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时评

YAOWEN2 要闻 2023年 7月 4日 星期二
编辑：王丰 美编：罗万玲 网址：www.nmgsb.com.cn

本报记者 王丰
这个夏天，内蒙古签订新能

源、新材料项目协议 33 项，总金额
达 4292.5 亿元。在 6 月 28 日，以

“能源新时代 世界新未来”为主题
的 2023 世界新能源新材料大会
上，精彩亮相的新能源新材料产业
吸引了世界的眼球。

6 月 5 日至 8 日，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内蒙古时强调，“内蒙古是
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要
大力发展优势特色产业，积极探索
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新路径，加快
构建体现内蒙古特色和优势的现
代产业体系”。

眼下的内蒙古正在全力以赴，
为世界新能源和新材料产业发展
贡献内蒙古力量。

内蒙古是一座能源“宝库”

内蒙古是一座能源“宝库”，既
有“羊煤土气”、更有“风光无限”。
储量上，煤炭、稀土等 22 种矿产资
源全国第一，风能可开发量全国第
一、太阳能可开发量全国第二。产
量上，2022 年煤 炭产量 12.2 亿
吨，约占全国的 1/4、全球的 1/8；
电力装机 1.69 亿千瓦、居全国第
三，发电量 6400 多亿度、居全国
第一，其中新能源发电量 1300 多
亿度。

内蒙古更是一片能源发展“沃
土”，既能“点煤成金”，更可“追风
逐日”。

近年来，内蒙古坚决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一方面全力推动传统能源“老树
发新芽”，瞄准“煤头化尾”，延
伸煤基产业链条，提升煤炭就
地转化率、精深加工度；另一方
面 全 力 推动新能源全产业链发

展，一手抓开发利用，一手抓装备

制造，努力在新能源领域再造一个

“工业内蒙古”。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

席王莉霞说，“我们的目标是，用 5

年左右时间，打造形成两个万亿级

产业，煤炭及煤基产业、新能源及

装备制造业。目前我区新能源装机
已接近 7000 万千瓦，‘十四五’在
建和拟建规模达 1.5 亿千瓦，‘十
五五’达 3 亿多千瓦，再加上与此
配套的装备制造业、运维服务业，
市场空间极其广阔、发展潜力无比
巨大。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新
能源新材料的高质量发展还存在
一些突出短板：比如高比例消纳问
题、灵活调节问题、大规模化学储
能问题以及氢能技术创新问题等
等，这些挑战迫切需要攻克、合作
和突破”。

新能源产业大有前途

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推动高质
量发展，必须要过好新能源这一
关。

去年，全区新能源并网装机
6182 万千瓦，发电量 1335 亿千瓦
时、外送量 306 亿千瓦时。到今年
5 月底，全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已达

到 6809 万千瓦，发电量 722 亿千
瓦时、外送量 156.4 亿千瓦时。预
计今年年底将实现新能源装机、发
电量、外送量“三个全国第一”。

自治区能源局局长于海宇说，
内蒙古要发挥好能源产业优势，把
现代能源经济这篇文章做好，加快

实施新能源倍增行动，拓展新能源

应用场景，推动新能源全产业链发

展，做大做强国家重要能源基地。
锚定在全国率先构建以新能源为
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目标，大力发
展新能源，力争 2025 年新能源装
机超过 1.35 亿千瓦、发电量达
3200 亿千瓦时、外送量达 1200
亿千瓦时。

发展新能源就要一手抓新能
源产业，一手抓新能源装备制造
业，构建新能源全产业链。在加快
新能源开发建设的同时，以风光氢
储 4 条产业链为重点，协同推进新
能源装备制造业发展，形成满足区
内、供应周边、辐射全国的全产业

链配套市场供给能力。
内蒙古拥有丰富的风光资源，

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良好的投资
营商环境，是我国新能源产业最具
发展潜力的代表性地区。这些不可
比拟的优势是内蒙古新能源产业
铿锵前行的源泉。

新材料产业后劲强劲

新材料产业已经成为衡量一
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标
志。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就是这样，
完成转弯，继而华丽转身。

近年来，鄂尔多斯是内蒙古经
济发展的顶梁柱和排头兵，经济实
力强劲，2022 年全市完成地区生
产总值 5413.4 亿元，连续两年跨
越 2 个千亿大关，位列全国地级城
市第 45 位。

据了解，鄂尔多斯新材料产业
的强劲势头，离不开鄂尔多斯政策
支持和科技创新实力的支撑。鄂尔

多斯是国家四个现代煤化工产业
示范区之一，去年以来，自治区出
台了《支持鄂尔多斯市建设现代煤
化工产业示范区的指导意见》《化
工原料用煤分类出让规定》等一揽
子政策，从原料煤供应、要素保障、
财税金融等方面为鄂尔多斯市量
身打造了支持政策。

鄂尔多斯全境为黄河流域，煤
水组合优势突出，煤炭探明储量
2535 亿吨，占全国的 1/6；目前，全
球最大风光融合绿氢化工项目开
工建设，一批液态阳光、“绿氢 +”
煤制烯烃等示范项目落地实施，正
在加速形成煤化工低碳发展新格
局。同时，鄂尔多斯已经建成 7 个
化工园区，承载大型化工项目能力
突出。

