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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传来消息，
2022—2024 年预算年度，自治区财政
统筹安排专项资金 6500 万元，力促县
域外经贸“破零增量”示范工作取得新
突破。

外经贸“破零增量”，是旨在挖掘外
贸潜力、做大外经贸规模，可推动各县
市区外贸备案登记企业实现进出口额
零的突破，并促进外贸企业进出口额的
倍增增长，从而提升整体外经贸规模和
效益的计划与行动。

近年来，自治区财政厅会同自治区
商务厅等部门紧紧围绕“一个桥头堡”
建设任务，聚焦聚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通过完善相关支持政策，优化资金

支出结构，推进外经贸“破零增量”。
在此过程中，内蒙古锚定地方优势

特色产业，促进县域外向型经济发展。
自治区层面鼓励盟市立足资源、区位优
势，以县域优势特色产业为引领，持续
推进县域外经贸“破零增量”示范县建
设。经过几年发展，兴安盟科尔沁右翼
前旗中草药产业、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树
坚果产业、通辽市开鲁县红辣椒产业、
赤峰市宁城县膨润土产业等优势特色
产业蓬勃发展，为县域外向型经济发展
注入强劲动力。

同时，内蒙古通过挖掘和释放品牌
潜力，进一步提升县域产品国际竞争
力。外经贸“破零增量”计划与行动，在

激发企业内生增长动力的同时，也促使
各地积极培养区域公共品牌，大力拓展
国际市场。通辽市开鲁县制作多语种专
题宣传片，提升当地产品国际知名度；
赤峰市宁城县通过成立行业协会、制定
行业标准、注册“宁城猫砂”地理标志商
标，不断扩大产品品牌影响力；巴彦淖
尔市临河区打造树坚果跨境电商 B2B
业务模式（企业与企业之间通过跨境电
商平台进行交易的一种商业模式），开
辟对外贸易新赛道。目前，自治区首批
认定的 5 个外经贸“破零增量”示范县
在 2023 年进出口额同比增长翻一番的
基础上，今年上半年进出口额突破 3.5
亿元，同比增长 104%。 （杨威）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初冬伊始，
风光无限，内蒙古电网进入“迎峰保供”
的季节。11 月以来，风电光伏整体保持
增长态势，地区用电负荷持续上扬，新
能源接纳能力不断提升。

11 月份，内蒙古电网单月新能源
发电量首次突破 100 亿千瓦时，达到
104.7 亿千瓦时，月新能源发电量占比
首次突破 30％，达到 30.9％，同时发电
电力、日发电量及占比也在 11 月双创
新高，最大电力 2882 万千瓦，最大日发

电量 5.54 亿千瓦时，占当日发电量的
48％，相当于每两度电中就有 1 度新能
源。澎湃的绿色能源持续助力内蒙古能
源低碳转型，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有力支撑。

据了解，内蒙古电力集团深挖发电
侧调峰能力，根据新能源发电情况，统
筹安排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时序，加强
燃煤机组运行和检修管理，提升机组调
节能力；加强电网整体规划，不断完善
地区间联络和电网结构，针对新能源汇

集地区，结合工程投产建设情况，优化
电网运行方式；持续改善预测模型，
提升新能源、用电负荷预测准确率，
新能源大发时段组织新能源参与省
间日前、日内电力现货市场，充分利
用已有的外送通道扩大新能源消纳能
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不断吸引用电负荷投资落地，提升网内
用电负荷水平，增加新能源消纳空间；
科学调用网内抽水蓄能、新型电化学储
能，制定高效应用场景，推动新型储能

技术与电力系统安全绿色高效运行协
同发展。

下一步，内蒙古电力集团紧紧围绕
内蒙古作为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
基地”的战略定位，持续服务自治区新
能源倍增计划，坚持“量率一体、保量稳
率”，强化并网消纳和运行管理，不断提
升系统调节能力，促进新能源安全高效
利用，持续助力自治区新能源大规模开
发、高比例消纳、市场化运营和高质量
发展。

“风光”无限是乌兰察布市的一大优势资源，近年来，随着“双碳”战略的实施，乌兰察布市在新
能源装备制造业的路上步稳蹄疾。

内蒙古运达能源有限公司是乌兰察布市新能源装备制造重点企业，主要生产 6.X-10.XMW 系
列陆上大型风电机组，区域年产能达 2000 台套，生产的风电产品在大容量、长叶片、高塔架等领域
不断填补行业空白，并拥有全国首个 13MW 级陆上风电机组全功率试验平台。

（张晓鹏 摄）

本报讯（记者 张鑫）12 月 7 日，内
蒙古首届五原黄柿子民隆品牌发展大
会在呼和浩特市举行，大会以“中国黄
柿子看内蒙古，内蒙古黄柿子看五原，
五原黄柿子看民隆”为主题，吸引了来
自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企业、专家学
者参会，在交流与碰撞中，五原黄柿子
的独特魅力得到了充分展现。

内蒙古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会长
朗立兴在推介会上表示，五原黄柿子是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民隆黄柿子在国
际、国内都有很大的品牌影响力。五原

黄柿子以其优良的品质、丰富的营养和
独特的风味，将成为蒙餐餐系产品的亮
点。协会将全力支持黄柿子的品牌建
设，提升产品附加值，推动黄柿子产业
高质量发展，打造老百姓喜爱的美食品
牌。

今天在巴彦淖尔，除了黄柿子鲜果
频繁“出圈”，一系列“民隆品类”黄柿子
系列产品也正在加速走出内蒙古，走向
四方。黄柿子汁、黄柿子气泡水、黄柿子
火锅底料、黄柿子果脯……民隆农业持
续发挥资源优势、区位优势，立足全区

