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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

ZHENGJING

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中华文明·节气与美食

本报讯(记者 张鑫)记者从 1 月 19

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

的 2023 年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

果，2023 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 24627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7.3%。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737

亿元，比上年增长 5.5% ；第二产业

增加值 11704 亿元， 增长 8.1% ；第

三产业增加值 10186 亿元，增长 7.0%。

粮食稳产丰收， 畜牧业持续增长，

北疆粮仓底气更足。 2023 年，全区粮食

播种面积 10477.1 万亩， 比上年增加

49.3 万亩；全区粮食总产量 791.6 亿斤，

比上年增加 11.4 亿斤， 实现“二十连

丰”；粮食作物平均单产达到 378 公斤 /

亩，比上年提高约 4 公斤 / 亩；全区猪

牛羊禽肉产量 285.4 万吨 , 比上年

增长 2.7%； 全区奶牛存栏 168.7 万

头， 比上年增长 6.1% ； 牛奶产量

792.6 万吨，增长 8.0%。 全区规模以上

乳制品产量 473.0 万吨， 比上年增长

13.2%。

工业生产稳进提质， 动能转换加

快，压舱石作用凸显。2023 年，全区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4%。 38

个行业大类中，30 个行业实现增长。 分

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1%， 制造业增长 11.7%， 电力、热

力 、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16.3%。 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

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8.0%；股份制企业

增长 7.2%；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

长 17.7%。

重点行业支撑有力，经营效益明显

改善，服务业快速恢复。2023 年，全区服

务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0%，占地区生

产总值的比重为 41.4%。 重点行业批发

和零售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4.8%，交通

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长 10.0%，住宿

和餐饮业增长 20.8% ， 金融业增长

9.0%，其他服务业增长 6.1%。 企业效益

快速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增势强劲，有效投资

持续扩大，高质量发展后劲更足。 2023

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上

年增长 19.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

增长 8.6%， 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33.1%，

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4.4%。 分领域看，制

造业投资支撑有力，比上年增长 46.4%。

高技术产业投资比上年增长 84.5%。

政策效应持续显现，市场活力不断

增强，消费市场加速回暖。2023 年，全区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374.3 亿元，

比上年增长 8.1%。 按经营单位所在

地分， 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4739.6 亿

元，比上年增长 8.0% ；乡村消费品

零售额 634.7 亿元，增长 9.2%。 按消

费类型分，商品零售 4707.9 亿元，比上

年增长 6.8%； 餐饮收入 666.4 亿元，增

长 18.4%。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449.0

亿元。 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商品

零售额比上年增长 27.4%， 日用品类增

长 34.1%，金银珠宝类增长 28.5%，汽车

类增长 17.2%。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生产

者价格下降，市场物价总体稳定。

2023 年，全区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

上涨 0.6%。分城乡看，城市、农村均上涨

0.6%。 分类别看，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

格呈“七增一降”态势。

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城乡差距进一

步缩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 2023

年， 全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8130 元，比上年增长 6.1%。 全区城镇

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8676 元，比

上年增长 5.1%；农村牧区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21221 元，增长 8.0%。

冬日的锡林郭勒盟阿巴嘎草原， 白雪皑皑， 苍茫辽

阔。 牧人与蒙古马在草原上世代风雨同行， 和谐相伴。

草原有了蒙古马才有了神韵， 牧民有了蒙古马才更加勇

猛、 一往无前， 共同绘就出一幅幅蹄疾步稳的新年奋进

图。 (额伊勒德格)

本报讯 (记者 李艳红 实

习记者 樊雪 实习生 石茹意)

1 月 19 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

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回眸

2023”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

十三场———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专场。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