蓄力发展之下，鄂尔多斯市已
形成多个新材料相关的产业基地：
国家非常规能源战略储备基地、国
内一流的煤基可降解材料基地、世
界最大煤制烯烃基地、“三化融合”
的煤基化纤基地、煤基高端化学品
基地和全国煤化工创新技术中试
基地。

在 6 月 29 日举行的 2023 世
界新能源新材料大会煤基新材料
论坛上，鄂尔多斯市委副书记、市
长杜汇良表示，当前现代煤化工产
业快速发展，但行业整体上仍处于
快速“长身体”、亟待“壮筋骨”的成
长阶段，关键技术、核心设备仍是
主要制约，节能降碳、安全绿色依
旧是根本任务，协同合作、互利共
赢仍为基本方略。力争到 2025
年，鄂尔多斯市建成现代煤化工产能
3000万吨，产值达到2000亿元。

新材料领域的一路高歌猛进
更是增加了鄂尔多斯的吸引力，更
多的资金将目光投射到鄂尔多斯
高原。据了解，今年一季度招商引
资，鄂尔多斯市签约重大项目 54
项，签约金额 4882.8 亿元，其中高
新技术企业签约 24 个，头部企业
签约 20 个，为鄂尔多斯经济高质
量发展和新材料产业不断壮大注
入强劲动能。

内蒙古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大
幕拉开，精彩已在上演……

（上接 1 版）
作为赤峰市农村“客货邮”融

合发展的另一个试点，林西县统部
镇依托农村公路和城乡公交“村村
通”的优势，综合服务站融合了邮
政、中通两家快递，由快递运输车
从林西分拣运输至统部镇邮局，分
拣员按照不同目的地装袋、打标
签、装车，再按照规划线路由公交
车和客运班车分送至村邮站，基本
实现了从林西到村邮站“一日达”
的目标。

目前，统部镇服务站规划 4 条
线路，投入 5 辆车，建立 14 个村
邮站，拥有 3 名分拣员和 14 名村

邮员。
农村客货邮的深度融合，不仅

解决了快递在乡镇滞留的问题，还

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农村客运的亏

损局面，同时带动了当地经济发

展，打通了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

城“最后一公里”，促进了群众就业

增收，全面赋能乡村振兴。

打造农产品上行平台

今年，内蒙古通过建好“四好
农村路”、优化物流基础设施、完善
物流体系建设，推动农村牧区寄递

物流综合服务全覆盖。
“围绕农村三级物流体系建

设，林西县计划投资 1.25 亿元打
造综合交通枢纽项目，有效聚合客
运、公交、物流三大板块，实现深度
融合、共享共赢的‘客货邮’融合发
展模式。”赤峰市邮政管理局有关
负责人介绍，依托此项目，林西县
将逐步融合全县 9 家快递品牌、
县 乡 两 级 11 个 客 运 站 、69 个
村级邮乐购站点，构建县乡村
三级物流网络，大力推动政府、快
递企业、电商之间深度融合，打造
运营共配平台和农产品上行平台，
建立“一乡一品”体系，带动特色农

产品出村销售，实现快递进村、山
货进城，拉动消费，客货邮多赢。

为激励各地客货邮融合发展，
今年年初，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印
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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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给予
国家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
投资补助 200 万元，对承担农村
牧区客运功能的旗县(市、区)客运
站给予年度运营补贴 20 万元，对
投入运营的苏木乡镇客运站给予
年度 3 万元运营补贴，鼓励农村牧
区客运货运邮政快递融合发展;对
新命名的全国、全区“四好农村路”

示范旗县给予一次性激励资金。此
外，“快递进村”差异化补贴政策保
持不变，对实际发生的“快递进村”
业务服务，按照每单不超过 0.3
元，由各盟市制定实施差异化后补
贴政策。

站在新起点上，加快客货邮运
力整合、多站合一、产业带动，推动
乡村特色产业提质升级，使之成为
农民增收致富的动力源，为乡村振
兴注入新活力，为农业农村现代化
赋能添彩。 展望未来，内蒙古将
持续深入推进农村牧区客货邮融
合发展，服务农业增收、农民致富，
助力产业振兴、乡村振兴。

（上接 1 版）
水是湿地的灵魂，而水鸟是检测湿地生态环境质

量的重要标志。
乌梁素海生态保护中心主任包巍介绍，现在乌梁

素海生态环境整体好转，湖区有各种鸟类 258 种，鱼类
21 种，已成为候鸟重要的栖息地。

乌梁素海流域西部是浩瀚的乌兰布和沙漠，南部
是奔流的黄河，东部是葱郁的乌拉山国家森林公园，北
部是连绵的阴山山脉和辽阔的乌拉特草原，中部是沃
野千里的河套平原，组成了一个山水林田湖草沙共融
共生的生命共同体。

