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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五大任务见行见效
绎绎绎

本报记者 迪威娜
五月的霍林郭勒大地，阳光明媚。

来这里走一走，新鲜空气里，散发着勃
勃生机；青山绿水间，蕴含着无限潜
力。

近年来，霍林郭勒市多措并举，对
矿山进行绿化治理，对电解企业进行
超低排放改造，开展煤炭集运站封闭
式装卸、运输、仓储整治，淘汰小锅炉，
植树造林……用心擦亮霍林郭勒高质
量发展生态底色，向“绿”笃定而行。

资源有限、创新无限。为了画好绿
色矿山这幅山水画，霍林郭勒在矿区
亮化和环境保护上做足了文章。制定
印发《霍林郭勒市矿山生态环境治理
整改工作方案》，将 33 座矿山纳入整
治范畴，围绕“储煤不见煤、运煤不露
煤、产煤不散烧”的思路，严管煤炭产
业采运储燃各环节。投资 2.7 亿元建
成 3 处封闭储煤仓和 8000 余米挡风
抑尘墙，完成煤炭集运站封闭式装卸、
运输、仓储整治;2018 年 7 月至今，累
计投入 9.19 亿元，治理矿山面积 3.46

万亩，投入总量、治理面积分别是过去
40 年的总和及一半以上。截至目前，
霍林郭勒市所有达到治理条件的矿山
已全部复绿。

绿色发展要靠科技创新来支撑。
霍林郭勒市大力实施火电机组超低排
放改造，所有火电机组全部改造完毕;
投资 4.7 亿元建成电解铝烟气超低排
放工程，二氧化硫、氟化物、粉尘较国
家标准减排 90%以上。霍煤鸿骏铝电
公司烟气趋零排放示范项目，率先在
全球电解铝系统成功应用，并荣获中
国有色金属工业科学技术一等奖。

关停违规自备水源井 205 眼，建
成中水管网 56.8 公里，中水利用率达
到 100%。被评为全国第一批节水型
社会建设达标县(区)。

一个矿山便是一座绿岛，一处公
园便是一块绿洲，一个城市便是一片
绿色海洋的景象。

霍林郭勒市积极引导企业在治理
区域种植大果沙棘、枸杞等经济作物，
探索规划建设园林式景观，配套发展

旅游业，建设北矿 1020 生态平台，观
看矿山生态修复治理成果; 南矿生态
修复实验中心，参观气候土壤分析、植
被品种驯化、幼苗秧苗培育、苗株移植
试验、灌溉设施布设等，让矿区变成景
区，逐步建成有经济效益的花园式矿
山。

2022 年全年，霍林郭勒市空气质
量有效监测天数为 359 天，优良天数
为 354 天，占比 98.61%。蓝天白云成
日常“标配”;2018 年至 2022 年，平均
植被覆盖度从 69%上升至 80%，高覆
盖度占比由 62%上升至 76%，低、劣覆
盖度占比已经“清零”，累计新增城区
绿化 260 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绿地
率分别达到 35.7%和 33.6%。先后获
评国家级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市，
全国首批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县，内
蒙古自治区文明城市、卫生城市、园林
城市和生态宜居示范城市。

让“绿色”成为发展的底色，向
“绿”笃定而行做好生态文章，这是霍
林郭勒市的目标，更是行动。

霍林郭勒市：

向“绿”而行
把生态文章做精彩

本报记者 张鑫
“工作做得好不好，村民们

心中自有一杆秤。”在赤峰市林
西县五十家子镇轿顶山村村民
们心中，张全颖是个“全能”的
人，是全心全意为民办实事的
人，村民们都亲切地称呼他“全
书记”。

2022 年 3 月，张全颖被选
派到轿顶山村任第一书记。第
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时，张全颖
就下定决心，要为这里的老百
姓干出点实实在在的事。

