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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绎绎
加快落实“五大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

从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行政公署
传来消息，日前，兴安盟行政公署与中
广核风电有限公司、中化学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就中广核兴安盟 200 万
千瓦风电制氢制甲醇一体化项目，共同
签署了合作开发协议。该项目总投资约
160 亿元，投运后每年合成甲醇约 80
万吨。

风电制氢制甲醇是一种可再生能
源利用技术，通过将风能转化为电能，
再利用电能将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然
后将氢气用于合成甲醇。这种技术可以

有效利用风能资源，同时减少对化石燃
料的依赖，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中国广核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党
委委员、副总经理计文博介绍，该项目
采用新能源直供电、风电氢储耦合、柔
性负荷等技术，通过开发利用模式创
新，推动新能源开发、输送与终端消费
的一体化融合，实现新能源电力消费占
比达 70%。项目建成后，每年可节约标
准煤约 200 万吨，每年可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量约 535 万吨。

兴安盟位于我国“三北”风带上，是

风能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之一，风能可
利用资源高达 2000 万千瓦，年平均利
用时间超过 2800 小时，且水资源丰
富，是我国北方相对富水地区，为新能
源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基础条件。

接下来，围绕科尔沁沙地歼灭战新
能源综合治理、抽水蓄能、能源科技创
新及产业落地等多领域，中广核将继续
与兴安盟开展深入合作，打造千万千瓦
级清洁能源基地，新增投资预计超 450
亿元。

（安路蒙）

本报记者 张鑫
招商引资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源

头活水”，是实现追赶超越的“动力引
擎”。翻开内蒙古招商 2023 年成绩单，
一项项签约不断落地，一个个项目高歌
猛进，一批批企业扬帆起航，丰硕的成
果，得益于内蒙古强化招商引资顶层设
计，调整职能牵头部门，重塑招商体制
机制，优化提升项目服务，更得益于自
治区党政主要领导高位推动，以上率
下、示范引领，带头会见三峡集团、中国
交通建设集团、大唐集团、华为集团、远
景科技集团、荣盛控股集团等一批重点
企业，推动签署了一系列地企合作协
议。

数据最具说服力：2023 年，全区共
实施总投资 500 万元以上招商引资项
目 3956 个，引进国内到位资金 4778 亿
元，超额完成 2023 年 3900 亿元目标任
务，形成 1369 亿元增量。到位资金始终
保持高基数增长，全年到位资金增速
40.2%。

“大动作”招商，“强磁场”吸金。
2023 年全区新签约项目 2063 个，其中
一产项目 289 个，二产项目 1383 个，三
产项目 391 个。成功招引 500 强企业投
资 198 个项目，到位资金 654 亿元。其
中，世界 500 强企业 32 家，投资 67
个项目，到位资金 145.9 亿元；中国
500 强企业 49 家，投资 98 个项目，
到位资金 381.1 亿元；民营 500 强
企业 23 家，投资 33 个项目，到位资金
127 亿元。

2023 年，全区实际使用外资 55.8
亿元，同比增长 61.5%；全区新设外商
投资企业 167 家，同比增长 3.2 倍。高
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 6.4 亿元，同比
增长 1.7 倍。首次实现各盟市实际使用

外资“全覆盖”。积极引进法国、新加坡、
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新增投资，引
入呼伦贝尔丰源供应链、包头昆仑国泰
等一批新项目。赤峰家育种业、乌兰察
布蓝威斯顿等外资企业持续加大投资
力度。全区外商投资主体更加多元、引
资朋友圈越来越广，呈现引资规模稳步
增、结构优化成色足的良好局面。

招商“走出去”，项目“请进来”。内
蒙古积极搭建一系列招商引资高能级
平台，自治区商务厅充分发挥招商引资
统筹协调、牵头抓总作用，先后举办京
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招商引资
推介会等“走出去”活动，举办世界新能
源新材料大会、第四届中蒙博览会暨国
家向北开放经贸洽谈会、世界蒙商大
会、世界奶业大会、中国投资年·跨国公
司内蒙古行等“请进来”活动。自治区
积极走出 国门，赴蒙古 国、俄 罗斯 、
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开展招商引
资。各盟市因地制宜，比学赶超，举
办精准招商活动 200 场，党政主要
领导带队外出招商 276 次，走访对接企
业、单位、商协会 809 家，全年达成签约
项目 2063 个，有效宣传内蒙古招商引
资新优势，成功打造“投资内蒙古”新名
片，进一步提升了内蒙古在国内外的影
响力和美誉度。

发展是硬道理，项目是硬支撑。优
好项目落地开花是打造经济发展的“强
引擎”。2023 年全区各盟市坚持“起步
就是冲刺，开年即是决战”，以“时不我
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出实
招引进优好项目，强举措助力落地开
工，形成聚集抓招商、持续抓招商的强
大势场，一大批项目投产达效，带动新
能源、新材料、现代化工等产业打造全
国领先新优势。

