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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

ZHENGJING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

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记者 张鑫)开年获喜报，

扬鞭策马再出发。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

厅近日印发通知， 对 2022 年全国老工

业基地调整改造力度大，推进产业转型

升级等工作突出的 19 个城市进行了通

报表扬，包头市上榜。 同时，国家发展改

革委对包头老工业基地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工作，“坚持‘两新’导向，强化增量

意识，打造新动能”的经验做法，给予了

充分肯定。

国家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表扬激

励年度评估，是对全国各个老工业基地

高质量转型发展绩效的年终大考，

获得表彰的城市将获得国家大力支

持。 包头市继 2021 年之后，再次被国家

发展改革委通报表扬，成为全自治区历

年以来唯一连续两年荣获此殊荣的城

市。

下一步， 包头市将以此为契机，坚

持“两新”导向，强化增量意识，把培育

新的增长点作为做大经济总量、调优产

业结构的关键抓手，聚集“新增”“抓实”

“干成”， 以更大力度和更有效的举措，

确保包头“十四五”老工业基地调整改

造和产业转型升级工作取得新进

展，为全国老工业城市转型发展继续

探索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包

头经验。

本报记者 王丰

人勤春来早，万事日相催。

自治区党委书记孙绍骋在全区招

商引资暨优化营商环境大会上强调，抓

招商引资要坚持抓“大”不放“小”、喜

“新”不厌“旧”。

今年以来， 内蒙古围绕大企业、龙

头企业开展招商， 在招大引强上下功

夫。 2 月 4 日，自治区推进重大项目建

设电视电话会议传出消息，今年内蒙古

自治区计划实施政府投资 5000 万元以

上、企业投资亿元以上项目 3168 个，总

投资 3.2 万亿元。 截至 1 月底，1592 个

新建重大项目中，已全部办结项目 972

个，办结率 61%，较去年同期提高了 31

个百分点。

抓好“大块头”，不忘“小个头”。 尽

管项目“个头”小，但是如果科技含量

高、附加值高，也不放弃，而且还要努力

争取、积极引进，这样的“小个头”项目

积少成多，就能形成产业，带动地方经

济发展。 故而招商引资不分“个头”大

小，只要是好商优商都招，招来都要享

受一样的政策。

支持发展新兴产业无可厚非，但以

牺牲地方已累积的传统产业优势为代

价，则要慎重和权衡。 地方政府招商引

资过程中“喜新”亦不能“厌旧”。产业的

大规模技术升级，往往需要一定时间积

累才能达到转型“窗口期”。聚焦本地传

统产业几十年来形成的发展优势，充分

用好已有的集聚效应，在已有基础上引

导产业高端化升级，依然是形成地方竞

争新优势可选的有效策略。

抓招商引资要坚持抓“大” 不放

“小”、喜“新”不厌“旧”，对大小项目同

样重视、新老企业同等对待，提供一样

的服务保障和政策支持。要拿出壮士断

腕的决心，马上行动起来，全力推动区

属国有企业扭亏增效，加快把国有企业

做大做强做优。

春暖花开。 在草原深处，喷雾的旭

日正在升起，竞发的百舸正在争流。

本报讯(记者 李姝廷)2 月 7 日，内

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推动

工业调整优化升级” 专场新闻发布会，

对自治区日前发布的《内蒙古自治区

2023 年坚持稳中快进稳中优进推动产

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中，关于高端

化发展、智能化发展等五个方面出台的

45 条支持工业调整优化升级的政策进

行解读。

在高端化发展方面，内蒙古将引导

企业增加技术改造投入，对投资的先进

制造业集群、优势特色产业链的工艺设

备更新、 新产品开发等技术改造项目，

按照实际完成投资额的 20%给予补助。

支持高危、 高强度生产环节“机器换

人”， 按照工业机器人购置费用的 20%

给予补助。 对当年投产的先进制造业集

群、优势特色产业链“延链补链强链”项

目，按贷款实际利息的 30%给予一年贴

息补助。

在智能化发展方面，主要是加强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

深度融合， 加快智慧园区、 智能工

厂、智慧矿山建设，推进企业上云用

数赋智，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

升级。 对 5G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工业

领域的典型应用场景项目，按照实际完

成投资额的 20%给予奖补;对设备上云

上平台的企业按照实际费用的 20%给

予补助。

在绿色化发展方面，将对数据中心

电源使用效率(PUE 值)首次降低到 1.3

的， 按照技改投资额的 10%给予补助;