刘小晓是轿顶山村烧锅九
组的边缘易致贫户，患有脑梗，
处于半劳力状况，妻子陈建梅
患有神经官能症，两人还有一
个正在读小学的儿子，生活困
窘，成了远近出名的“躺平户”。
张全颖深知要改变刘小晓家的
境况，必须先改变他的思想，于
是，张全颖成了刘小晓家的“常
客”，接连五天的“登门拜访”，
让刘小晓和家人有了改变，从
敲门不开到开门迎接，从不叠
被子到屋里屋外整洁一新，这
些变化让张全颖看到了希望。
他提前与轿顶山村食用菌产业
园区负责人商议好后，对刘小
晓提出让他们夫妻俩到园区务

工的建议，从最基础的剪菌根
入手，别人包工计件按筐，他俩
按 80 元 / 天结算。为了解决他
俩去园区务工来回交通不便的
问题，张全颖自掏腰包为他们
买了一辆电动车。

“农村的事大多是小事琐
事，贵在坚持。”张全颖的驻村
工作笔记上写的这句话，成了
他驻村的法宝。轿顶山村因山
而得名，耕地面积不多，脱贫
户、监测户大多是老年人，发展
动力严重不足，人均纯收入高
于贫困线，但年度增幅很小，如
何带领劳动力弱的人赚钱？张
全颖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了
解决下一个“难题”的工作中。

最终，他决定着重在轿顶
山村食用菌产业园区就近就业
增加农民收入上下功夫，破解
村民“顾家”与“增收”这一难
题。“84 岁的王海玉，2022 年在
园区修剪菌根，一天赚 50 块钱
左右，没事的时候就来园区务
工，累了就回家了，食用菌产业
是一个劳动密集型、包容性又
很强的产业，下一步，我们还要
扩大产业园区规模，增加就业
岗位。”张全颖表示。驻村一年
多，张全颖发动群众积极参与

食用菌产业发展，如今全村普
通务工人数 203 人，参与生产
经营 15 人，人均年增收 1.5 万
元。从“家门口就业”到“家门口
致富”，轿顶山村的老百姓都对

“全书记”竖起大拇指。
在村民眼里，“全书记”还

是个热心肠的人。轿顶山村八
组村民李长才，年老多病，做过
前列腺手术，常年每隔 20 天左
右需到林西县医院更换尿袋一
次，因儿女不在身边，老人往返
舟车劳顿，出行严重困难，张全
颖了解情况后，多次协调林西
县交通运输局“电召服务”工作
组，签订了五十家子镇出租车
电召预约车主“微心愿”认领协
议书，定期上门服务，接送李长
才往返林西县医院和轿顶山
村，解决了老人就医的出行之
忧。

“李长才老人拄着拐杖、颤
颤巍巍握着我的手感谢我的那
一幕，一直都在我的内心里，温
暖着我，也激励着我，往后的日
子，只要驻村一天，我就一定会
为村民做更多他们急难愁盼的
事，不摆‘花架子’，干出‘真样
子’。”张全颖情真意切、信心满
满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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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品牌，世界共享；品牌新
力量，品质新生活”为主题的 2023 中
国品牌日活动 5 月 10 日在上海启幕。
内蒙古 30 家“蒙字号”品牌企业走进
上海，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品牌企业共
同展示品牌的力量，强声势推广内蒙
古品牌成果。

今年，中国品牌日活动采用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模式举办，同步还举行
了 2023 年中 国 品 牌 新 消 费 论 坛 、
2023 年中国品牌消费节等活动。

围绕中国品牌日活动，内蒙古展
馆共遴选了 30 家“蒙字号”品牌企业
亮相大展台。

同时推出 55 家“蒙字号”品牌企
业，全面、生动、鲜活地展示今日内蒙

古的新时代形象。
5 天时间里，“天上草原 世界牧

场”“高端制造 绿色转型”“科技赋能
创引新潮”“以文塑旅 融合发展”四大
主题，在中国品牌日大舞台轮番上演，
内蒙古地区形象给人们留下了美好的
印象。

（张丽）

（上接 1版）
“截至目前，全区光伏扶贫电站

项目总装机 165.44 万千瓦，年均设
备利用小时数 1919 小时，年上网电
量 31.74 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
少二氧化碳约 263 万吨。”内蒙古乡
村振兴局扶贫事业发展中心主任李
明表示，内蒙古借助风、光能源带动
乡村振兴，先后设立帮扶公益岗位
2.3 万多个，助力乡村振兴走出了一
条独特的能源发展之路。