农畜产品“集”和“散”产地商品化处理
能力和产地农畜产品流通能力，持续拓
展“民隆黄柿子”新通道。

“目前，黄柿子育种品种已达 100
种以上，我们从种业创新、疫病防控、检
验检测等方面全链条开展科技攻关继
续加大和民隆农业持续合作。”东北农
业大学番茄研究所教授姜景彬在推介
会上介绍黄柿子育种品种研发情况时
表示，将继续加大与民隆农业的合作，
全链条开展科技攻关。

“品质是做好黄柿子的基础，民隆

农业始终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在还原儿
时味上下功夫，在品牌塑造上尊重年轻
人的审美，努力在创新上突破，诸如酸
汤黄柿子底料、草莓黄柿子、黄柿子方
便面、黄柿子雪糕、黄柿子酸奶等”民隆
农业联合创始人沈鹏说。

会议期间，内蒙古民隆现代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举行了黄柿子品鉴会、民隆
品牌发展大会和招商推介会，先后与东
北农业大学番茄研究所、塞上府、智明
小馆、老绥元烧麦等 12 家合作伙伴进
行现场签约。

本报记者 迪威娜
治沙不仅仅是为了生存，更是为

了发展。从黄沙漫漫到绿意葱茏，从
“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赤峰市
地处“三北”，生态战略地位十分特殊，
是护卫京津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境
内自西向东分布有浑善达克和科尔沁
两大沙地，是全国、全区防沙治沙重点
地区，也是内蒙古打好两大沙地歼灭
战的重要战场。

多年来，赤峰市始终坚持“生态立
市”不动摇，发扬“一届接着一届干，一
张蓝图绘到底”的优良传统，广大干部
带领全市各族群众扎根瀚海黄沙，不
断书写赤峰市防沙治沙绿色篇章。赤
峰 市 沙 化 土 地 面 积 由 1994 年 的
3995.67 万亩减少到 2661.9 万亩，森
林覆盖率由新中国成立前的不足 5%
到现在的 33.38%，跃居全区第二位。

近日，赤峰市松山区兴安街道注
册成立的“赤峰兴乡悦城乡劳务服务
有限公司”，经由翁牛特旗林业和草原
局对接，由赤峰兴乡悦城乡劳务服务
有限公司组织城区居民务工队伍，参
与 2024 年秋季翁牛特旗格日僧苏木
沙地治理工作。

此次解锁“治沙 + 社区”的新模式
探索，激发了社区居民通过劳动参与

生态建设的热情，为社区居民增收拓
宽了新路径，更为翁牛特旗沙化土地
治理提供了新思路。赤峰市松山区兴
安街道办事处通过市场化运营方式，
主动与赤峰市各旗县区乡镇政府、街
道办事处携手，可承接各地种植养殖
大户、农牧业生产加工基地、工业园区
等各类劳务用工订单，有力拓宽了城
市社区富余劳动力就业渠道，搭建起
城乡劳务对接服务桥梁。

截至目前，“兴乡悦”人力资源信
息库已登记务工人员已破千人，纳入
专业技能特长人员近百人。自公司成
立以来，“兴乡悦”城乡劳务服务已累
计组织城区务工居民 24 批 1380 人
次到松山区藜麦种植基地、翁牛特旗
治沙基地务工，累计实现增收 31.86
万元，在 2024 年投入至少 1500 余人
次参与沙地治理工作，治理沙地约
1800 亩。

下一步，翁牛特旗林业和草原局
将持续深化政企合作，广泛动员社会
各界积极参与治沙造林，充分调动社
会资本参与，不断探索“治沙 +”模式，
营造全民动员、全社会参与防沙治沙
的良好氛围，推动实现生产、生态和生
活“三生统一”，走出一条沙地增绿、人
民增收、企业增效的发展新路子。

本报记者 王丰
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浑善达克规

模化林场，沙地里 5 台机器同时作业。
机器所过之处，一排排黄柳赫然挺立。
全天候无人植树机器人实现开沟、植
苗、浇水、覆土全流程作业，有效提升
了沙漠治理效率。

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黄河“几
字弯”攻坚战毛乌素沙地下风口阻
沙带项目施工现场，大型运输无人
机在来回穿梭，有效解决沙漠地区
运输难和治理难的问题，治沙效率提
升 30%。

在内蒙古三大标志性战役各战
区，防沙治沙展现出满满的科技感。先
进机械设备的使用，逐渐告别过去“人
海战术”、肩扛手抬的治沙方式，治沙
效率大大提升。

从防沙治沙实践来看，防沙治沙

的发展史就是科技治沙的发展史。防
沙治沙的需求推动了科技治沙的发
展，而科技治沙的发展促进了防沙治
沙的高质量发展。从束手无策，到一步
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成为今天成
果丰硕的治沙大国，并引领全球的荒
漠化防治。

沙漠披绿，不是内蒙古人理想的
全部。沙地是个“聚宝盆”，科学利用就
能爆发出无限潜力。人沙共舞、点沙成
金，是内蒙古着眼长远的考量。

目前，内蒙古已基本形成以特色
经济林、药材、灌木原料、沙漠生态旅
游、光伏治沙等产业为主，以龙头企业
为引领，以“企业 + 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为利益联结机制的多层次产业
发展模式，把荒沙荒漠变成发展沃土，
不仅实现了效益最大化，也实现了治
理长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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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本报今日 8 版推出特稿《看呼和浩
特如何打造国际“朋友圈”》，欢迎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