对淘汰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按照更换

设备投资额的 10%给予补助。 将对创建

成为国家级、自治区级绿色工厂、绿色

产品、 绿色供应链的企业给予定额奖

励。 对高耗能、高耗水行业认定一批能

效领跑者企业、水效领跑者企业，并给

予定额奖励。 对低碳园区、零碳示范园

区，根据新增可再生能源消纳对应的能

耗量给予奖补。

在创新发展方面， 将对新创国家

级、自治区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对新认

定为国家级、 自治区级工业设计中心，

对新认定的自治区级企业技术中心，对

新认定的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全国

“质量标杆”企业，给予一次性研发经费

补助。 对列入目录的重大技术创新成果

在区内实现转化应用的项目，按实际完

成投资额的 20%给予一次性补助。 对认

定为自治区技术装备首台(套)、关键零

部件首批(次)、新材料首批(次)产品，按

照保费的 80%给予补贴。

在市场主体培育方面，将对新认定

的国家级、自治区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

集群给予一次性资金奖补。 对自治区认

定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和“小巨人”企业，给予一次性奖

励。 对自治区评定的工业技改投资先进

企业、科技创新先进企业、节能降耗先

进企业、数字化应用先进企业、“专精特

新”先进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

据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

张广收介绍，2022 年全区制造业投资增

长 42.6%， 占全部投资的比重提高 4.3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0.9%， 高于规模以上工业 2.8 个百分

点;制造业占 GDP 比重达 17.5%，比上

年提高 2 个百分点。 张广收表示，自治

区出台的 2023 年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政策清单中，支持工业调整优化升级政

策多达 45 条，这些政策针对性强、含金

量高， 自治区已安排 25 亿元专项资金

来兑现。

本报讯(记者 张鑫)2 月 8 日 21 时

08 分，随着集通铁路民富牵引变电所最

后一个断路器合闸成功，各项设备带电

正常，集通铁路集宁至好鲁库段接触网

一次性送电成功,顺利完成了集通铁路

集宁至好鲁库段 16站、14区间 433.685公

里的接触网送电任务，为下一阶段接触

网动态检测及安全评估创造了先决条

件。

在送电现场， 作业人员穿着棉大

衣，顶着厚厚的棉帽，却依然挡不住寒

风的侵袭，面对零下十七八摄氏度的寒

冷天气，作业人员克服低温环境，按方

案分两个阶段逐步通过 9 个变电所对

接触网进行送电操作，整个送电过程安

全顺畅，绝缘状态良好，接触网送电后

无异常、变压设备通电正常，各项技术

参数均满足设计要求和施工标准。

开年就大干、开局就加速、起步就起

势。 1 月 30 日，乌海市招商引资暨优化

营商环境大会召开，在新春伊始，进一

步树立了大抓招商引资、 大抓营商环

境、大抓项目建设的鲜明导向，全面吹

响了全力拼“开门稳”“开门红”的奋进

号角。

早在新年第一周，乌海市委书记唐

毅即带队出发、率先“出征”，赴重庆、上

海访企业、谋合作、话发展，以只争朝夕

的作风和干劲， 开启新年招商之旅、学

习取经之旅。 一场自上而下、上下一体

的招商大行动就此展开。

“今天再晚也是早， 明天再早也是

晚。 ”乌海招商没有坐等靠，而是主动走

出家门谈合作，带着项目见企业。“新春

第一会”后，乌海市政府有关领导、三区

主要负责人分别带队，组成了 7 支招商

小分队，分别赴浙江、山东、湖南、江苏、

上海等地开展招商考察， 对接意向企

业，掀起了招商引资新热潮。 与此同时，

各级领导干部“一马当先”带头招商，一

系列密集考察活动跑出了大干快上的

“加速度”， 奏响乌海市 2023 年招商引

资的铿锵乐章。

2 月 2 日， 乌海市在浙江台州召开

招商推介会，全面展示乌海市的资源禀

赋、产业基础、营商环境等投资优势，邀

请企业走进乌海、倾情乌海，共享乌海

机遇，谋划发展合作。1 月 31 日，在山东

济南， 招商小分队到跨境电商产业园、

数字经济产业基地等处考察，就推进数

字经济、平台经济和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建设等内容探讨合作。2 月 3 日至 4 日，