今年 3 月份，在库布其沙漠里，

上百辆推土机开足马力来回穿梭。
到今年底，这片“不毛之地”将变身
为全球最大规模的“沙戈荒”风电光
伏基地，总装机规模 1600 万千瓦。
基地建成之后，每年可向京津冀地
区送电数百亿千瓦时、节约标准煤
600 万吨，让荒漠化土地变身新能
源“蓝海”。

内蒙古能源局数据显示，今年
一季度，内蒙古通过“四交三直”7
条特高压输电通道，向区外输送电
量 311 亿千瓦时，为全国经济发展

提供巨大的能源支持。
“自学自进化”的人工智能赋能

超感知风机、“高防护、超防腐”的全
球最安全电池，以及停车场内自如
避障、移动的绿色充电机器人，以往
的“车找桩”转为“桩找人”……随着
全球首个零碳产业园在鄂尔多斯市
落地，风光氢储车产业全面起势。内
蒙古力争打造全国乃至国际新能源
产业高地，持续加大重要领域绿色
化改造力度，走出一条清洁能源发
展的新道路。 （据央广网）

（上接 1版）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

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近日，鄂尔多
斯市政府与清华大学签署协议，围绕
煤化工和新能源技术创新，合作共建
鄂尔多斯实验室，这是市政府推动重
大创新平台建设的又一有力举措。创
新也是促进鄂尔多斯发展、社会进步
的强劲脉动。鄂尔多斯市知重负重、克
难而进，连续两年入围赛迪全国科技
创新百强城市榜，书写了科技创新的
崭新篇章。

———科技创新的硬指标更“高”。
科技投入达到最高水平。2022 年，鄂
尔多斯市政府财政科技支出 12.1 亿
元、增长 48%，争取自治区资金支持
2.1 亿元。全市规上工业研发费用
79.11 亿元，同比增长 33.56%，创历史
新高，总量和贡献均居全区第一。创新
产出达到最高水平。有效发明专利达
到 944 件，增长 24.8%。登记科技成果
122 项，增长 42%。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228 家，增长 34%；科技型中小企业达
到 358 家，比上年翻了一番还多。规模
以上高新技术企业营业收入 1970 亿
元，增长 7.7%。新增“三清零”企业 43
家，达到 160 家。新认定自治区企业
研发中心 38 家，增长 28%。

———科技创新的软环境更“好”。
鄂尔多斯举全市之力推进科技和人才
工作，出台《鄂尔多斯市建设全国一流
创新生态实施方案》，实施人才和科技
创新驱动三年行动，全面落实“科技新
政 30 条”，政策效益显著。把 2022
年确定为政策落地 年，推进“政 策
敲门找企业”，累计制定“科技新
政 30 条”配 套细则 28 项 ，兑现科
技创新政策奖补资金 1.3 亿元，争取
自治区奖补 5000 万元。构建新的科
技计划体系，探索定向委托、“揭榜挂
帅”“包干制”等立项和经费使用方式，
减轻科研人员负担，激发科研人员创

新活力。在各盟市率先制定备案管理
办法和支持政策，认定市级新型研发
机构 7 家，支持企业牵头成立高效晶
硅太阳能电池技术研究创新联合体等
4 个联合体。选派农牧业科技特派员
481 人，建立工作站 11 个，促进 2.7
万户农牧民实现增收。选聘企业科技
特派员 194 人，将科技特派员工作向
企业延伸。新增自治区级技术转移服
务机构 1 家，培养技术经纪人 200 余
名。发布“我为高新技术企业成果产品
找订单”产品信息 17 期，促成交易订
单金额近 3000 万元。