2023 年完成综合运输货运量

23.4 亿吨、货物周转量 5535.9

亿吨公里， 同比增长 12.8%、

6.7%， 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国际道路运输货运量 6993 万

吨，同比增长 136%，创历史新

高。

2023 年，自治区交通运输

厅充分发挥交通运输服务双循

环、联通内与外的重要作用，着

力提质效，全力保畅通。大力推

动网络货运规范健康发展，在

不增加社会总运力的条件下，

通过专项奖补， 培育网络货运

经营主体，业务、数据、税收“三

回归”初见成效。

主动服务新能源产业发

展，多举措保障“大风车”叶片

“造得出”“运得走”， 全年办理

风机叶片运输车辆许可 5822

件，最大长度 113 米。保障极端

天气交通安全畅通， 处理 10

起重要公路基础设施水毁突发

事件， 清雪除冰 73.5 万公里，

清理干线公路路面积沙 125 万

方，全年未发生长时间公路阻

断。

本报记者 王丰

1 月 20 日是二十四节气

中的最后一个节气———大寒。

大寒是表示天气寒冷程度的节

气，意思是寒冷已到极致。

大寒在岁终，冬去春来，大

寒一过，又开始新的一个轮回。

“大寒年年有，不在三九在

四九”。 今年的大寒恰在四九

第三天，再过 6 天就会进入五

九，整个五九几乎都在大寒节

气中。 大家耳熟能详的“数九

歌”里唱道：“五九六九河边望

柳”，从河边望柳的期许中，想

隐约感知“春回律动”的迹象，

对于黄河流域以北而言，似乎

还要耐住一阵性子。

在这个由冬向春的转折节

点，天气依旧寒冷。 这个时节

除了热炕头，还要吃阿荣旗铁

锅大鹅。

“下雪了，请你吃铁锅炖大

鹅。 ”这样的盛情，是内蒙古人

的豪爽性格， 更是阿荣旗人的

吃鹅经验。 在内蒙古东部区流

传着一句话，落雪杀大鹅。等到

第一场雪后， 鹅身上的细小绒

毛就容易处理了，好拔毛。而且

为了储存够过冬的能量， 大鹅

会多吃变肥，变肥了，也就更好

吃了。

呼伦贝尔市的阿荣旗以玉

米、大豆种植为主，年均粮食产

量超 30 亿斤， 是内蒙古重要

的产粮大县。

近年来， 依托现有的农业

产业发展基础， 阿荣旗以得力

其尔鄂温克族乡为试点， 在乡

里成立了 9 个白鹅养殖合作

社，通过“送技术、送服务、送防

疫、送指导”等措施，推广规模

化、标准化、生态化白鹅养殖，

促进白鹅产业的健康发展。

2010 年，“阿荣旗白鹅”入

选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 截

至 2023 年底， 阿荣旗的白鹅

存栏量达到 75 万只， 白鹅产

业给阿荣旗当地百姓带来的经

济收入达 5000 余万元。

经过不断摸索， 阿荣旗采

取“支部 + 合作社 + 农户”的

模式，通过支部引领、党员帮带

等方式， 与农户结成利益共

同体 ， 为农户提供鹅雏供

给 、养殖咨询 、销售帮扶等

服务，有效化解了养殖户的市

场风险， 带动了白鹅产业的快

速健康发展。

为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当

地结合实际，“阿荣旗白鹅”系

列产品包括烤鹅、鹅翅、鹅掌、

鹅脖、 白条鹅等 ， 通过直营

店、签订订单及网络直播等

多种渠道进行销售，仅烤鹅

厂开业当天的展销活动就

销售 2000 只烤鹅， 现场签售

预订订单烤鹅 2.3 万只、 白条

鹅 1.55 万只、 鹅杂 760 斤，形

成了集白鹅孵化、育雏、养殖、

屠宰、冷冻、烘烤、销售于一体

的“鹅产业”。

从自治区医疗保障局传来

消息，自治区本级 19 项医保经

办事项全部实现全区通办，更

大限度满足参保群众“就近、便

利、高效”的办事需求。

据了解， 自治区医疗保障

局依托国家医保信息平台，实

现医保数据信息跨盟市互通互

联，将自治区本级 19 项高频医

保经办事项下沉到盟市办理，

推动自治区本级“全区通办”业

务落地落实， 真正让医保服务

惠民便民利民。业务下沉以来，

自治区本级参保人员可就近到

全区任意一个医保经办机构进

行业务查询、办理，极大地为参

保人员提供了便利。截至目前，

各盟市为自治区本级参保人查

询参保信息 6000 余人次。 办

理异地就医备案 362 人次，办

理医保关系转移接续手续 335

人次， 办理生育保险待遇支付

392 人次， 办理门诊住院医疗

费用手工 (零星) 报销 366 人

次， 办理职工参保信息变更登

记 254 人次，个人账户一次性

支取 60 人。

同时， 自治区医疗保障局

全面推行自助办理异地就医备

案， 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内蒙古医保 App、国家异

地就医备案微信小程序等实现

网上自助备案， 就医后倡导患

者在就医地医院进行直接结

算。

(梅刚)

