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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指导

口岸观察

本报记者 张鑫

2023 稀土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发

展会议、2023年中国硅业大会、2023

循环经济与绿色发展会议……

一场场国际化、高端化、多元

化的盛会，让包头积蓄了高质量发

展的强劲动能；一次次推介、展示、

签约，让更多的目光关注到了包头

的发展优势； 一个个项目签约、建

设、投产，让更多的“老朋友”“新朋

友”感受到了包头的满满诚意。

招商引资是一个城市经济发

展的“源头活水”， 是经济工作的

“生命线”。2023 年，包头市全年引

进国内到位资金 800 亿元以上，

同比增长 37%以上， 提前 3 个月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全年新开工亿

元以上产业类项目 157 个， 同比

增长 89%；新增规上工业企业 118

家，同比增长 46%，一批大项目好

项目落地建成，为包头市高质量发

展注入“源头活水”。 数据显示，

2023 年 1—11 月， 包头市累计实

施总投资 500万元以上、 投资方为

区外的招商引资项目达 294 个。

招商方向再明确

争当惟实惟先的排头兵

2023 年， 包头市上下群策群

力、集思广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调集各路精兵强将、调配各类有效

资源，以招商引资的新增量奠定经

济增长的扎实基础。 加强顶层设

计、打造一流队伍，开展跟岗培训

和帮带结合， 不断壮大可持续、多

元化的招商队伍； 明确任务分工、

激发招商活力，制定《包头市招商

引资三年行动方案 (2023—2025

年)》，明确目标任务、实施路径、具

体举措， 指导各工业园区错位发

展，引导各旗县区、各部门分步抓

好落实；强化政策引领、抢抓有利

先机，会同各行业主管部门制定了

《包头市 2023 年推动产业高质量

发展政策清单》， 形成推动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 141 条政策。 为全年

招商引资工作制定了“路线图”，吹

响了招商引资“冲锋号”。

招商目标再精准

争当善谋善拼的排头兵

锚定主攻方向， 突出因链施

策，2023 年，包头市围绕“2+5”产

业集群建设，深入研究各产业链现

实基础和发展趋势， 牵头绘制 20

条产业链全景图和招商远景图，一

链一策推动各产业链招商补强、拓

展延伸。

着力推动“两个稀土基地”建

设，由“世界级储量”向“世界级产

业”迈进。 出台建设“两个稀土基

地”的实施意见和激励政策，围绕

稀土永磁、储氢、抛光、发光、催化

和向下游延伸的永磁电机等应用

端，成立 13 个招商小分队，分区域

逐家拜访企业，全年新引进磁材企

业 5 家，累计达到 32 家，产能新

增 32%； 新引进永磁电机企业 6

家， 累计达到 12 家， 产能新增

30%。

着力推动“世界绿色硅都”建

设，实现产业链一体化发展。 推动

晶硅光伏产业由点状分布向集聚

发展，全力招引产业链薄弱环节企

业，补齐产业链断点，全年新引进

晶硅光伏及配套企业 40 家，填补

了电池片、边框、光伏玻璃等环节

的产业空白。

着力推动“五大战新产业集

群”建设，实现“调旧育新”。围绕明

阳、龙马、远景、光威、包铝、包钢、

北奔等龙头企业，全力招引陆上风

电装备、先进金属材料、碳纤维及

高分子新材料、 新能源重卡及配

套、氢能储能企业，不断壮大产业

集群。2023 年，签约战新产业项目

103 个，占比 55%；战新产业增加

值增长 30%以上， 产值占规上工

业比重 30%以上。

招商方式再创新

争当敢闯敢干的排头兵

2023 年， 包头市以“五个坚

持”持续掀起大招商、招大商的热

潮。 坚持倡导“一把手”招商，形成

全市上下齐抓共管的浓厚氛围；坚

持围绕产业链招商，举办稀土产业