———科技创新的聚合力更“大”。
鄂尔多斯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
范区获国务院批复，启动示范区建设
三年行动，承担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
供中国经验的重要使命。呼包鄂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方案上报国务院待
批，鄂尔多斯市高新区整合重组，升级
为副厅级建制。

鄂托克经济开发区申报自治区级
高新区待批，挑起了引领区域创新发
展责任重担。伊金霍洛旗科技局获评
全国科技管理系统先进集体，为全市
科技系统做表率。鄂尔多斯市委、市政
府主要领导及分管领导带队对接引进
创新资源，与清华、北大、中科院等大
院大所合作能级不断提升，战略科技
力量加速落地。北京大学鄂尔多斯能
源研究院、中国矿大（北京）内蒙古研
究院、鄂尔多斯实验室、矿鸿工业互联
创新重点实验室等一批战略性科技力
量落地建设。成立羊绒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鄂尔多斯碳中和研究院不
断发展壮大。获批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1 家，自治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
基地 1 家，认定市级众创空间 3 家，市
人才科创中心加速建设。刚性引进武
强、金之钧两位院士，结束鄂尔多斯没
有院士的历史。新建院士专家工作站
2 家，累计聘请 21 位院士为鄂尔多斯

市政府特聘科技顾问，带动 18 个人才
团队在鄂尔多斯市开展工作。制定《科
技领军人才评定管理办法》，评定科技
领军人才 10 名，实施标志性人才团
队专项 5 项，科技人才的目光正不断
聚焦到鄂尔多斯。

———科技创新的驱动力更“强”。
实施各级科技项目 221 项，争取首批
自治区“双碳”科技创新重大示范工程

“揭榜挂帅”项目 4 项，占全区 1/3。黄
河十大孔兑综合治理、先进电解水制
氢系统、电石法 PVC 全面实现无汞
化、煤基制高碳醇、复杂条件下煤矿开
采等科技成果加速产出，煤基纳米碳
氢燃料工业化制备和运用相关技术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全球首套万吨级二
氧化碳制芳烃、高铝粉煤灰制备铝硅
合金、第四代循环流化床燃烧高效制
取铝硅粉技术、千吨特种蜡和万吨氧
化蜡中试示范项目顺利推进，全国首
创抗脑胶质瘤新药、2000 吨 / 年核级
钠项目建成投产。评定科技创新 10
强企业和 50 强企业，更多企业走上
创新发展之路。

经过不懈努力，鄂尔多斯市科技
创新已破题起势，全市科技系统将以

“创新生态建设年”为主题，以建设国
家创新型城市为牵引，以支撑引领“三
个四”目标为主轴，在科技和人才上蹚
出新路子、当好顶梁柱、排头兵，推动
增长动力加速，实现资源和创新双轮
驱动。

今年一季度，鄂尔多斯市科技创
新主要指标大幅增长，全市规上工业
企业研发费用同比增长 97.7％，高于
全区平均增速 43.5 个百分点。新增国
家级科技孵化器 1 家，新增自治区企
业研发中心 38 家，自治区领军企业 3
家，自治区重点实验室 2 家，重大创新
平台扎实推进。建设全面一流的创新
生态机制、氛围、成效显现。

（王玉琢 郝羽）

（上接 1版）

聚焦调研
持续加大促消费力度

自治区商务厅扎实推动主题教
育，聚焦调研查找不足，持续加大促
消费力度，促 进 消 费市 场加 快 恢
复。谋划了“2023 年消费提振年”
活动，制定了《内蒙古自治区 2023
年消费促进活动实施方案》。活动
构建“1+6+52+N”消费促进体系，即
以“活力内蒙古·乐享消费”为主题，融
合“商文体游购娱”六大要素，聚焦 52
个消费场景，组织全区商贸企业开展

“跨年迎新购物季”“暖春消费季”“盛
夏惠享季”“金秋消费季”“银冬购物
季”等多领域、多元化促销活动。

全区消费促进活动精彩纷呈。一
季度，全区各级商务部门紧抓元旦、春
节、元宵节、妇女节、“3·15”等消费热
点，围绕汽车、家电、零售、餐饮、电商、
冰雪等领域组织商贸企业开展各类促
消费活动 1415 场，实现销售额约 110
亿元; 二季度积极开展暖春消费季活
动 ，据商务部监测数据显示，“五一”

