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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鑫)4 月 24 日，记
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为提振市场发展活力和信
心，《内蒙古自治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
户三年成长计划(2023-2025 年)》(以下
简称《成长计划》)于 2023 年 4 月 12 日
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由自治区人民
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实施。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二级巡视员冯
晔介绍，截至 2023 年 3 底，全区经营主
体总量 258 万户，在全国排第 24 位，其
中小微企业 58 万户、个体工商户 189

万户，合计占比超 95%，我区千人拥有
经营主体数 107 户。《成长计划》提出，
到 2025 年底，力争累计新设小微企业
26 万户以上、个体工商户 87 万户以上。
质量提升方面，到 2025 年底，在“个转
企”“小升规”“四新”主体、新增入库
科技型中小微企业、高新技术企业、

“专精特 新”中小 企 业 、创 建 旗 县级
以上农牧业合作社示范社、示范家
庭农牧场、培育自治区级电子商务示范
基地、网络零售等方面，形成量质双升
发展格局。

《成长计划》包括 3 个方面 15 条政
策支持措施，即“四个体系”“五大行动”

“六项工程”。分别为：健全财税支持、
金融扶持、用工保障、“双创”服务等

“ 四 个 体 系 ”; 开 展“ 个 转 企 ”培 育 、
“小升规”培育、“四新”主体培育、现
代农牧业经营主体培育、特色文旅产
业主体培育等“五大行动”;做好市场环
境优化、经营成本减负、质量管理提质、
惠企政策直通、“小个专”党建引领、法
律服务保障等“六项工程”。

（下转 2 版）

本报记者 张鑫

一季度的内蒙古外贸进出口交出
了可圈可点的成绩单，我区经济运行呈
现恢复态势，外贸进出口开局亮眼、逐
月向好。

据海关统计，一季度我区货物贸
易 进 出 口 总 值 456.2 亿 元 人 民 币 ，
同比增长 50.5%，较全国外贸增速
高 45.7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173.6 亿
元，增长 32.5%;进口 282.6 亿元，增长

64.2%。
进出口值逐月提高。今年 1 月份进

出口 146.9 亿元，增长 35.8%;2 月份进
出口 147.6 亿元，增长 77.2%;3 月份进
出口 161.7 亿元，增长 44.8%;一季度整
体增长 50.5%，较去年四季度提速 19.2
个百分点。

外贸经营主体活力不断增强。一季
度，我区有进出口实绩的外贸企业 1888
家，较去年同期增加 365 家。其中，民营
企业进出口 356.2 亿元，增长 73.6%，占

进出口总值的 78.1%; 国有企业进出口
74.5 亿元，增长 3%，占 16.3%;外商投
资企业进出口 24.7 亿元，下降 1.8%，占
5.4%。

主要贸易方式进出口快速增长。一
季度，我区一般贸易进出口 280.8 亿元，
增长 28.9%，占进出口总值的 61.6%;边
境小额贸易进出口 93.6 亿元，增长
196.1%，占 20.5%; 保税物流进出口
58.7 亿元，增长 95.6%，占 12.9%。

对蒙俄进出口大幅增长。一季度，

我区对蒙古国进出口 162.9 亿元，增长
179.2%;对俄罗斯进出口 80 亿元，增
长 99.8% ; 对 美 国 进 出 口 18.9 亿
元，增长 28.8%。同期，对“一带一路”
沿线 国 家 进 出 口 315.1 亿 元 ， 增 长
88.6%。

机电产品、农产品及钢材出口增
长。一季度，机电产品出口 59.3 亿元，增
长 161.2%，占出口值的 34.2%;农产品
出口 23.4 亿元，增长 26.6%，占 13.5%;
钢材出口 18.4 亿元，增长 40.5%，占