本报讯 (记者 李姝廷)

“携手共建北疆文化，并肩传

承中华文明”。 1 月 19 日，

在内蒙古诗书画研究会

2023 年年会暨新春联谊会

上，内蒙古社会主义学院为

该研究会赠送的锦旗赢得大

家热烈的掌声。

笔歌盛世， 墨抒情怀。

内蒙古诗书画研究会会长逯

志强在该会工作报告中讲

到，2023 年内蒙古诗书画研

究会以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文化

工作的一系列讲话精神为指

导，以“崇德尚艺，以艺修身，

继承传统，守正立新”为宗

旨，以打造“百年老店”为目

标，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下，在全体会员的共同努力

下，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

作。

2023 年 9 月 1 日，内蒙

古诗书画研究会会同内蒙古

文史研究馆、内蒙古社会主

义学院共同在内蒙古社会主

义学院，成功举办了“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方位

建设模范自治区”主题书画

展， 同时举办了书画笔会。

展出期间，参观人数近万人

次。 同时，该研究会把书画

进校园系列活动， 作为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继承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指

示的具体举措， 组织书画

家临摹古代先贤的书法、绘

画作品。 从中挑选出 180 多

幅作品， 于 2023 年 7 月 27

日至 8 月 5 日在呼和浩特

美术馆展出， 受到了社会各

界的赞誉。

内蒙古诗书画研究会在

注重培养会员德艺双馨，提

高会员诗书画印艺术水平的

同时， 积极在社会各个层面

开展公益活动：2023 年参加

了“写春联·送万福”“欢庆七

一 点亮水磨”“大爱北疆 黄

河之夜”“亮丽北疆民族心”

等上百场书画公益活动。

逯志强表示，2024 年，

内蒙古诗书画研究会要继续

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文

化思想， 继承传统， 守正立

新， 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人， 做建设北疆文化的

践行者。

年会开始前举行了书画

笔会，众多书画家挥毫泼墨，

尽抒情怀。 迎新春联谊活

动中，独唱、合唱、朗诵、舞

蹈， 艺术家和表演者尽展风

采，为研究会活动锦上添花。

岁末年初，乌兰察布传来喜讯，乌兰察布市 42 家铁

合金企业产量达 950 万吨，占全国的 27%，能效标杆值

以上产能超过 30%、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增加值占规

上工业增加值的 1/4。

上世纪 90 年代乌兰察布铁合金产业刚刚起步时，

企业装备水平低、单位能耗高等问题一度存在，铁合金

产业转型升级成为乌兰察布市必须要跨越的一个坎。

2021 年和 2022 年， 乌兰察布以断臂求生的决心，

将 25000 千伏安以下普通合金矿热炉全部退出， 普通

合金矿热炉和 24 台未要求密闭的特种合金矿热炉完成

密闭化改造，余气全部实现回收利用。

干净整洁的厂区，随处可见的绿化草坪，科技感十

足的光伏车棚……企业一改往日的“灰头土脸”，变身为

“花园工厂”。如今，乌兰察布铁合金产业已脱胎换骨，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成为新的代名词。