论坛、 稀土产业链合作交流会、晶

硅光伏配套产业对接会、战新产业

对接会等活动，与产业链配套企业

面对面精准对接；坚持鼓励乡贤招

商，精准对接优质企业，会同民建

包头市委员会联合举办全国民建

会员企业家包头行活动，与上海市

16 个行政区的民建组织交流座

谈、精准推介，加深与民建会员企

业家的沟通联系，吸引更多企业家

来包考察； 坚持推进产业园招商，

重点围绕高标准建设稀土永磁电

机产业园， 赴上海与国内 107 家

稀土永磁电机及配套企业进行深

度交流，宣介发展现状、未来规划、

扶持政策等，促进更多企业走进园

区、达成合作；坚持拓展机构招商，

2023 年， 通过专业机构签约项目

2 个，投资近 100 亿元，目前正在

重点推动的项目 9 个，真正以“看

得准”保障“投得准”。

招商责任再压实

争当善作善成的排头兵

招商引资不仅仅是要让企业

“走进来”，更要让企业“扎下根”，

包头市聚焦破解资源要素难题，因

地制宜创新思路， 强化融资资金、

环境容量、能源消耗、碳排放、绿电

绿证和用水用电用气用工、政策兑

现等，生动诠释了“包你满意”“包

你放心”营商环境这块金字招牌。

2023 年， 包头市将优化营商

环境作为重中之重，充分发挥行业

部门牵头作用，切实发挥旗县区主

阵地作用， 保障项目有序运转；坚

持以 4 张清单抓调度，围绕目标企

业清单、在谈企业清单、签约项目

清单、 开工项目清单进行周调度、

月通报，及时掌握各旗县区招商情

况； 积极借鉴兄弟盟市的典型做

法，向优者学习新思路；强化集中

攻坚，2023 年 11 月制定了《包头

市招商引资“百日攻坚” 行动方

案》， 向旗县区和部门下发招商引

资活动和签约项目任务，目前已签

约亿元以上项目 41 个，其中，100

亿元以上项目签约 1 个，50 亿元

以上项目 5 个，再次掀起了全员招

商热潮；强化考核评估，出台《包头

市招商引资绩效考核奖励办法》，

强化招商引资绩效考核， 形成目

标、管控、考核、奖惩的闭环管理机

制，切实提高招商引资实效。

“包你满意”“包你放心”，是包

头市对八方来客的郑重承诺。一诺

千金，一诺倾力。 从“走”出去到

“引”进来，包头市全方位、深层次

的“大招商”，也换来了各地新老朋

友的热情回应。 同时，随着寻求合

作的频次加密， 包头市的 “项目

库”也正不断扩容，国企敢干、民企

敢闯、外企敢投，一个更具活力、更

具魅力的包头，正以砥砺前行的姿

态、乘风破浪的闯劲，持续掀起招

商引资热潮，奋力走出新时代高质

量发展新路子。

据二连海关统计，2023 年二连

浩特口岸出口果蔬 11.3 万吨，货值

2.1 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70.2%、

66.1%。

自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二连海关扎实践行“四下基层”，关

领导带队深入企业、通关现场开展

调研， 用实际行动为企业破难题、

办实事。 为保障出口果蔬“绿色通

道”高效畅通，推动出口农产品高

质量发展， 推行实施优先审单、优

先查验、优先放行等便利化通关措

施。 同时，为帮助果蔬企业拓展海

外业务，关员还“手把手”指导企业

提交输俄境外检疫准入及出口生

产企业境外推荐注册申请，寻求俄

罗斯市场发展机会，实现输俄果蔬

“零”的突破，为拓宽出口农产品高

质量发展寻求更多可能性。

（来源：二连浩特海关）

甘其毛都口岸开放 34 年

来，截至 2023 年底，通关过货

量累计达到 2.21 亿吨，领跑全

国公路口岸。

冬日的甘其毛都口岸银

装素裹，然而阵阵寒潮挡不住

外贸热力值飙升，一辆辆满载

进口煤炭和铜精矿的货车呼

啸入关……甘其毛都口岸将

区位优势转化为开放优势、发

展优势， 融入共建“一带一

路”，实现从“两顶蒙古包”到

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蝶变。

1989 年， 甘其毛都口岸

搭起两顶蒙古包，被辟为中蒙

边境贸易临时过货点，进口皮

张、 绒毛和肉食品等畜产品，

出口日用品。

“2009 年我刚入职时，甘

其毛都口岸还是一条街道一