10.6%。
能源产品进口大幅增长。一季度，

煤炭进口 114.5 亿元，增长 388.9%，占
进口值的 40.5%;铜矿砂进口 56 亿元，
增长 33.2%，占 19.8%; 原油进口 10.7
亿元，增长 18.2%，占 3.8%。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十周年。一季度，我区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速较同期我区外
贸整体增速高 38.1 个百分点。其中，出
口 109.2 亿元，增长 55.9%;进口 205.9

亿元，增长 112.1%。
此外，民营企业一直以来是我区外

贸发展的主力军。今年一季度，民营企
业对外贸易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所
占比重比去年同期提升 10.4 个百分
点。

一季度，我区有进出口实绩的民营
企业 1789 家，较去年同期增加 364 家。
进出口值 356.2 亿元，增长 73.6%，高于
进出口整体增速 23.1 个百分点，对我区
外贸增长贡献率为 98.6%。

“三年计划”推出 15条政策措施
内蒙古倾力帮扶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成长”

本报记者 迪威娜
四月的兴安盟春风渐起，田野

山村初见绿意。大兴安岭南麓、科
尔沁沙地北端，一片充满生机与活
力、蕴含发展与机遇的疏林草原生
长其间。这里是兴安盟科右中旗，
也是全国第四批“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科右中旗的绿水青山何以成
为“金山银山”？

作为曾经的国家级贫困旗，近
年来科右中旗围绕“吃生态饭、做
牛文章、念文旅经”发展思路，把绿
水青山建得更美，把金山银山做得
更大。一手做好生态保护与修复，
一手拓宽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
化通道……这块生态“劲”地在守
与进的辩证解法中，积极推动生态
价值转化，让百姓在“两山”转化实
践中受益。

要“吃生态饭”，恢复生态是第
一要义。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
治理、与风沙作抗争、向盐碱地要
良田……近年来，科右中旗通过开
展“三禁”工作，实施“三北”防护
林、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重点区域
绿化等重点生态工程，按下了生态
退化的暂停键。

2022 年，科右中旗生态文明建
设“成绩单”再次刷新：全旗森林覆
盖率和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分别从
2017 年的 17.64%和 35.17%，提高
到 18.8%和 70%; 沙化土地面积由
611 万亩减少到现在的 5.74 万亩;
全旗风沙扬尘天气较往年减少 21
天，年降水量较往年增加 74 毫米。
在生态保护这门功课上，科右中旗
已然是尖子生。

在科右中旗的生态建设进程
中，保护是前提，发展是路径，民富
是目的。科右中旗委副书记、旗长
王海英表示，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
资源，发展优势产业，推动生态优势
向经济优势转变，获得了生态和经
济上的双重丰收。

在额木庭高勒苏木布拉格台嘎
查，3700 亩林果基地和 400 平方
米的水果保鲜库每年可为嘎查带来
14 万元收益。嘎查书记陈国发正盘
算着和金岛药业合作，发展林药间
种、建设采摘园，拿出部分收益为村
民交上合作医疗和养老保险。

“去年 300 亩欧李已开始挂
果，2023 年的产量预计可达到 30
万斤。”在科右中旗巴彦呼舒镇义
和塔拉林场，副场长吴新胜握着一

瓶刚生产出来的欧李罐头告诉记
者，刚建成的阿如纳绿色果品深加

工车间，能生产出 60 万瓶罐头饮
料，产值达到 300 万元，带动周边
34 户脱贫户每户年均增收 5000
元左右。

生态饭吃得香，百姓笑得美。
科右中旗用一系列探索与实践证
明：保护与发展并不是非此即彼的
矛盾对立，而是相得益彰的辩证统
一。

面对县域经济总量小、产业支
撑弱等短板，如何在加强生态修复、
留住绿水青山的同时，找到内生发
展动力?

