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锡
林郭勒盟镶黄
旗依托当地奶
源优势和传统
奶制品制作工
艺，积极发展传
统奶制品产业。
镶 黄 旗 投 资
4000 万元建设
民族传统奶制
品产业园，吸引
29 家奶制品手
工作坊和 2 家
奶制品企业入
驻，通过政策扶
持奶制品手工
作坊提档升级，
推动传统奶制
品产业高质量
发展，助力乡村
振兴。

图为 3 月
31 日镶黄旗民
族传统奶制品
产业园的一家
奶制品企业生
产车间，工作人
员正在包装奶
豆腐。贝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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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五大任务”见行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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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迪威娜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随着疫情防

控政策优化调整，在被誉为“斑斓的城
市”之称的二连浩特市生机勃发，尤其
是外贸发展势头旺、劲头足。

据了解，自 2013 年首列中欧班列
开行至今，经二连浩特口岸进出境的中
欧班列累计货运量已突破 1000 万吨。
进出口商品包括板材、纸浆、原木、服
装、鞋帽、机电产品、汽车整车及配件等
千余种。

近年来，二连浩特市商务局从推动
口岸对外贸易发展，优化口岸通关环
境，提振消费市场信心入手，纲举目张
做好口岸商务工作，推动口岸经济高质
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主动靠前服务，全力推动对外贸易
稳中有进。二连浩特市政府筹措资金推
出“商贸惠贷”政策性金融产品，由二连
浩特市商务局与二连中行共同实施。旨
在稳住企业，提振信心。首批申请“商贸
惠贷”符合条件的 3 家外贸企业，已获
批授信额度 900 万元;建立铁路奖励机
制，制定 《铁路口岸运输上量激励方
案》，调动铁路部门优化运输工作组织，
不断扩大二连口岸进出口商品规模，力
争铁路口岸 2023 年进出口货运量实现
1700 万吨目标;出台推动边民互贸和跨
境电商优惠政策措施，吸引更多货源到
二连口岸通关过货、落地增值，通过政
策引导，稳步提升口岸进出口大宗商品

规模。
优化口岸通关环境，提高效率畅通

人流物流。发展公路口岸货运多种通关
模式，采取集装箱运输与散装货物运输
并行、综合性通道与矿产品专用通道并
行多种通关模式，大力提升公路口岸通
关过货规模;创新采用集装箱吊
运、接驳等方式进口活羊。截至
2023 年 3 月底已累计进口活羊
47381 只，实现了活羊进口量的
突破;借鉴中蒙“绿色通道”经验
做法，协调中蒙相关单位建立入
境人员信息提前申报机制，以备
海关、边检超前把握通关人数和
旅客信息，开展预录预检，有效
提高了人员通关效率。自 2023
年公路口岸旅检通道恢复通关
以来，一季度二连口岸旅检通道
日均进出境人员达 1300 余人
次。

推动内贸市场扩容提质，加
速内需市场潜力释放。利用内贸
流通服务业专项资金统筹开展
贯穿四季感、形式多样的专项促
销活动，带动二连浩特市重点消
费市场回暖;积极推动传统商贸
流通企业转型升级，支持“线下
实体店十互联网”运营模式，对
二连浩特市电商经营商户进行
培训，支持发展网络直播和网红
经济；以百货大楼、金叶时代广

场为中心，打造城市便民商圈，引导企
业从单一零售向现代商业转型，鼓励企
业引进名品名店。支持百货负一层今满
棠(奥莱)美食街引进品牌特色美食，助
力餐饮行业高质量发展。积极推动新区
蒙诚农贸生活广场启动运营，努力打造

成为高标准星级农贸市场。
营商环境更优了，外贸企业更多了，

进出口商品种类更丰富了，过境班列更
长了，通关时间更短了……这一切都在
证明着，二连浩特开发开放的脚步更快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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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抢抓好农时，田间耕播忙。又到春
播时节，内蒙古河套地区广大农户紧抓
天气条件好等有利时机抢播小麦，确保
小麦早出苗、出好苗，促进良田增产、农
民增收。

3 月底，在地处河套地区的巴彦淖
尔市临河区，农业园区加速春播，播种
机械有序作业。新华镇十万亩高产高效
粮食生产示范园区种植户崔海伟一边
指挥农机手种地一边告诉记者，他计划
种 220 多亩小麦，每亩种粮补贴最高达
到 600 元，已经以 3.6 元 / 公斤的价格
与企业签订种植订单，总体收益比较乐
观。

