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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流通SHANGWU窑LIUTONG
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指导

口岸观察

本报讯 (记者 张鑫) 今年以
来，自治区商务厅聚焦办好“两件
大事”，闯新路、进中游，以建设国
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为核心，重
点抓实抓好促进外贸保稳提质各

项创新提升工作，持续在保畅通、
优服务、增业态、调结构、拓市场、
促转型等六个方面聚焦发力，推动
外贸形势不断向好、进出口规模屡
创新高。据海关统计，1—10 月份，

内蒙古货物进出口总额 1529.9 亿
元，提前 2 个月超过 2022 年全年
进出口额 6.3 亿元(2022 年进出口
额 1523.6 亿元)，同比增长 28.3%，
高于全国进出口平均增速 28.3 个

百分点，较 1—9 月份环比增长
10.9%。其中出口 598 亿元，同比
增长 22%，高于全国出口平均增
速 21.6 个百分点;进口 932 亿元，
同比增长 32.7%，高于全国进口平

均增速 33.2 个百分点。进出口、出
口、进口增速分别位列全国第 3
位、第 4 位、第 3 位;进出口额、出
口额、进口额分别位列全国第 24
位、第 25 位、第 23 位。

本报讯(记者 张鑫)记
者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获
悉，11 月 17 日 10 时 16 分，
随着满载着 55 个 40 英尺
集装箱的 1291 次中欧班列
缓缓驶出二连浩特铁路口
岸，标志着二连浩特铁路口
岸 2023 年进出口运量突破
1500万吨，同比增长33.4%。

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是中
蒙俄经济走廊和中欧班列中
线通道上的关键节点。今年
以来，面对 口岸 运输 跨 境
货物 持续增长 强劲 态势 ，
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充分
利用中蒙“日通话、月会晤”

机制，协调中蒙双方运输组
织计划，实时掌握货物站存、
在途数量和品类结构等信
息，动态调整进出口货物品
类，全力确保口岸运输增运
上量。

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装卸
车间副主任耿永平表示，今
年以来，汽车、机械、手机等
产品成为带动二连浩特铁路
口岸出口增长的主要动能，
进口则主要是煤炭、木材、粮
食等大宗物资，为“中国制
造”走出去和国家经济高质
量发展提供保障。

为了提高进出口货物运

输效率，中国铁路呼和浩特
局加强国际联运运输组织，
采取货物列车存量预警、货
物列车作业计划分析等措
施，大力压缩列车接发、票据
交接、车辆取送等环节时间。
加强与海关、边检部门沟通
协调，联劳协作卡控货物通
关、列车查验等关键环节，保
证货物通关效率。

为保障中欧班列高质量
开行，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
为中欧班列开辟“绿色通
道”，实行“优先组织、优先办
理、优先交接”运输模式，确
保中欧班列通关“零延时”。

初冬时节，记者来到位
于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
境内的阿日哈沙特口岸。它
是内蒙古自治区最北端的中
蒙口岸，与蒙古国东方省哈
比日嘎口岸隔界相望。

2023 年 1 月 19 日，因
疫情关闭 3 年的阿日哈沙特
口岸正式恢复货运通关，并
且首次进口煤炭，成为进口
蒙古国煤炭新通道。

“阿日哈沙特口岸距离
蒙古国东方省省会乔巴山市
仅 126 公里，进口煤炭在运
输时效上更有优势。”新巴尔
虎右旗副旗长乌兰托雅介
绍。在近 10 个月的时间里，
阿日哈沙特口岸进口煤炭
32 万吨。

11 月 11 日，在阿日哈
沙特口岸货检区，一辆吊车
正在进行集装箱吊装作业，
隆隆声不绝于耳。随后煤炭
入库，等待企业拉运。

“我们总公司在山东，看
好阿日哈沙特口岸发展潜
力，今年初在新巴尔虎右旗
成立了子公司齐航矿业有限
公司，从蒙古国进口煤炭，主
要销往黑龙江、辽宁等地。”
齐航矿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说。

阿日呼热企业管理服务
有限公司是为阿日哈沙特口
岸煤炭进口企业提供仓储、
物流服务的企业。“今年以
来，我们科学规划作业区，购
置了各类大型机械，加上新
巴尔虎右旗推动多项优化口
岸营商环境政策落地，已经
吸引 15 家企业入驻口岸。”
公司负责人那日苏告诉记
者，特别是“第三方检验结果
采信模式”大大提高了进口
蒙古国煤炭通关效率，让企
业很受益。

2023 年 9 月 25 日，随
着阿日哈沙特海关首次对一
批重量为 270 吨的进口蒙
古国煤炭采取“第三方检验
结果采信模式”验放，该口岸
进口蒙古国煤炭实现“随到、
随查、随放”。

