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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鑫)4 月 14 日，自
治区商务厅与中国农业银行内蒙古自
治区分行商务领域落实“五大任务”专
项行动启动仪式在呼和浩特举办。自治
区商务厅党组书记、厅长张鸿福，农行
内蒙古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刘聪盛等领
导出席活动并致辞，自治区各有关部
门、各盟市商务主管部门、农行内蒙古
分行各二级分行及 112 家商贸企业代
表参加活动。

此次活动以“政银聚力 赋能助企”
为主题，旨在深化政银企合作，破解企
业融资难题，助推金融活水流向实体经
济，做好金融支持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

头堡建设。
张鸿福表示，商务金融深度融合，

“政银企”精准对接是完成习近平总书
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落实自治
区党委政府各项决策部署的一项重要
举措，是做好金融支持国家向北开放重
要桥头堡建设的具体行动，也是助推金
融活水流向实体经济，深化政银企合
作，破解企业融资难题的务实之举。

刘聪盛表示，农行内蒙古分行积极
服务地方实体经济发展，持续加大信贷
投入，今年一季度各类贷款总量首次突
破 3000 亿大关。下一步农行内蒙古分
行将围绕“商务领域落实五大任务专项

行动”，加大信贷资金投放，提升客户服
务质效，扩大消费场景建设投入，深入
落实减费让利，用“真金白银”和“真抓
实干”全力支持自治区“五大任务”落
实。

活动现场，自治区商务厅与农行内
蒙古自治区分行签订了战略合作协
议。

农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及各二级
分行与北奔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内
蒙古圣牧高科牧业有限公司、内蒙古鹿
王羊绒有限公司、乌兰察布大北农牧食
品有限公司等商务领域 48 家企业签订
合作协议，签约金额达 115.18 亿元。

我区推进商务金融深度融合

“政银企”精准对接签约 115.18 亿元

本报记者 张鑫

招商引资是经济发展的金钥匙，是
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开年以来，呼和
浩特市坚持在主动“走出去”和积极“请
进来”中拓宽招商引资新路径，实现了
一季度招商引资“开门红”。

“走出去 + 请进来”，招商推介马不
停蹄，项目喜报接踵而来。一季度，呼和
浩特市新引进 (签约) 招商项目 178 个，
协议投资额 2088.26 亿元；签约项目

中，亿元以上项目 118 个，10 亿元以上
项目 26 个，50 亿元以上项目 11 个。新
引进项目中，央企国企 23 家，500 强企
业 12 家，上市公司 24 家。

值得关注的是，为提升招商引资效
果，开年后呼和浩特市党政主要领导、
六大产业集群各专班负责人、各旗县区
主要负责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林新
区、各工业园区主要负责人，都积极走
出去，请进来开展招商引资洽谈工作，
截至目前，主要领导外出招商共 9 次，

对接企业 25 家，在呼和浩特市会见企
业 13 家。推动呼和浩特市与浦发银行、
旭阳集团、TCL 中环、海晨股份等企业
签署合作协议。

其他市领导外出招商共 20 次，对
接企业 48 家，在呼和浩特市会见企业
共 60 家。各地区主要领导外出招商 64
次，对接企业 241 家，在呼和浩特市会
见企业 190 家，促成签约项目 12 个 。
其中，涉及到中国 500 强、民营 500 强、
制造业 500 强、服务业 100 强等重点企

业 54 家。
据了解，1—3 月份，呼和浩特市共

举办各类招商引资专场活动 38 场。重
点活动有：3 月 8 日，上海电力、上海电
气、申能集团、吉额翎集团、中交通用等
企业考察团一行来呼和浩特市，上海电
力清洁能源绿色基地、美番了现代化果
蔬加工产业园、幸福号电动车生产组装
基地等项目进行签约；3 月 16 日，呼和
浩特市召开 2023 年“强首府、向未来”
金融助推首府高质量发展大会。自治区