在湖南长沙、浙江舟山，招商小分队实

地参观小镇生活馆、颐乐学院、邻里运

动中心等，考察学习城市管理、城市建

设等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对接洽谈

项目合作……抢时间，拼速度，忙招商，

7 支招商小分队主动出击、加压奋进，一

落地，立即马不停蹄访企业、紧锣密鼓

推项目、真诚热情邀考察。 本次考察对

接共达成意向项目 11 个， 达成意向金

额 161.1 亿元，取得了丰硕成果。

今天招来的商、引来的资就是明天

的新产业。 2022 年，乌海市党政主要领

导外出带队招商 21 次。 全市共实施国

内(区外)招商引资项目 123 个，累计引

进国内(区外)资金 204.8 亿元，同比增长

114.7%，排全区第 2 位。 达成签约项目

102 个，协议金额 2660.81 亿元，同比增

长 68%。 过去一年，招商引资的可喜成

绩为推动乌海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

强劲动力。

新的一年，乌海市坚持把招商引资

工作作为“一号工程”，把拼招商、拼环

境作为抢抓新机遇、应对新挑战的关键

之举，坚持“龙头 + 配套”招商思路，聚

焦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等重点地区，

瞄准“高、大、上”，紧盯“群、链、配”，主

动出击招引一批具备“链主”实力的头

部企业、 具备发展潜力的瞪羚企业和

“专精特新”企业，全年力争新签约项目

协议金额达到 1000 亿元以上， 完成引

进国内(区外)到位资金 230 亿元以上。

计划实施重点项目 296 个，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 300 亿元以上。

郝飚 杨勇

乌海市：拼招商 拼环境

本报记者 王丰

好的营商环境就像阳光、 水和空

气， 对市场主体而言须臾不可缺少，对

于政府来说更是聚商机、拢人气、树形

象的大好时机。

1 月 19 日,《内蒙古自治区 2023

年坚持稳中快进稳中优进推动产业高

质量发展政策清单》正式印发，有企业

家解读为这是内蒙古送给市场主体的

开年政策“大礼包”， 通过强化要素支

撑、优化发展环境等措施，让市场主体

尽早享受政策红利。

就在前一天，内蒙古市场监管局出

台《便捷市场准入助力招商引资九条措

施》,在市场主体设立实现“一日办结”

的基础上，将其扩大至市场主体全部业

务类型，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

式的予以确认并当场登记，为自治区打

造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注入市场监

管新动能。

营商环境的优劣，决定着经济发展

的速度和质量。 良好的营商环境就像一

个大磁场，哪里营商环境好，企业就往

哪里跑，资金就往哪里流。

优化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服务企业追求的不仅仅是速度，更重要

的是企业的满意度。 必须要对标先进，

不断审视自身，敢于突破，敢于创新。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新区就在服

务上闯出了新路， 服务出便利和品质。

春节期间，科拓生物综合研发试验生产

基地一边云办公，对接设备签约、技术

交流，一边着手准备复工建设。 这主要

得益于新区的专人专班替企业办理手

续的结果。

“水深则鱼悦，城强则贾兴”。 优化

营商环境对于内蒙古来说是一场“不进

则退”的竞进，没有谁是“局外人”。 唯有

下大气力、久久为功，持续推动营商环

境优化升级， 才能让市场主体本固根

深、枝繁叶茂，内蒙古经济方能在高质

量发展之路上行稳致远。

初春的阿拉善，苍茫戈壁艳阳高照，

大漠驼乡静谧悠远，一切都笼罩在春节

的喜庆氛围中。

在阿拉善边境管理支队戍边夫妻

警务室“职工小家”里，牧民巴音别立格

正在领取兽药。

“‘职工小家’里卫生室、图书室、商

店、快递投放点等一系列便民利民的功

能室设施齐备、功能完善，我前几天和

徐警官说缺一些兽药，没过几天他就想

办法帮我从旗里带过来了!”巴音别立格

说。

现在，当地牧民有个大事小情都愿

意往警务室跑，寻求戍边民警夫妻的帮

助。 在牧民群众看来，这个“职工小家”