呼和浩特市年内招引项目 154 个，
在建项目完成国内到位资金 561 亿元；
包头市年内招引项目 191 个，在建项目
完成国内到位资金 837 亿元；呼伦贝尔
市年内招引项目 268 个，在建项目完成
国内到位资金 190.3 亿元；兴安盟年内
招引项目 74 个，在建项目完成国内到
位资金 190.4 亿元；通辽市年内招引
142 个项目，在建项目完成国内到位资
金 384 亿元；赤峰市年内招引 600 个项
目，在建项目完成国内到位资金 501 亿
元；锡林郭勒盟年内招引 96 个项目，在
建项目完成国内到位资金 290 亿元；乌
兰察布市年内招引 234 个项目，在建项
目完成国内到位资金 380 亿元；鄂尔多
斯市年内招引 104 个项目，在建项目完
成国内到位资金 826 亿元；巴彦淖尔市
年内招引 90 个项目，在建项目完成国
内到位资金 196 亿元；乌海市年内招引
62 个项目，在建项目完成国内到位资金
239 亿元；阿拉善盟年内招引 48 个项
目，在建项目完成国内到位资金 184 亿
元。

一年春作首，万事行为先。内蒙古
“新春第一会”释放出强烈信号：招商引
资力度不减，诚信建设工程加速推进，
多管齐下，打响“投资内蒙古”品牌。

招商引资，引进的是眼下的投资，
促进的是明天的发展，培育的是未来的
实力。2024 年，内蒙古将继续以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工作主线，大力弘
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决不
罢休”的蒙古马精神和“三北精神”，聚
焦 5500 亿元招商引资目标任务，步履
不停、笃行不怠，锚定“闯新路 进中游”
目标夯基蓄势、赋能增力，持续擦亮“投
资内蒙古”品牌，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
化内蒙古新篇章。

聚焦 5500 亿元目标任务

持续擦亮“投资内蒙古”品牌 本报记者 迪威娜
绿色是赤峰市敖汉旗最骄人的资

本，也是最响亮的名片；既要绿水青山，
又要金山银山，绿色敖汉旗魅力四射。

春节假期刚过，记者来到敖汉旗木
头营子乡老西店村村庄外的敬涛生态
养殖场里，一群群鸡鸭鹅等家禽正悠闲
地在养殖场觅食，养殖人员正乐呵呵忙
着四处捡收新鲜的鸡蛋、鹅蛋。

“养殖场里的笨公鸡、土鸡蛋、鸭
蛋、鹅蛋等产品，拥有固定的客源和逐
渐壮大的回头客群体，年收入在 20 万
元左右。”养殖场负责人祁波介绍说。

木头营子乡是“全国造林绿化百佳
乡”“全国生态建设示范乡”。位于敖汉
旗北部，乡域内有两条河流、两座水库
(青山水库、乌兰勿苏水库)，拥有 33.2
万亩林地和 7.2 万亩人工草地资源，为
发展林下生态种养业创造了得天独厚
的自然条件。

带上生态标签，生态从资源转化为
一笔笔财富。近年来，木头营子乡充分
发挥山清水秀、空气清新、生态良好的
优势，围绕“林”字做文章，积极发展林
下经济，探索林药、林禽、林苗等多种林
下种植、养殖发展模式，合理利用森林
景观、自然环境和林下产品资源，发展
旅游观光、休闲度假等产业，走出了一
条新型林下经济产业化发展道路，实现
了林木增长、群众增收，生态与经济双
赢。

依托林草资源禀赋，在木头营子村
通过“三变”改革流转土地，培育紫花苜
蓿建设种源基地 3000 亩，实现牧草专
业生产，亩均可增收 300 —500 元。

依托退化林分改造工程，在沙根村
建设沙棘基地 830 亩，栽植沙棘 6.7 万
株、银中杨 0.47 万株。栽植沙棘不仅起
到防风固沙，改善生态的作用，还为当
地百姓带去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

“沙棘栽植 4 年后可挂果，预计亩产沙
棘 0.5 吨，按市 场收 购 价，每亩 沙 棘
收入 4000 元，年工程总 收入可达
332 万元。”沙根村村主任李凤艳介
绍 说 ：“ 所 有 沙 棘 栽 植 户 都 与 内 蒙
古沙漠之花生态产业科技有限公司
签订了沙棘果保护价收购协议，公司将
以 8000 元每吨的保护价格签约回收
沙棘果。”

通过发展林下经济，能够缩短林业
经济周期，增加林业附加值，促进林业
可持续发展，也为农牧民开辟了一条新
的增收渠道。

从林下种植，林下养殖，到林下产
业，林下康养。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
中，敖汉旗把生态作为产品推向市
场，把林下经济打造成拉动林业产
业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做活“林”文
章、做强“林经济”，实现生态保护和产
业发展双赢。