4 家金融监管部门、27 家省级金融机构
与 30 多家企业共同深化政金企三方合
作。

一次次出访，一场场推介，化作一
个个签约项目，一波波建设热潮。在这
个春天，一座座现代厂房拔地而起，一
个个重大产业项目拔节生长，敕勒川大
地，处处焕发着勃勃生机。

企业纷至沓来，项目相继落地。截
至目前，呼和浩特市招商引资在建项目
486 个，累计到位资金 55.75 亿元。

一季度是全年的“风向标”，开好
局、起好步对全年发展至关重要。加速
推进“计划图”变“实景图”，招商引资贯
穿始终。接下来，呼和浩特市区域经济
合作局将持续拓展招商渠道，挖掘招
商潜 力，聚 焦 招大 引强 、招新 引高 ，
持续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
献 力量 ，随 着一 列 列“ 招 商 快 车”的
往返，乘风蓄力不停步，顶格谋划再出
发。呼和浩特正在续写更多高质量发展
故事……

“这里应用 120 多项专利技术，采
用‘下沉式、大斜面、外保温’创新模式，
融合了中国日光温室保温蓄热和荷兰
文洛型连栋温室的大空间优势。外立面
采用三玻两腔玻璃，热阻值提高 5 倍。”
4 月 13 日，参加“内蒙古‘金智惠民 星
火计划’金融副村长（第二期）培训班”
的 56 名学员在山东省潍坊市寿光惠农

智慧农业科技园考察时，被眼前的农业
“黑科技”深深吸引。

参观寿光惠农智慧农业科技园只
是此次培训的一环。4 月 12 日至 14 日，
自治区地方金融局联合建行内蒙古分
行在山东省潍坊市举办“金智惠民 星火
计划”金融副村长（第二期）培训班。培
训课程内容丰富，不但有“以中国式现

代化高质量推进内蒙古五大任务建设”
主题讲座，还有寿光蔬菜基地系列观摩
调研。自治区地方金融局和建行内
蒙古分行有关工作人员还以实际案
例现身说法农村牧区非法集资防范和
处置等。

“以人才振兴赋能自治区五大任务
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培养一批熟

悉农业、扎根农村、了解农民的金融复
合型人才，这是我们开办培训班的初
衷。此次选定全区 10 个重点农牧业旗
县、优秀金融副村长 56 人为培训对象。
期望他们将惠民富农的‘星星之火’引
向更加广袤的农村牧区。”自治区地方
金融局有关负责人在开班仪式上说。

（李永桃）

本报记者 王丰 实习生 李嘉琪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
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贯彻落实
绿色发展之路，关键在于领导干部要扛
起绿色发展的责任。

1982 年，时任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
县县长云福祥时刻不忘“责任”二字怎
么写，他带领 120 名治沙队员进了白二
爷沙坝，在这里与黄沙整整搏斗了 20
年。如今，沙坝已被治理得草木葱茏、绿
波荡漾。绝迹多年的狐狸、野兔、野狼等
野生动物又出现在这片茂密森林里。白
二爷沙坝也成为著名的旅游度假景点。

“我一辈子就在一个单位，苏木山；
做了一件事，种树。荒山秃岭变成绿水
青山，现在，绿水青山又变成金山银
山。”乌兰察布市兴和县的董鸿儒是这
样说的，他也是这样做的。

从 1958 年开始，董鸿儒就与苏木
山的树木长相厮守，18.6 万亩的人工林
和 1000 万株落叶松，森林覆盖率高达
78.4%。董鸿儒绿色发展理念不仅是实
现可持续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生动
写照也是子孙后代能够继续生存发展
的必然需要。

2022 年，鄂尔多斯两个千万千瓦级
国家大型风光基地获批，全球最大规模
的“沙戈荒”风光基地开工建设，隆基、
华友、天合光能、协鑫等行业领头企业
纷纷落地，全区首片大尺寸光伏组件、
首套现代化氢燃料电池电堆下线，首家
绿电制氢加氢储氢一体化项目建成投
用，新能源产业投资增长 113.6%。