俨然成为他们心中的第二个家。

阿拉善边境管理支队戍边夫妻警

务室位于阿拉善左旗银根苏木查干扎

德盖嘎查中蒙边境线附近，这里交通信

息闭塞、气候环境异常恶劣，周边 20 公

里内仅有 8 户 27 名居民。

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延伸工会组

织服务触角， 在阿拉善盟工会的指导

下，阿拉善边境管理支队在戍边夫妻警

务室成立了“职工小家”，打造成为密切

联系边境地区干部职工、开展帮扶服务

的前沿“阵地”。

“额吉，最近身体怎么样?这是我从

旗里给您带的药， 记得按时吃!”“大叔，

到了收羊绒的季节了， 人手不够您就

说，我们过来帮忙!”……“职工小家”成

立以后，民警徐乃超与妻子李文娜主动

走包串户、嘘寒问暖。 小两口走遍了边

境管理区的每一条沟沟壑壑，也把工会

组织的温暖带到了大漠深处的每一座

牧户毡包。

由于边境辖区地处偏远、 信息闭

塞，群众生产生活十分不便，夫妻二人

在成立“职工小家”后，不断完善其服务

功能，累计配备医疗器材 20 余套、各类

图书 500 余册， 协调建成党员 E 站、便

民卫生室、红十字救助站、快递收发点

等。 今年以来，他们组织开展送医送药

活动 8 次，救助遇险群众 12 人，帮助群

众义务采购物资 10000 余元，寄送包裹

200 余件。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戍

边夫妻警务室“职工小家”逐渐成为边

境辖区的活动中心，群众遇到问题都会

来这里寻求帮助。 夫妻二人也充分发挥

警务前移工作优势，整合边境一线群防

群治力量，积极发动边民群众共同参与

边境治理，同时主动对接相关单位和职

能部门，全力构筑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

固防工作机制，有效地确保边境辖区安

全稳定。

“大漠戈壁最美丽的时刻， 便是沙

尘暴过后的黎明。 ”在徐乃超、李文娜看

来，边境辖区的安宁就是他们前行的动

力。 如今，夫妻二人依然行走在他们挚

爱的边境线上，用心撑起“职工小家”，

用爱守护“群众大家”。 安寅东

本报记者 王丰

托克托县人好吃酸饭那是出了名

的，尤其在酷暑难耐的夏天，早上酸粥，

中午酸捞饭，甚至晚上还要喝两碗酸稀

粥，似乎已成了当地人约定俗成的饮食。

一个地域的饮食习惯形成，跟这个

地域的文化、环境、历史是密不可分的。

受糜子的生长习性所限，其主要种

植区基本在黄河流域，呼和浩特的托克

托县紧邻黄河， 与鄂尔多斯隔河相望。

这里出产的糜子碾出的米就是酸米饭

的主要原料。

浆米罐是制作酸米饭的神器，以前

托克托县每家每户的灶台上端端正正

都放置着一个油光锃亮的黑陶瓷罐，说

它神器，它还真神。 它不只天天占据灶

台的 C 位，而且浆米罐里的酸浆要保持

绝对的干净纯正，绝不能带入荤腥或生

水，罐里更不能长时间无米，若要几天

不吃，还要时不时地把浆米罐子来回圪

捞几下，不然浆米罐子里的酸浆就变质

不能用了。

更神的是，虽然是倒了同一家的酸

浆， 到时做出的酸饭味道却不相同，而

且细品，每家每户酸米饭的味道也不尽

相同，真是千家千味。

其实要想让酸浆永远保持新鲜，就

要把酸浆里的乳酸菌生长的温度控制

好，过冷不适合生长，过热就会使菌体

死掉， 如果菌体腐败了自然就会发臭。

托克托县人有句老话：“浆米罐罐，老婆

汉汉。 ”一语双关，道尽了经营浆米罐和

夫妻之道的真谛。

酸米饭源自山西，在明末清初，“酸

米饭”随着山西大批“走西口”移民长途

跋涉，渡过黄河上中游分界处最大的水

旱码头———河口镇， 辗转传到托克托

县，受到当地人民的青睐。

吃酸米饭有两样好处，一是非常耐

饿，解渴。农民们早上吃酸饭，在田里干

半天的活，既耐饿也不会觉得渴，那滋

味简直是美妙无比，特别爽口。 另一个

好处是糜米经过发酵以后，做出来的酸

饭不容易发馊，即使是炎炎夏日，在没

有冰箱的年代里，隔一天也能吃，在那

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也许才是酸米饭流

行的真正原因。

托克托县酸米饭里也加葫芦，这种

酸米饭口感酸甜、色泽金黄玉润，观之

甚是惹馋。 无论从嗅觉上还是味觉上，

葫芦酸米饭都上升了一个新的高度，当

然这也是孩子们最奢侈的美味。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资极