崔海伟说：“我们种的小麦是国产

品种永良 4 号，预计每亩产量能达到
450 公斤左右。综合种植补贴、订单销
售、麦后复种等收益，每亩地纯收入达
到 2000 元以上应该没有问题。”

临河区是全国产粮大县，由于日照
充足、土壤肥沃等原因，生产的小麦面
粉具有蛋白质含量高、面筋质量好等优
点。近几年，当地坚持良田、良种、良法、
良机、良制“五个配套”，推行绿色增产
增效种植技术，实现小麦产量、质量“双
提升”。

临河区副区长赵国栋告诉记者：
“我们统筹考虑种植优势、比较效益和
农民种植意愿等因素，连续多年出台专
项补贴政策支持广大农户集中化、规模

化种植小麦，稳步增加农民种粮效益。”
同样，作为全国产粮大县的巴彦淖

尔市五原县也正抓紧农时播种小麦，确
保圆满完成种粮任务。记者在新公中镇
5 万亩粮食种植示范园区看到，10 多台
平地机、播种机往来穿梭，依次完成土
地平整、播种等作业，播种进度比较快。
该镇镇长王觉甫说：“今年，全镇计划种
植小麦 3.3 万亩、玉米 14.7 万亩。在种
植补贴政策的鼓励下，广大农户的种粮
积极性很高，抢抓农时种小麦，确保按
计划完成种粮任务。除去各种成本，预
估每亩小麦纯收入能达到 1500 元以
上。”

（下转 3 版）

本报记者 张鑫
早春的阳光，照耀在内蒙古大地

上。开跑的发令枪响过之后，站在春天
的起跑线上，内蒙古正用奋进的姿态、
奔跑的步伐，热火朝天干起来。一幅动
起来、忙起来、拼起来的招商引资画卷，
在草原上迅速展开。

3 月 27 日，锡林郭勒盟举办 2023
春·锡林郭勒招商推介会，赣锋锂业锂
电池全产业链、华能泰山光伏组件边框
生产、大航新能源储能电站、京能风电
制氢一体化、中叉熔炼纯铁铸造及万头
优质肉牛育肥、畜牧业养殖屠宰深加工

及预制菜、中（蒙）药种植加工、固废循
环利用及生态治理，大型文化旅游设施
和口岸商贸、城镇燃气等 16 个重大项
目现场签约，协议总投资 130 余亿元。
目前，已累计对接企业 350 余家次，促
成能源装备、新材料、绿色农畜产品精
深加工等领域近 60 个项目签约，协议
总投资达近 250 亿元。

锡林郭勒盟对重点招商引资项目，
实行一企一策、一企一专班，全流程、全
周期、全方位搞服务、跑手续、解难题，
促进项目快落地、早投产。

3 月 26 日，兴安盟阿尔山市在北京

开启“相约圣泉雪城·携手共赢发展”招
商引资推介会。众多项目先后达成投资
协议或合作意向，12 家企业现场与阿尔
山市成功签约，涉及新能源、旅游、投
资、材料等多个领域，签约金额 11.4 亿
元。

本次招商引资推介会，招大引强、
招新引高，不断拓宽招商“朋友圈”，吸
引众多优质企业来阿尔山市共创共建
共享发展新机遇，努力将“招商图”变为
投资兴业的“实景图”。

“阿尔山市将以最优环境、最好政
策和最热情的服务，让企业家放心投

资、安心创业、顺心发展，推动阿尔山
发 展 优 势 与 企 业 成 长 壮 大 强 强 联
合，共同谱写阿尔山高质量发展新篇
章。”阿尔山市委书记杨永久在致辞时
表示。

3 月 20 日至 3 月 23 日，阿拉善盟
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示
范区管委会负责人姜庆继带队赴绍兴
市、上海市、扬州市围绕招商引资、智慧
园区建设等工作进行考察对接，洽谈投
资合作事宜。

3 月 20 日，自治区政府在京与中央
企业就深化合作进行座谈，并举办京津

冀地区招商引资推介及项目签约仪式。
近 200 家企业参加此次推介及项目签
约，其中 78 家企业签约 80 个项目、总
额超 2400 亿元。京津冀地区招商活动
之后，自治区还将举办长三角、粤港澳 2
场“走出去”重点招商活动。

内蒙古的高质量发展，很重要的一
条就是与“央企共舞”、与“民企合唱”。
广大企业紧扣内蒙古的资源、区位、绿
电、发展优势，聚焦能源经济、产业链
建设、科技 创新、数 字经 济、绿 色 低
碳发展、国企改革等重点领域，投资
内蒙古、融入内蒙古。用最诚的心、