盏灯，一个喇叭全城听，没有

像样的通道和卡口，单一进口

蒙古国煤炭， 出口货物也很

少。 ”乌拉特海关监管一科科

长徐海龙回忆，“我们每天拎

根小铁棒， 挨个敲打车轮胎，

听声辨物打击走私，或者在长

木棍上绑一面镜子，探在车底

盘下‘扫雷’。 验放入出境车辆

全靠人工， 车牌号码手动抄

写， 查验货物也得爬上挂车，

掀开篷布拿锹挖……”

虽然条件艰苦，但甘其毛

都口岸从常年开放到年过货

量突破 1000 万吨大关， 只用

了短短两年时间。

2013 年， 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后，甘其毛都口

岸顿时热闹起来，大大小小的

外贸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来。“这一年，甘其毛都口岸首

次进口蒙古国铜精矿，我国首

条 220 千伏外输电力线路也

经口岸架空北走， 供应蒙古

国。 此外，各种矿用汽车、基建

材料、工程器械、办公用品等

货物大批量出口，口岸上车水

马龙，人声鼎沸，经贸往来和

人文交流日益频繁，向北开放

迈出了坚实一步。 ”徐海龙说。

近年来，甘其毛都口岸完

成多项扩能升级基础设施建

设，先后实施货运通道改扩建

工程，推广集装箱、双挂车运

输进口矿产品， 新建保税仓

库、 环保煤棚等监管作业场

所， 测试 AGV 无人驾驶车辆

跨境过货， 极大提升通关效

率、 车辆运力和仓储保税能

力。

“这些年， 甘其毛都口岸

发展突飞猛进， 截至 2023 年

底，口岸通关过货量已达 2.21

亿吨。 ”乌拉特海关关长尚贵

民说。

(�图古斯毕力格)

“枢纽之城”乌兰察布在打造

“开放高地”的进程中，获批建设

中欧班列集散中心。

近日，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

府批复，原则同意《乌兰察布中欧

班列集散中心建设实施方案》，要

求乌兰察布市围绕实施方案确定

的发展思路、功能定位，细化工作

方案，组织实施重大项目，加强平

台建设，拓展对外合作，确保各项

目标任务如期完成， 打造内蒙古

中欧班列品牌。

地处内蒙古中部的乌兰察布

市， 是内蒙古东进西出的“桥头

堡”、北开南联的“交汇点”，成功

入选首批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建

设名单， 是全国唯一的中欧班列

非省会节点城市， 正成为中蒙俄

经济走廊和“一带一路”的重要节

点、 国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

门户、 中欧班列中部通道的枢纽

咽喉。 数据显示，自 2016 年首次

开行中欧班列以来， 乌兰察布市

累计出入境中欧班列 727 列，累

计货值 13.85 亿美元。 目前，已培

育开行中欧(亚)班列线路 21 条，

常态化运营 8 条线路、通行沿线 8

个国家、18 个城市，形成稳定的面

向中欧、 中亚各国的国际物流通

道。

《乌兰察布中欧班列集散中心

建设实施方案》的获批，将加速乌

兰察布市对外开放的进程。乌兰察

布也将为内蒙古建设我国向北开

放重要桥头堡，推动内蒙古高水平

对外开放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根据规划，到 2025 年初步建

成中欧班列集散中心，基本实现作

为内蒙古自治区国际班列运营组

织中心的功能，对产业发展的引领

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进出口贸易

额将达到 10 亿元，带动投资 5 千

万元以上 20 家加工企业落地。 到

2030 年基本建成中欧班列中部通

道集结中心，国际班列到发列数超

过 1000 列 / 年，成为全国中欧班

列集结中心网络的重要组成和国

家向北开放桥头堡建设的重要战

略支点，成为呼包鄂乌一体化发展

的重要区域经济增长极。(郝芳芳)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腊八到，年味浓。1 月 18 日，