阿日哈沙特海关监管一
科科长袁文泉介绍说，启用

“第三方检验结果 采 信 模
式 ”后 ，进 口 煤 炭 通 关 时
间由原 来的 80 小 时压 缩
至 25 小时，通关时间缩短
69%; 海关查验和化验平均
时间从原来的 72 小时缩短
至 2 小时。

据了解，阿日哈沙特口
岸自恢复货运通关以来，进

出口货物量逐日递增，相当
于口岸近 5 年的总和。与此
同时，在自治区和呼伦贝尔
市政策、项目、资金支持下，
口岸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物
流园区、货检区、生活区、旅
检区、互贸区和国门景区六
大功能区建设日趋完备。

值得一提的是，2023 年
2 月 27 日，阿日哈沙特口岸
恢复客运通关，新巴尔虎右
旗与毗邻地区的友好往来再
次打通。截至目前，进出境旅
客人数达到 6.6 万人次，其
中，11 月 6 日单日进出境旅
客人数峰值更是达到 2862
人次，创阿日哈沙特口岸开
关以来历史新高。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
过 30 年的发展，阿日哈沙
特口岸年过货能力达到 500
万吨，人员通关能力达到
100 万人次，车辆通关能力
达到 20 万辆次，进出口货
物品类从单一的服装扩展到
果蔬、农机设备、水煮牛羊
肉、煤炭。随着共建“一带一
路”的深入推进，阿日哈沙特
口岸乘势而上，为内蒙古建
设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增添
动力。

(据《内蒙古日报》)

“车号 8848，2 号堆场。”
11 月 13 日，在满都拉口岸
国际物流园区智慧场站西
门，一辆从蒙古国运煤的集
装箱大货车停靠在门口识别
区，车辆信息和停靠指令显
示在前方的电子屏幕上。

它的后面，一辆辆从蒙
古国运煤的集装箱大货车鱼
贯而入，依次停靠在门口的
指定区域，等待被识别。

这些车辆的箱体上都装
有蓝色的条形磁码，一车一
码。场站门口的识别设备会
在几秒内读取这些车辆的信
息，停靠指令同时显示在司
机的手机上。随即，这些指令
显示在车辆前方的电子屏幕
上，驾驶员按照手机上显示
的指令将车停进场站的环保
棚仓并卸车，再按照相关指
令到指定区域装上空箱经西

门出场返回蒙古国。
“全程实现无人智慧管

理，货车进场快速、高效、安
全。”内蒙古满都拉港务商贸
有限公司总经理邵军说，“如
果海关等部门需要抽检产
品，从园区的智能管理系统
上就能随时查到指定车辆的
煤炭卸放在哪个位置，然后
直接去该地点取样即可，方
便又快捷。”(牟野 张慧玲)

11 月 15 日下午，一架由白
俄 罗 斯 航 空 执 飞 的 波 音
747-300F 全货机，满载着货物
总价值约 350 万美元的 100 吨
机械设备、电子配件等产品，顺
利从鄂尔多斯机场起飞前往俄
罗斯首都莫斯科，标志着鄂尔多
斯首条俄罗斯货运航线及首条
出口货运航线正式开通。

该货机航线正式开通后，计
划每周执行两个班次，每班平均
货运量约 100 吨，单日往返运
力可达 200 吨。其中，出口主要
以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日用品
等为主;进口主要来自俄罗斯及

中亚区域的水果干果、冰鲜水产
品、食用水生动物等。

鄂尔多斯至莫斯科全货运
航线的开通，将促进内蒙古东西
部经鄂尔多斯航空口岸进出口
货量快速增长，满足跨境电商等
不同贸易方式下各类型货物的
高效运输需求，使鄂尔多斯的城
市经济活力和航空物流市场发
展规模进一步提升。同时将促进
鄂尔多斯本地及周边企业构建
更加稳定高效的跨境产业链供
应链，加快推动鄂尔多斯地区外
贸产业高质量发展。

(郝雪莲)

为助力乌海市打造全球最
大 BDO 生产基地，扎实推动商
务领域塑料污染治理以及可降
解材料推广使用工作，乌海市、
区两级商务部门以督导排查及
宣传告知为抓手，多措并举加快
推进商务领域塑料污染治理工
作。

做好工作部署，根据《乌海
市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协调
机制》及乌海市塑料污染治理工
作重点部门第一次联席会议要
求，第一时间制定并下发《乌海
市商务局关于做好商贸流通领
域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
明确工作要求及时间节点，督导
各相关商务企业根据进度安排
加快落实相关措施。