这是鄂尔多斯人再起步的形象展
示，绿色发展的责任已经融入干事创业
的全过程，成为干事创业的主基调。

在为民谋发展、谋规划、谋幸福中，
内蒙古充分考虑事业发展与绿色发展
是否冲突，发展是否以破坏环境为代
价，发展是否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等。
坚持以生态环境为红线、底线、禁区，坚
决做到不越“雷池”半步。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我们
坚信，内蒙古能够扛起绿色发展的责任
大旗，在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双赢”路上，取之有度、用之
有节。

2088.26亿元，首府一季度招商引资实现“开门红”

内蒙古 56 名金融副村长赴鲁“取经”

商报
SHANGBAOSHIPING本报记者 张鑫

东风吹拂，春色更浓。迈进四月的门，全区口岸就亮
出了 2023 年首季亮丽的“成绩单”。

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一季度，全区口岸进出境货
运量 2239.4 万吨，超出历史最高值(2100.9 万吨、2019
年)6.6%，同比增长 197.2%，货值约 786.9 亿元。其中进
口货物 2059.3 万吨，同比增长 242.2%; 出口货物
180.1 万吨，同比增长 18.6%。客运量 45.7 万人，同比
增长 550.6%;交通工具 30.3 万辆(列架次)，同比增长
394%。

其中，3 月份，全区口岸日均完成货运量 28.8
万吨，环比增长 14.3%，单日最高货运量达 35.4 万
吨。月度完成货运量 891.7 万吨，环比大幅增长
25.1%，超额 40.8%完成全年“确保任务量”月度任
务(633.3 万吨)。

总的来看，全区口岸持续稳中向好，呈现繁
忙景象。甘其毛都、策克、满都拉等多个口岸货运
量再创历史新高;满洲里口岸实现全国首票 TIR
进出境双向贯通;二连浩特口岸发运全国首批中
欧班列公铁联运 TIR 货物;呼和浩特至蒙古、土
耳其货运包机通航; 黑山头口岸首次开展整车
出口业务;额布都格口岸煤炭进口实现常态化。
截至目前，全区已有 6 个陆路口岸实现客货双
通，多种通关模式齐头并进，成为自治区口岸一
季度成绩单中靓丽的一笔。

内蒙古自治区口岸办有关负责人介绍，五
大口岸表现亮眼，甘其毛都口岸积极推行
AGV 无人驾驶运输模式，不断提升口岸贸易
便利化、智能化水平，推动口岸进出境货运量
实现新突破。

满洲里公路口岸加速与国际运输走廊衔
接，成功打通中俄内陆“门到门”双向 TIR 运
输，为下一阶段 TIR 运输常态化运营奠定基
础。

二连浩特公路口岸作为 TIR 运输主要口
岸，业务量一直居全国前列。为缓解二连浩特铁
路口岸运力不足问题，积极探索中欧班列以
TIR 方式实现公铁联运，争取实现常态化运行，
开拓通关过货新路径。

策克口岸采用集装箱吊装 + 跨境运输模式
并行通关模式，正在开展 AGV 无人驾驶和智能
重卡运输全流程测试。一季度，进口煤炭 331.6
万吨，出入境车辆近 5 万辆次，出入境人员 5.2
万人次，三项指标呈现稳步增长态势。

满都拉口岸通过推行通关便利服务、延长通
关时间、对查验货物即验即放等举措，实现口岸货
运量稳步提升。一季度，完成货运量 112.2 万吨，同
比增长 402.37%。3 月份，货运量突破 50 万吨，创口
岸开关以来单月货运量历史最高位。

山水同道，丝路通途。载着开放合作、包容普惠、
共同发展的时代呼声，全区口岸将持续贯彻新发展理
念，融入新发展格局，服务国家战略，务实推进无人驾
驶、空轨项目等新型跨境运输方式落地见效，有效提升
口岸货运量，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构筑对外开放大
通道，努力为建设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贡献口岸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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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起绿色发展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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