使最大的劲，为携手发展提供更优服
务、更好环境，让企业扎根草原、花开世
界。

招商引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生命
线，是推动产业发展最有效、最直接的
手段，是城市发展的动力。

这个春天，内蒙古在招商引资的赛
道上一路奔跑，显示出在新的一年全力
拼经济、拼招商的强烈势头。在这场
一 轮 接一 轮 招 商 引 资 的 浪 涌 中 ，内
蒙古强化“拼”的作风，树牢“敢”的导
向，拿出“抢”的状态，在招商引资的路
上砥砺奋进。

内蒙古河套地区：增收动力足，农户种粮忙

截至目前，包头市装备制造产业园
区、钢铁冶金开发区、稀土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土右新型工业园区等 10 个
工业园区争取到自治区补助资金 9600
万元。资金主要用于园区建设，涵盖企
业运行、项目建设、能耗管控、污染监测
等一体化以及“全景式”园区管控平台
等方面。

工业园区是地方产业发展的重要
载体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加快数字化发

展的战略决策，增创数字经济竞争新优
势，近年来自治区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力
度，持续推进智慧工业园区建设。包头
市相关部门抢抓政策机遇，积极组织申
报。

目前，该项资金已全部下达至包头
市相关旗县区，将有力促进包头市工业
园区功能完善、提质增效，逐步实现从
员工、企业到园区功能系统之间的智慧
化管理，有效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格日勒图

本报记者 王丰 实习生 李嘉琪

坚持把粮食生产作为“三农”工作
的首要任务，季季接续，茬茬压紧，环环
紧扣，全力保持粮食稳产增产好势头。

春风起，春雨来，收获了“十九连
丰”的田野，又迎来新一季的耕耘。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牢牢把住粮
食安全主动权，粮食生产年年要抓紧。
2022 年内蒙古粮食总产量 780.1 亿斤，
首次突破 780 亿斤，已连续五年保持在
700 亿斤以上，连续两年稳居全国第六
位，比 2021 年增加 12.07 亿斤，增量位
居全国第三位。

去年，内蒙古粮食生产克服诸多困
难，产量再创历史新高，为稳预期、稳物
价、稳经济大盘提供了有力支撑。

站在粮食生产“十九连丰”的新起
点，我们仍要保持这样的清醒：无惧风
浪起，须有压舱石。

当前粮食需求仍在刚性增长，端牢
饭碗压力越来越大。因此，即使丰稔连
连，粮食安全依然不能轻言过关，粮食
生产依然须臾不可放松。

对此，自治区政府和农牧厅先后召
开专题会议、春播第一耧暨推进粮食生
产工作会、土地平整大会战暨高标准农
田建设和第三次土壤普查现场推进会，
对全区春耕备耕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强
力推进粮食生产工作落实。近期组织召
开全区春耕备耕会议，确保完成粮食及

大豆油料等播种任务。3 月 10 日，联合
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管局、中国人民银行
呼和浩特中心支行等召开了“金融春雨
润春耕，不误农时不误春”为主题的全
区金融支持春耕备耕活动启动会，拓宽
农业生产融资渠道、降低资金使用成
本，确保农业生产稳定。

春耕春播，农资先行。农资的优劣，
直接关系农民一年的收成，更是关乎
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村
生态环境。当前，正值春耕备耕关键
时期，农民都希望选购到好种、好肥、好
药。

从二月份开始，农资执法人员先后
对乌兰察布市、巴彦淖尔市、乌海市、包
头市 4 市 11 个旗县开展了农资市场执
法检查。截至 3 月 16 日，开展巡查检查
1813 次，检查门店企业 7675 个，抽检农
资产品 3683 个，查处农资领域问题 62
个，有力维护了农资市场经营秩序，保
障了农牧民合法权益。

春播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仗，打
赢打好这一仗，对于夺取夏粮乃至全年
粮食丰收意义重大。自治区农牧厅的数
据显示，截至 3 月 14 日，全区已播种小
麦 31.4 万亩，预计 4 月下旬全区进入春
播高峰期。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透过田间地
头忙碌的身影，我们对今年丰产增收充
满信心和期许。金秋的田野上，定会荡
漾出金色的丰收。

内蒙古招商连续放大招出新彩

二连浩特市中欧班列货运量超 100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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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厅联合三部门
开启“消费提振年”活动 8版

打赢打好春播这一仗

XINSHIDAI XINZHENGCHENG XINWEIYE

TUIDONG野WUDARENWU冶JIANXINGJIANXIAO

真金白银：包头 10 个工业园区
获自治区补助资金 9600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