包巍表示，为从根本上保护修复乌梁素海生态，
巴彦淖尔市确定了“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乌梁
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作为生命共同体，统筹推进
全流域生态修复、综合治理和保护开发。由单纯的‘治
湖泊’向系统的‘治流域’转变，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路子”的治理思路。

进入“十四五”，巴彦淖尔市编制了《“十四五”乌梁
素海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规划》，系统推进水环境、
水资源、水生态综合治理，持续改善流域生态环境，以
期实现乌梁素海湖心断面水质稳定达到Ⅳ类，生态功
能显著增强的目标。

在流域上游乌兰布和沙漠，建设全国防沙治沙综
合示范区和中国—以色列(巴彦淖尔)防沙治沙生态园，
积极探索沙漠治理与光伏发电、沙草产业、蒙中药材
等绿色产业相结合的可持续治理模式，阻止泥沙
流入黄河、侵蚀河套平原。2020 年，乌兰布和沙漠
治理区成功创建为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
创新基地。

在城镇和工业园区，为彻底斩断点源污染，制定了
《巴彦淖尔市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和污水管网专项规划》
《巴彦淖尔市污水管网建设方案》，积极推进污水处理
厂、再生水厂和管网建设，充分挖掘中水回用潜力，尽
最大可能将中水回用于工业用水、园林绿化、景观用
水、城市杂用水，其余部分进入人工湿地净化达标后通
过各级排干沟再进入乌梁素海。

在河套灌区，全面开展农业“四控”(控肥增效、控
药减害、控水降耗、控膜提效)行动，引导和推动农业绿
色生产，实现了巴彦淖尔市化肥、农药使用量负增长，
农田灌溉用水量得到有效控制。

在湖区周边，强力推进乌拉山生态修复和乌拉特
草原自然修复。实施了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整治工程，改
善乌拉山受损山体的地质地貌环境，提高水源涵养功
能，提升乌拉山的生态屏障服务功能。实施乌梁素海周
边水土保持与植被修复工程，促进乌拉特草原自然修
复。

在乌梁素海湖区，采取底泥原位修复试验示范、湖
区水道疏浚、建设河口湿地、水生植物资源化综合利
用、生态调控等措施开展内源治理。同时利用黄河凌汛
期和灌溉间隙期进行生态补水，改善湖区水质。

2018—2022 年 5 年间，乌梁素海年生态补水量保
持在 6 亿立方米左右，今年已生态补水 2.91 亿立方
米，湖区水位、面积较为稳定。

山水林田湖草沙共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需要一
代一代人接力。水环境、水资源、水生态综合治理，让绿
水青山底色更亮;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让金
山银山成色更足。

水鸟齐飞、湖天一色，美不胜收。新征程上，乌梁
素海继续阔步前行。

本报记者 王丰
高效农业是经济、社会、生态综合效益最佳的农

业。
6 月 5 日，位于乌梁素海南岸的现代农业示范园

区，微风轻拂，麦浪翻滚。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仔细
察看小麦、辣椒长势，向现场农技人员询问高标准农田
建设情况。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
水产业。

巴彦淖尔市位于内蒙古中西部，蒙古语意为“富饶
的湖泊”。这里是黄河“几字湾”的北端，也是河套平原
腹地，具有得天独厚的农业生产资源，是我国重要的粮
油生产基地，在高效农业发展方面具有先天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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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1.57%，增量位居全国第三位。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要把抓好粮食生产摆在首要
位置，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把“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真正落实到位，把自己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要严守耕地红线，加大耕地保护执法监督力度，严禁耕
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保障粮食安全。要推进农
业科技创新，加强技术指导和田间管理，大力推广优良
品种，确保粮食单产和总产实现双增。要调整优化农业
结构，建立多元化粮食储备体系，保障“菜篮子”产品价
格稳定，有效满足市场需求。

作为农业大区，面临着“怎么样去种地”的重要课
题，内蒙古立足现实、顺势而为、精准发力，发挥政策的
撬动效应，在加快高效农业发展的路上越走越宽。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瞄准高效农业，推动
农业高质量发展，既把“质”保持好，也把“量”做上
去。在新发展阶段，以提质增效为途径，走出大力
发展现代高效农业之路，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
不竭动力。

内蒙古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加码提速

这 段 时
间，呼和浩特
市 土 默 特 左
旗 种 植 的 近
2.75 万 亩 优
质 苜 蓿 喜 获
丰收。在土默
特 左 旗 国 家
现 代 农 业 示
范 区 苜 蓿 种
植 基 地 内 ，
3200 亩 优 质
紫 花 苜 蓿 郁
郁葱葱，一台
台 收 割 机 穿
梭 其 中 收 割
作业。这些苜
蓿经粉碎、晾
晒、聚拢、打
捆 成 “ 草 罐
头”，将成为
牛 羊 的 最 佳
青饲料。
(皇甫秀玲)

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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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

赋能乡村振兴 “客货邮”融合让农村牧区物流更畅通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起向“绿”
系列报道之二

水鸟齐飞 湖天一色

黄河生态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系列述评之三

瞄准高效农业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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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割后现场粉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