一时间成立了以副市
长为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工作专
班，同时印发了《待批项目大起底工作方
案》和《“半拉子”工程大起底工作方案》，
各旗区和部门同步成立专班并建立工作
群，全面开展相关工作。

呼和浩特市实行周调度、月汇报，市
主要领导每月听取汇报的制度，按月分
解细化今年的目标任务和推进措施。同
时，通过召开视频会议、现场会议以及市
旗两级集中办公等形式，加强大起底业
务培训指导，全力推动待批项目大起底
工作。

“目前，大起底工作已全面转入办理
阶段，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行政审批等
审批部门针对 8 个审批事项分别制定审
批方案，高效推进审批。截至 9 月 10 日，
621 个待批项目的 8 项主要手续已办结
3527 项。”呼和浩特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
介绍。

乌兰察布市于 8 月 14 日成立了由
市政府分管领导担任组长、市发改委等
相关部门分别担任副组长和成员的待批
项目大起底和“半拉子”工程工作领导小

组。同时，抽调相关部门业务骨干成立工
作专班，全面开展项目大起底工作。并于
8 月 17 日印发了《乌兰察布市待批项目
大起底工作方案》和《乌兰察布市“半拉
子”工程大起底工作方案》。

乌兰察布市待批项目大起底工作实
行半月调度、月汇报，市里主要领导每月
听取汇报的制度。通过摸底梳理，已建立
了大起底项目总体台账，初步摸清了项
目建设状态和各类审批事项的办理情
况。8 月 22 日，乌兰察布市将《乌兰察布
市待批项目台账》上报自治区项目大起
底工作专班。目前，乌兰察布市待批项目
共 9343 项，按照自治区领导小组最新要
求，已建立待批台账及补批台账，已办理
或无需办理项目 5706 个，不再实施项目
2413 个，待批项目 1191 个，补批项目 33
个。

自待批项目大起底工作启动以来，
乌海市实行周调度、周通报，月例会、月
总结，确保各项工作顺利推进。9 月初，市
政府召开“五个大起底”行动专题推进
会，要求待批项目大起底行动走实、走
深、走细，尽快见到实质性成效。目前，已
梳理了 2016 年以来通过投资在线平台
立项的 2770 个项目，其中，已办理或无
需办理项目 1739 个，不再实施项目 446
个，待批项目 465 个，补批项目 120 个，
工作进度已基本完成工作方案计划目
标。

点上推动，面上发力。为保障大起底
各项工作顺利开展，自治区成立工作领
导小组，抽调相关厅局业务人员组成工
作专班，在自治区发改委集中办公，各盟
市、自治区相关部门也制定了本部门工
作方案，组建了工作专班。

目前，通过全面梳理，全区共核查了
9.6 万个项目，其中前期手续齐全的有
6.47 万个，不再实施的项目有 1.77 万个，
有办理需求的项目 1.22 万个，同步建立
了补批项目台账，首批纳入台账项目
1325 个。

“随着各地深入核查，后续还会有补
办手续需求，台账按月动态更新，各审批
部门正在全力推动审批。我们还主动公
开，接受监督。各审批部门全面公开审批
流程、办理要求、办理时限、受理途径、负
责审批具体人员联系方式，建立审批红
绿灯预警机制。设立 12345 投诉举报热
线，持续加强社会监督。”自治区发改委
有关负责人说。

李永桃

内蒙古打造清洁能源大区
———力争“十四五”末新能源装机超 1.35 亿千瓦

秋高气爽，黄河内蒙古段景色壮美。
图为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拍摄的黄河沿岸风光

贝赫 摄

金秋时节，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的水稻喜获
丰收。

图为义勒力特镇的明武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
驾驶收割机收割水稻。 彭源 摄

水稻丰收

内蒙古核查待批项目 9.6 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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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
“哈尼梯田是我们的根，我们要保护好

梯田，传承好农耕文化。”丁继楠说，近年
来在当地政府支持下，村庄环境和道路
得到改善，曾经撂荒的田地种上了水稻，
原生态的哈尼梯田得到了大家的守护。

乡村承载着乡愁，传承着优秀农耕
文化。近年来，各地深入挖掘农业文化遗
产资源，实施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工程，打
造特色农业产业品牌，展示农耕智慧、弘
扬优秀农耕文化。同时，各地持续推进农
村移风易俗，倡导孝老爱亲、勤俭持家等
文明新风尚。

为了让乡村更美丽，我国扎实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目前全国农村
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 70%，农村生活垃

圾进行收运处理的自然村比例稳定在
90%以上，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 28%
左右，95%以上的村庄开展了清洁行动，
村容村貌明显改善。

笑容展现在越来越多农民群众的脸
庞。乡村富民产业稳定发展，让农民就业
增收渠道不断拓宽。农业农村部数据显
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9787 元，实际增长 4.2%。

春种夏耘，秋收冬藏。在希望的田野
上，每一滴汗水都见证着农民的辛劳，每
一个季节都在为新的收获筑牢基础。扎
实推进乡村振兴，让日子越过越红火、生
活更上一层楼，这是亿万农民群众的期
盼，也是广袤中华大地越来越美的风景。

据新华社

致敬耕耘 礼赞收获
———写在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