黄金周期间全区重点监测的 382 家商
贸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 14.3 亿元，同
比增长 10%。全区 76 家餐饮企业营
业收入实现 2905.4 万元，同比增长
94.3%(其中堂食收入 2881.1 万元，同
比增长 97.4%; 外卖收入 24.3 万元，
同比增长 28.1%)，与 2019 年同期相
比增长 32.7%。

线上消费持续火爆，网络消费规
模进一步扩大。在“网上年货节”等电
商专项活动的带动下，一季度我区全
口径网络零售额实现 143.4 亿元，同
比增长 30.4%。3 月当月实现 47.1 亿
元，同比增长 28.9%。

同时，重点提振汽车消费，充分发
挥汽车作为大宗消费对消费品市场的
支撑作用，鼓励有条件的盟市整合政
府、银行、企业资源，通过购车补贴、购
车返券、购车享利息优惠等方式开展
惠民促销活动。推动汽车以旧换新，完
善报废汽车回收利用体系。

政策落实
持续支持发展首店经济

政策支持是首店经济的助推剂。
自治区商务厅围绕零售餐饮、文体娱
乐、生活服务等业态积极招引首店入
驻我区，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首店
招引工作的通知》。3 月份组织呼和浩
特市等 5 个盟市主动走出去赴北京招
引首店，向菜百股份、全聚 德、盒马
生鲜、超市发、惠丰堂等近 30 家企业
推介了支持首店经济发展政策和招
商引资措施， 泡泡 马 特、京 华 茶
叶、物美超市等品牌已对接入驻事
宜。

截至目前，引进了兰欧酒店、喜茶
茶饮、摩西服装等 52 家首店，露露乐
蒙运动服饰、阿维塔汽车等 49 个品牌
正在洽谈中。各盟市已组织特斯拉汽
车、智选假日酒店等 37 家首店提交申
报材料，将于近期开展 2023 年第一
批首店评定工作。

“首店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折
射出我区消费市场 和品质的全面升
级，是激发商圈活力、赋能商业发展的
重要动力。“首店经济”外溢效应的逐
步显现，有利于进一步促进我区消费
升级、激发城市消费潜力。

30 家“蒙字号”亮相“中国品牌日”

“只此青绿”内蒙古“沙戈荒”变身新能源“蓝海”

82 家企业入库 2023 年首批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

鄂尔多斯由科技“荒漠”向创新“绿洲”转变

内蒙古商务厅调研施策助推消费市场加快恢复

翌绎 翌绎

近日，由内蒙古一机集团进出口
有限责任公司自主申报的牵引车以

“9710”监管方式申报通关，该单通过
跨境电商平台交易，经满洲里十八里
口岸离境。随着这批总价 27 万元的货
物启运，标志着自治区出口牵引车开
启“9710”线上交易模式。

“9710”即“跨境电商 B2B 直接出
口”，指境内企业通过跨境电商平台与
境外企业达成交易后，通过跨境物流

将货物直接出口至境外企业，并向海
关传输相关电子数据的模式。

为帮助该企业顺利出口申报，包
头海关积极提供跨境电商出口政策服
务指导，“一对一”帮助企业梳理业务
流程，为企业快速办理跨境电商企业
备案变更等业务。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为外贸企业
进出口提供全方位服务，扩大优势型
商品进出口，助力‘包头制造’走向国

际市场，不断推进包头市外向型经济
多维度高质量发展。”包头海关综合业
务科科长刘福润表示。

“9710”首单牵引车出口落地顺
应了跨境电商 B2B 企业多元化出口方
式的需求，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了更加
便捷、规范的选择，与传统贸易相比，
降低了企业通关成本，提高了通关时
效，同时对自治区跨境电商业态的发展
将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格日勒图）

包头：自治区首单“9710”方式出口牵引车

环形吊顶“勾勒”出一个“五彩哈达” 张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