大丰盛，各种美食花样百出，应有尽有。

但托克托县人仍然对酸米饭情有独钟，

它已赫然写在了大小饭店的菜谱上。就

连年轻人唱山曲儿也离不开酸米饭：焖

饭酸来白糖甜，多叫哥哥看几眼……

2022 年， 包头市全年完成消化批

而未供土地 1317.03 公顷， 完成率为

114.26%， 处置闲置土地 498.71 公顷，

完成率为 307.56%， 超额完成 2022 年

度批而未供、闲置土地大起底工作任务

目标。

2022 年该市需完成 2009—2019

年审批土地批而未供土地消化任务

1152.62 公顷 、 闲置土地处置任务

162.15 公顷。

2022 年， 包头市将此项工作纳入

对旗县区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层层压实

责任，推动工作有序开展。 在全面梳理

批而未供、 闲置土地的数量、 位置、用

途、未供及闲置原因等情况后，建立“一

地一策”“一企一策” 项目清单台账，并

完成逐宗土地上图工作， 精准分类推

进。

该市研究制定《包头市工业用地先

租后让、租让结合暂行办法》，推行工业

用地先租后让、租让结合、弹性出让等

差别化供地。同时用足用好自然资源部

《关于加快解决不动产登记若干历史遗

留问题的通知》等政策以及《自治区批

而未供、 闲置土地消化处置实施方案》

中消化批而未供土地的有关举措，解决

了产权遗留安置房项目及不能按宗地

单独供应的道路绿化带等代征地(边角

地)的土地供应。

对具备供地条件的用地项目，包头

市通过简化程序、容缺受理、并联审批

等方式，加快用地手续办理。 针对预期

项目变化不再使用的土地，包头市采取

撤销批文方式消化批而未供土地，腾挪

土地利用计划指标、 补充耕地指标，配

置到急需实施的项目上来，实现了指标

的盘活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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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年获喜报!�包头老工业基地扬鞭策马再出发

内蒙古：25 亿元专项资金

推动工业调整优化升级

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中华文明·地域与美食

集通铁路集宁至好鲁库段接触网

一次性送电成功

“职工小家”用心服务“群众大家”

托县酸米饭：酸酸甜甜香死个人

包头市超额完成 2022 年

批而未供闲置土地大起底任务

抓“大”不放“小”

喜“新”不厌“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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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内蒙古

成为“招得来”“留得住”的沃土

接触网一次性送电成功

自治区统计局最新消息：2022 年，

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风力发电量

1019.9 亿千瓦时(度)。 以年为时间单位

计，这是全区风力发电量首次超过千亿

度，比上年增长 8.8%。

近年来，随着风电装机容量不断增

加，内蒙古风力发电量保持持续快速增

长。 5 年来， 全区风力发电量年均增长

15.6%， 高于区内同期全部发电量年均

增速 8.1 个百分点。

分盟市看，2022 年， 锡林郭勒盟和

兴安盟风力发电量增势强劲，对全区风

力发电量增长贡献突出。 其中，锡林郭

勒盟风力发电量最多，占全区风力发电

量的 26.7%，比上年增长 24.3%，对全区

风力发电量增长贡献率为 64.7%； 兴安

盟风力发电量增速最快， 比上年增长

57.3%， 对全区风力发电量增长贡献率

为 24.4%。 2022 年，锡林郭勒盟和兴安

盟合计拉动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风

力发电量增长 7.8 个百分点。

杨帆

内蒙古风力发电量首破千亿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