京蒙协作内蒙古好物网上年货节暨促进内蒙古特色产

业消费专场活动在北京成功举办。 本次网上年货节将

持续至 2 月 17 日 。

作为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 内蒙古具有独

特的区域优势、资源优势、生态优势，是中国重要的“粮

仓”“肉库”“奶罐”，此次活动依托京东、辛选等国内有

影响力的电商平台、 头部企业共同助力， 紧扣年节需

求，推动消费持续扩大，丰富年货供给，带动以巴彦淖

尔市为主的区内绿色农畜产品上行， 为全国朋友的年

夜饭增添绿色、健康的内蒙古特色年味，同时提升内蒙

古优势产品在全国的知名度，助力企业引流获客、拓展

市场。

活动现场， 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电商处处长管守

明为辛选主播十三颁发“2024 年内蒙古网上年货节

‘内蒙古好物推荐官’”荣誉证书。

网上年货节期间，京蒙协作 2024 年内蒙古好物网

上年货节作为主会场在北京启动，各盟市、旗县分会场

同步启动。 呼和浩特市“云上惠选 欢购青城”网上年货

节、包头市“嗨购鹿城 数商迎春”网上年货节、鄂尔多斯

市“喜迎新春 约惠暖城”网上年货节、呼伦贝尔市“礼

‘上网’来”牛羊季网上年货节、兴安盟“岭上兴安草原

年货大集”网上年货节、乌海市“文传 E 动 吃喝玩乐”

网上年货节等多点开花，纷纷“蹭年味”。

该活动由自治区商务厅、巴彦淖尔市人民政府、巴

彦淖尔市商务局指导， 旨在发挥电子商务在活跃消费

市场、助力循环畅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进一步促进直

播电商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促进内蒙古好物的网络消

费。

“网络消费让中国年更为丰裕红火， 内蒙古好物

‘一键下单’，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得到了及时满足，

乡村特产实现了全国销售。电商平台与物流企业，

不仅为中国年增添了一份红火气象， 更为广袤乡村增

添了一份振兴气象。 ”自治区商务厅电商处副处长李艳

茹说。

最近，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

丽景假日酒店内人头攒动， 伊金

霍洛旗首店经济餐饮项目———快

乐小羊在这里开启， 这是该旗探

索加速建设现代商贸服务集聚区

走出的一条“特色路径”。

2023 年， 伊金霍洛旗与伊金

霍洛旗丽景假日酒店签约伊金霍

洛旗首店经济餐饮项目———快乐

小羊； 与鄂尔多斯市隆海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签约伊金霍洛旗首店

经济茶饮项目———喜茶。 两个项

目总投资 930 万元， 至少可解决

当地 50 多人就业。

快乐小羊伊金霍洛旗丽景家

园店负责人杨静源介绍说：“我们

会用心真诚为百姓服务， 让本地

居民品尝到不一样的火锅。 ”

近年来， 伊金霍洛旗把推动

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作为稳增

长、促转型的重要举措，促进服务

业提档升级，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该旗从引

领康养生活、点亮智慧生活、丰富

文娱生活、赋能未来生活等方面发

力，做好延链、补链、强链的大文

章，推进现代服务业扩增量、优结

构、提速度，努力打造伊金霍洛高

质量发展新引擎。

“为进一步推动全旗商业业态

的升级，我们积极推动商业综合体

提升，引进餐饮快乐小羊、喜茶，服

饰依文、金利来等国际国内知名品

牌，同时引入一些创新型、特色化

的商家，如主题餐厅、特色饮品店

等。这些商家的引入不仅丰富了商

业综合体的业态，提升了消费者的

购物体验，还能带动周边商业的发

展，促进全旗经济繁荣。”伊金霍洛

旗现代服务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

人普·布荣表示，下一步，伊金霍洛

旗将规划布局以“一核引领、两区

支撑、多点带动、全域发展”为主要

特征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增强服

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带动力。

(�郝雪莲 张俊英)