做好统计摸底，联合市场监
管等部门，全面摸排辖区内商

场、超市、电子商务平台、餐饮外
卖、集贸市场等商务领域经营者
塑料制品使用销售情况，并建立
企业档案形成名录。

做好宣传引导，制作印发
《商贸流通领域塑料污染治理工
作工具书》《拒绝使用一次性不
可降解塑料制品倡议书》、海报
等宣传材，并在商场、超市等人
员密集场所及重点酒店进行张
贴，引导消费者及商户树立绿色
发展理念。

做好责任落实，组织大型商
场、超市、重点酒店等 110 余家
企业签订《拒绝使用一次性不可
降解塑料制品告知承诺书》，对
政策要求、推进时限、处罚措施
等内容进行告知，目前已签订承
诺书 60 余份。

(来源：乌海市商务局 )

中共赤峰市委员会、赤峰市
人民政府近日在北京市召开新
闻发布会介绍，“2023 赤峰好物
进北京”活动将于 11 月 23 日
至 27 日在北京展览馆举办，届
时，将有 1040 余种赤峰最具代
表性的优质特色产品与北京市
民见面。

赤峰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付
守利介绍，此次“赤峰好物进北
京”活动展览展示面积 5000 平
方米，共分为两个部分。1 号厅
设置“遇见赤峰”“文旅赤峰”“产
业赤峰”“京蒙情深向未来”展
区，以展板、图片、视频等形式展
示赤峰概况、文旅风光、三产发
展和京蒙合作等内容。2 号厅设
置农畜产品展区、羊绒制品区、

“赤诚峰味”精品展区、文旅非遗
展区、现场品鉴品尝区、直播访
谈区和网红带货区七大主题展
区，现场汇聚赤峰市各旗县区具
有代表性的、特色优质农畜产
品、“赤诚峰味”授权用标产品、
赤峰特色旅游商品、文创产品、

“赤峰有礼”精品商品以及笤帚
苗制作技艺等各类非遗手工艺
产品。目前，已确认参展企业
178 家，其中农牧企业 168 家，
文旅企业 10 家。届时，赤峰市
知名品牌、行业龙头齐聚，各大
参展企业将携带共 1040 余种
最具代表性的优质特色产品亮
相北京展览馆。

赤峰市农牧局党组书记、局
长张圣合介绍，此次活动以展示
展销及推介会的形式向北京市
民一一呈现，届时将同期举办开
幕式、“三级媒体话赤峰”“北京
网红播赤峰”“赤峰网红播赤

峰”、直播访谈、“六进主体”签
约、旗县区专场推介、文艺助演
等活动。其中 13 场专场推介会，
采用线上直播、赤峰歌舞、招商
洽谈、“乡友在京回家”等多元化
形式进行推介，讲好赤峰市打造
乡村振兴的生动故事，立体化彰
显赤峰农牧业品牌建设成效。在
开幕式上，北京市多家大型社区
便利店、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
大型连锁超市集团、大型餐饮机
构、机关单位后勤餐厅、景区，将
就集采、团购与赤峰市相关企
业、旗县区签约。

赤峰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
书记、局长黄河介绍，文旅板块
也是本次活动重要的组成部分，
借助展板、艺术墙、多媒体等载
体，向北京市民和游客推介草原
风情观光游、大漠极限运动游、
休闲养生度假游、近郊乡村游、
辽代历史文化游等线路和产品。
活动期间还将展售涵盖工艺摆
件、文创产品、生活用品等 100
余种赤峰特色的旅游商品、文创
产品和“内蒙古礼物”精品商品，
多角度呈现赤峰文化和旅游深
度融合、创新发展的丰硕成果。

“赤峰好物进北京”活动期
间，赤峰市乌兰牧骑将开展多场
特色演艺，让观众切身感受来自
草原的盛情邀约。此间还会进行
赤峰文旅推介，同北京文旅企业
深度对接，有望达成合作意向。

目前，赤峰市正全力打造中
国北方重要农畜产品生产输出
基地，努力为国家提供更多优质
绿色农畜产品，把更多“蒙”字号
农畜产品输送到全国。

(据新华网)

地处黄河“几字弯”的内蒙古河套地区依托资
源优势，做大做优葵花产业，形成了集研发推广、精
深加工、购销出口、观光旅游于一体的一二三产业
深度融合产业链，让小瓜子成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的大产业。

眼下，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乌兰图克镇新义村村
民刚刚结束秋收，陆续销售初步筛选好的瓜子。新
义村党支部书记曹志刚说：“今年全村共种了 1.2 万
亩葵花，约占耕地总面积的 55%，实现亩均产量约
500 斤、亩均纯收入 1500 多元。”