禁牧之下，一条让草原增绿、牧
业增效、百姓增收的发展之路愈发
清晰。科右中旗在落实“三禁”工作
时，大力推行舍饲圈养，建设人工草
场和饲料基地，优化畜牧业结构，采
取了“从散养向规模化养殖转型”

“从放牧向舍饲养殖转变”两大方
式，减羊增牛，缓解生态环境承载压
力。

当前，科右中旗在中宣部大力
度协调支持下，招大引强、延链补
链，瞄准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
设，推动肉牛产业全产业链纵深发
展。大面积的优质饲草为农牧民带
来绿色“好钱景”，在带动群众致富

的同时，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双丰收，做起一篇让“绿起来”与“富
起来”良性互动的牛文章。

如果说生态治理打下高质量发
展的基石，发展牛产业是牵住经济
增长的“牛鼻子”，那么打造文旅产
业则是激活科右中旗内生动力的点
睛之笔。“念文旅经”———中宣部为
科右中旗量身定制的这一发展思路
可谓是稳、准、妙。

得益于多年的生态建设，科右
中旗的生态禀赋和环境优势逐步凸
显，旅游业也彰显出特色。“我们
文旅产业真正的转变是从 2020 年
开始的。”据科右中旗文化旅游体
育局局长唐娟介绍，在中宣部的推
动下，大手笔文旅项目和知名文旅
企业纷纷落子科右中旗，品质层级
显著跃升。当前，该旗正从体制、业
态、服务等方面入手，加快完善“食、
住、行、游、购、娱”旅游要素产业链，
全方位、高标准提升全域服务新境
界，创建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绿水青山是心之所向，乡村振
兴是民之所望。生态兴则产业兴，
产业兴则促乡村兴。科右中旗“两
山”转化的实践还在路上，这条路也
必将是人民通往幸福的道路。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春
耕工作陆续开展，田间一片繁忙景
象。内蒙古通辽市地处“玉米黄金
种植带”，今年玉米种植面积达
1700 多万亩，其中，500 万亩将推
广使用密植滴灌高产技术。此外，
数十万亩水稻也正在育苗，预计 5
月份进入插秧期。

本报记者 王丰 实习生 李嘉琪
提质增效是说提高质量、增加效率。在生态环境保护

上也要一以贯之。
苇草摇曳，湖水幽鸣，这是巴彦淖尔市乌梁素海。
这片水域面积 293 平方公里，对维系我国北方生态

安全屏障、保障黄河水质和度汛安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具有重要作用。然而，乌梁素海也一度因湖区面积急剧减
少、生态功能严重退化引起全社会关注。

近年来，为“擦亮”这颗“塞外明珠”，巴彦淖尔人深入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采取多项措施
推进综合治理。探索系统化、一体化生态修复路径，围绕
流域内沙漠、矿山、林草、农田、湿地、湖水等生态要素开
展治理，使“北方防沙带”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得到进一步
提升，每年可减少 100 万立方米的黄沙流入黄河，使黄河
中下游水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并推动流域内 3.7 万
人口增收。

无疑，乌梁素海从“治湖泊”转变为系统的“治流域”
的模式，是生态治理提质增效的一个典范。

在外地人看来，内蒙古的环境美是他们来草原旅游
的重要原因。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空气更清新这也是
内蒙古生态显著提升的一个缩影。

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基础，实现生态环
境提质增效，要从治本入手，大力推动生产和生活方式转
型。生态环境出问题，说到底还是因为生产和生活方式存
在问题。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大力推进节能、减污、降碳，
对不符合要求的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要坚决拿下，从里到
外要进行系统性的手术。

与此同时，在全社会积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生
活方式，在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切实做出减碳努力，
不让青山蒙尘、绿水染污。坚持不懈，量变必将引起质变。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让生
态环境提质增效，就要千方百计挖掘潜力。

敬畏生态，从实际出发，不盲目求大，要稳中求进，哪
怕成长一点点，也要脚踏实地。因为提质增效没有完成
时，只有进行时。

开局新亮点 一季度外贸进出口达 456.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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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掘提质增效的新路径

休刊公告
图为 4 月 17 日，在通辽市

科尔沁左翼中旗腰林毛都镇，
科尔沁左翼中旗农技推广中心
主任梅园雪向种植户推广介绍
密植滴灌高产技术。

连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