本报记者 王子旺
连日来，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双墙

秧歌欢快地扭了起来，喧天的锣鼓、翩
翩起舞的彩扇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也扭出了北疆美好新生活。

双墙秧歌是托克托县地区土生土
长并以其诞生地命 名 的 民 间 舞 蹈 节
目。在明末清初，坐落于黄河中上游
分界处托克托县的河口镇是闻名遐
迩的水旱码头。有商船近 200 余只，
出境土产原料，入境日用百货，商业大
街 4 条，商铺近百家，大商号多来自晋、
冀、陕。

商业经济的繁荣推动了社火文化
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带动了文娱的发
展，河口镇东的双墙村就是如此。

当时商号聘请和雇佣当地人不断
演出，并推陈出新，独立承担了每年社
日、庙会的节目演出。历经 400 余年，终
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双墙秧歌，2007
年双墙秧歌被列入第一批自治区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据《呼和浩特民俗》记载，双墙秧歌
是双墙村土生土长、土香土色的艺术奇
葩，把秧歌与其他社火种类糅合在一
起，形成一种独特的文武秧歌结合的双
墙社火套式。表演者踩着鼓钹节奏、扭
着秧歌走街串巷，每经商家店前则贺
喜、祝福，表演一番“迎喜神”。每到街头
路口或开阔地带，百余个角色先排着
队、舞着道具、随着节奏“打场子”，而后
在滑稽而善于即兴演唱的串场者调度

下，一起表演大型秧歌。
双墙秧歌分为以说唱为主的文秧

歌和以打斗为主的武秧歌，其形式和规
模都比较宏大，表演者有 100 余人，表
演剧目计约 30 余个。

文秧歌的表演技艺突出一个“扭”
字。经历代艺人精心磨练，形成了自成
一家的舞蹈艺术风格“三腰两圪截”。武
秧歌是把传统戏剧中的武打场面，应用
于社火演出的武术表演性质的“对打”
节目。这些节目又不同于纯武术表演。
每一个节目都由表演者依戏剧中的脸
谱、服饰扮演剧中人，通过武打表现剧
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剧中人物的一些
性格特征。因此，双墙秧歌被艺人们称
之为“文武带打”。

本报记者王丰
大干必有成果，奋斗就有回报。
2 月 21 日，龙年春节假期后，内

蒙古召开第一个全区性大会———全
区招商引资暨诚信建设会议。在会
上，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孙绍骋强
调，要做好落地服务的“后半篇文
章”。

落地服务是个系统工程，一分部
署，九分落实。政策好，还要执行好。
要以开年即开跑、开局即冲刺的姿
态，铆足劲抓落实，不歇劲抓落地，才

能更好地发挥招商引资政策的接续
作用。

落地，是一场“加速跑”，更是一
场“接力跑”，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
扎实推进。大幅度压缩项目审批办理
时间，全方位全流程跟踪服务，一视
同仁对待外来企业和本土企业、国有
企业和民营企业、大企业和小企业、
新企业和老企业，让企业安得下、能
扎根、发展好。

抓落地要统筹把握时度效，看准
了不犹豫、一鼓作气干下去。要切实

增强做好落地服务的责任感使命感，
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利用一切有利条
件，看准了就抓紧干，能多干就多干
一些。越是任务重、困难大，越要知难
而进、迎难而上，用知重负重、攻坚克
难的实际行动，做好落地服务的“后
半篇文章”。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
必成。“拼”的精神、“抢”的意识、“争”
的劲头，以高质量落地赋能高质量招
商，书写好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实践
新篇章。

招商引资更要做好落地服务的“后半篇文章”

底蕴 活力 托克托县双墙秧歌扭起来

200 万千瓦风电制氢制甲醇一体化项目
落户内蒙古兴安盟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起向“绿”系列报道之三十二

林下生“金”“绿富”双赢

北疆微评

北疆文化之民俗记忆

全区招商引资典型经验系列报道⑤

通辽市以招商引资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速度滑冰青年组女子A组
3000 米决赛中姜佳敏夺冠

  2 月 26 日，第十四届全
国冬季运动会速度滑冰青
年组女子 A 组 3000 米比赛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
尔区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
中心速滑馆举行。最终，河
北选手姜佳敏以 4 分 08 秒
21 的成绩获得冠军，另一
名河北选手陈傲禹获得亚
军，湖北选手陈思家获得季
军。 

图为姜佳敏比赛中（赵
鑫磊 摄）+

【提示】本报今日 8版推出《与雪为伴 与春同行———冰雪盛宴，何以
“出圈”》，欢迎阅读。

相约“十四冬”魅力内蒙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