记者走访发现，当地葵花种植业持续发展带动
了农产品加工贸易的兴旺。在位于乌兰图克镇的内
蒙古吉品农业有限公司大院，厂房里整齐摆放着一
袋袋包装完整的瓜子，负责人宋伟博正在指挥工人
筛选从周边葵农处收来的货品，经过机器筛选后，
干净饱满的瓜子顺势流入塑料袋。宋伟博说：“当地
的瓜子不仅供应国内炒货企业，还出口到国外。我
们预计今年收购瓜子 1 万吨以上，可以带动上千户
葵花种植户增收。”

临河区是我国著名的粮油生产地区，得天独厚
的土壤和自然气候条件为葵花种植提供了优越的
生长环境。近年来，临河区各个乡镇兼顾发展粮食、
经济作物种植业，采取“党支部 + 合作社 + 农户”的
经营模式，打造出葵花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龙的全
产业链，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临河区农牧局副局长
苗三明说：“今年，临河区葵花种植面积 60 多万亩，
亩均纯收入 1500 元左右，带动广大种植户稳定增
收。”

连日来，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复兴镇联丰村，
多个商家主动上门收购瓜子，满载瓜子的货车络绎
不绝。联丰村党支部书记佟福生说：“好货不愁卖，
不等晒干脱粒，就有收购商上门。今年，全村葵花种
植面积约 1 万亩，平均亩产 450 斤到 500 斤，亩均
纯收入 1500 元以上。我们村葵花种植水平、产品质
量都不断提高，成为农户增收的支柱产业。”

记者在作为全国知名瓜子集散地的五原县鸿
鼎农贸市场走访发现，各家商贸企业正开足马力筛
选、加工瓜子，经过去石、分级、色选等多道工序后，
一颗颗饱满、鲜亮的瓜子分装入库。三瑞农科公司
总经理助理段东宏说：“现在正是我们收购、加工瓜
子的高峰期，预计收购量 2 万吨以上。我们通过发
展订单农业，建立起稳固的‘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
的经营模式，实现种业研发、收储、加工、销售全产
业链发展，直接带动 1 万多户农户增产增收。”

五原县地处河套平原腹地，每年种植葵花 120
万亩左右，约占全国食葵种植总面积的七分之一。
近年来，五原县把葵花产业作为引领现代高效农
业、推动产业振兴、助农增收的重要抓手，围绕种子
研发、基地种植、精深加工、市场营销、观光旅游全
产业链布局，自主研发食葵品种占全国市场的三分
之一。五原县农业和科技局副局长蔺宏峰说：“五原
县现已建成葵花交易市场，每年经销瓜子约 10 亿
斤，总营销额 50 亿元以上，农民来自葵花产业的人
均纯收入每年 5000 多元。”

拥有河套灌区的巴彦淖尔市地处北纬 40 度农
作物“黄金种植带”，水土光热组合优势明显，近年
来年均种植葵花 400 多万亩，占全国食葵种植总面
积的一半左右。当地生产的瓜子颗粒饱满、色泽好、
产量高，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金色名片”。

据巴彦淖尔市农牧局副局长王星介绍，全市将
进一步优化种植业结构，完善葵花发展布局，加快
推广绿色高效生产技术，提升标准化水平，逐步打
造绿色有机瓜子高端原料基地，促进瓜子加工精品
化、高端化，提升瓜子产业核心竞争力和影响力。

(李云平)

商务部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10 月，全
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9870.1 亿元，同比下降 9.4%;
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41947 家，同比增长
32.1%。

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2834.4
亿元，同比增长 1.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
外资同比增长 9.5%。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
造业、电 子 及通信设备制造 业同比 分 别增 长
34.6%、14.8%。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6721.0 亿
元，同比下降 15.9%。建筑业、研发与设计服务领域
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 30.0%、15.9%。

从来源地看，加拿大、英国、法国、瑞士、荷兰实
际对华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110.3%、94.6%、90.0%、
66.1%、33.0%(含通过自由港投资数据)。(据新华网)

内蒙古 1—10月份货物进出口规模
提前 2个月超 2022年全年总量

同比增长 33.4%
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进出口运量突破 1500 万吨

阿日哈沙特口岸：

进口煤炭“随到、随查、随放”

满都拉口岸国际物流园区全程实现无人智慧管理

冬日里，繁忙的二连浩特铁路口岸 张海峰 摄

河套地区：

小瓜子成为大产业

前 10 个月
我国吸收外资 9870.1 亿元

鄂尔多斯：

首条出口货运航线正式开通

“赤峰好物”11 月 23 日进北京
千余种优质特色产品集中亮相

乌海市：

加快推进商务领域
塑料污染治理工作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一家企业的工人在筛选瓜子

货物装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