民以食为天。 不论是电瓶车上载满的外卖、 当代

“打工人”的标配咖啡 + 奶茶，还是“香”飘海内外的火

锅、 快餐……令人着迷的“舌尖” 美食离不开一个

字———“吃”。

吃，看似事小，却也实力了得。

最新数据显示，2023 年中国餐饮收入首次突破 5

万亿元大关，创历史新高。 随着餐饮住宿等接触型、聚

集型消费较快回暖，消费重新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堂食暂停、流水大减、成本上涨……多重压力一度

让这个最能体现人间烟火气的行业在疫情期间遭遇困

境： 从 2019 年的 4.67 万亿元到 2023 年的 5.29 万亿

元，餐饮收入几经波动。

餐饮业如何“挺”过来怎样“焕”新颜

从烘焙、茶饮、预制菜到远程选餐、在线下单；从

低脂、 轻食到“餐饮 + 旅游”“餐饮 + 展演”“餐饮

+IP”……多变的环境下，创新的步伐不变，老百姓的美

味“清单”在多元业态、智能服务、健康品类和更具创意

中质感十足。

中国饭店协会发布的报告显示，2022 年， 不少省

份烘焙、 茶饮等新兴业态的门店营收均实现两位数同

比增长。

在这个以个体工商户为主力军的行业里， 万千经

营主体的携手前行支撑中国餐饮业迎来又一个春天。

数据显示，2023 年，全国共注册餐饮单位超 410 万家，

个体工商户占比超八成。

餐饮业一头连着“嘴巴”，一头连着“泥巴”，在“粮

头食尾”“农头工尾”里都可以见到它的身影。

一块馍、一碗面、一盘菜……伴随田间地头的农副

产品进城、入店、上桌，农户的“钱袋子”鼓起来，好日子

“火”起来。

餐饮业能够激发多少就业活力

以一家餐厅为例，除了厨师、服务员，还涉及采购、

运输、市场营销、策划、菜品研发等多个工种。 报告显

示，平均每 10 平方米餐厅营业面积就可以解决一个就

业岗位。 我国餐饮业直接就业人员已近 3000 万。

餐饮业的撬动力有多大

上承原料供应、农业发展，下接社会就业、内需消

费。 2023 年，餐饮业带动农副食材、食品加工业等相关

产业约 2 万亿元营收，推动我国经济回升向好。

有人说，世间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 饮食是生活必

需，也是文化传承。 经历风雨，让我们对饮食文化有了

更深的共情。

鲁、川、粤、苏、闽、浙、湘、徽八大菜系，麻、辣、咸、

鲜、香、甜应有尽有，螺蛳粉、功夫茶、潮州菜、沙县小吃

等国潮美食名片……丰富多元的餐饮文化流露出人们

对生活的热爱，一道道中华料理、一款款融合菜肴吃出

了人气，也提振了消费。 (据新华网)

“枢纽之城”乌兰察布

获批建设中欧班列集散中心

包头：招商引资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内蒙古中清智慧 12GW高效光伏电池和 4GW 高效光伏组件项目

伊金霍洛旗：

“首店经济”推动消费升级

开放 34 年过货量突破 2 亿吨

甘其毛都口岸过货量领跑全国公路口岸

2023年二连浩特口岸

出口果蔬量值实现“双突破”

海关查验

年味氛围感“拉满”

京蒙协作

内蒙古好物

网上年货节火热开启

餐饮收入超 5 万亿元！

美食撬动消费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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