在乌兰察布市旭峰新创实业有限公司厂区内，12

个原料筒仓高耸入云，2 台 66000 千伏安矿热炉正在加

速运转，开堵眼机器人、翻包机、浇铸机等高科技装备和

先进工艺一应俱全，过去的落后装备和生产工艺早已不

见踪影。

“我们已经建成 13 台密闭矿热炉， 其中，2 台

66000 千伏安矿热炉采用了封闭循环、精料入炉、智能

生产等先进工艺， 是国内锰系单体矿热炉的代表性炉

型。 ”乌兰察布市旭峰新创实业有限公司行政部部长宋

丹说。

铁合金企业不断强科技、抓创新，高端智能化应用

随处可见。企业利用 5G+、大数据、云计算等高新技术手

段，不断拓宽信息化应用场景建设。 丰镇智慧园区试点

建成运行，多蒙德、新太元等企业已实施 5G 智慧工厂

建设。

记者走进内蒙古新太元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厂区

时， 发现与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偌

大的厂区只看到零星的几个工人。

针对人们关注的余气废渣，乌兰察布的铁合金企业

将其全部“吃干榨尽”。利用矿热炉余热为居民提供冬季

供暖，余气利用在石墨电极项目上，生产所剩的废渣变

成岩棉、吸音板等建筑材料……乌兰察布资源循环利用

水平稳步提升，打造绿色低碳铁合金生产基地正在逐步

变为现实。

“铁合金产业不仅仅是从做大到做强，还要做优做

精。 ”乌兰察布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薛峰青表示，乌兰

察布市的产业在智能化、绿色化、循环利用方面还有很

大的提升空间，高比例绿电替代、余气废渣高效循环利

用、产品结构工艺技术优化提升将成为未来的重要发展

方向。

(据《内蒙古日报》)

近年来， 锡林郭勒盟抢抓能源经济快速发展和能源产

业转型升级机遇期，通过建设清洁高效煤电项目、风光电新

能源项目，全力推动能源经济高质量发展。

锡林郭勒盟煤炭资源丰富， 是国家规划的亿吨级大型

煤炭基地，探明褐煤储量 1046 亿吨，居全国地级市首位。已

核准煤矿 28 处，核准规模 2.05 亿吨 / 年，居内蒙古各盟市

第二位，其中列入国家保供煤矿 17 处、产能 1.78 亿吨，占

总产能的 85%。

2023 年，锡林郭勒盟全力挖潜增产、有序释放优质产

能，推动贺斯格乌拉煤矿顺利完成竣工验收，华润五间房西

一井、芒来煤矿联合试运转稳定运行，鲁新、查干淖尔、达安

等煤矿加紧建设，大唐胜利东二号矿、吉林郭勒二号矿复工

复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依托煤炭资源基础性优势，借助特

高压电力外送通道建设有利条件，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水平

建设、技术创新引领，建设了一批高参数、高度节水、低能

耗、低排放的清洁高效煤电项目。

锡林郭勒盟全域均为国家一类风光资源区，100 米高

平均风速在 10 米 / 秒左右，等效发电小时 2900—3900 小

时 / 年，太阳能年日照时数平均在 3200 小时以上，等效发

电小时 1600—2000 小时，是全国少有的优质风光资源区，

可利用资源分别占全区 1/3 和 1/6， 可开发风电规模 6000

万千瓦、光伏 1 亿千瓦以上。

锡林郭勒盟紧紧围绕国家“双碳”战略，聚焦内蒙古“两

率先、两超过”目标，大规模高比例发展新能源。上都 200 万

千瓦风电基地、 国能胜利排土场光伏等项目全容量并网，

400 万千瓦风光基地、 东苏蒙能 100 万千瓦风储项目已全

部建成。 依托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吸引和汇聚了明阳、

上海电气、 海装风电等 10 余家新能源装备制造领军企业，

风机整机产能达到 700 万千瓦。锡林郭勒盟新能源装机、风

电装机、新能源发电量、风电发电量、风电主机产能等重要

指标稳居内蒙古首位，全产业链配套能力走在自治区前列。

(朱媛丽)

纵马阿巴嘎

气势磅礴向未来

大寒时节：

除了热炕头，还要吃阿荣旗铁锅大鹅

阿荣旗白鹅

气势磅礴向未来

业务、数据、税收“三回归”初见成效

内蒙古去年完成

综合运输货运量 23.4亿吨

自治区本级 19 项医保

经办事项实现全区通办

笔歌盛世 墨抒情怀

内蒙古诗书画研究会：

面向社会 服务人民

乌兰察布

铁合金产业再升级

锡林郭勒盟能源经济

发展配上“双引擎”

增长 7.3%，2023年内蒙古地区生产总值 24627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