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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招商引资典型经验系列报道⑥
夯发展之基 蓄腾飞之势

赤峰市高质量招商推进跨越式发展

【提示】本报今日 8 版推出《聚焦“六个工程”系列报道之一 ———
从“纸上”落到“地上”“政策落地工程”最大程度变政策红利为现实
生产力》，欢迎阅读。

根 据 国 家 邮 政 局 日 前 公 布 的
2024 年 1 月邮政行业运行情况，内蒙
古快递业务量 1 月份达到 5378.7 万
件，同比增长 161.1%，增速位列全国
第一。

近年来，通过加快骨干网络枢纽
建设、完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提
升跨境寄递服务能力等举措，内蒙古
已建盟市级园区 33 处，旗县级园区
26 处，各类分拨处理中心 359 个，全

区现代快递物流骨干网和以旗县集散
共配中心为核心的县乡村三级寄递物
流体系基本形成，中欧班列承运快件
实现新突破。

邮政快递业作为连接千城百业，
联系千家万户的行业，不仅贯通了经
济发展的“大动脉”，也畅通了百姓幸
福的“微循环”，全区人均年使用快递
达到 121 件，快递服务满意度持续提
升。

快递业务量的快速增长，离不开
一线“快递小哥”的辛勤付出。今年
自 治 区有 关 部 门 将 通 过 加 快 劳 动
权 益 保障 、 开 展 职 业 技 能 提 升 行
动、实施关 心关 爱行 动，用心 用 情
做好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保障和人才
队伍建设。让从业人员干得更安心、工
作更舒心、生活更暖心，共享新时代发
展成果。

（李国萍）

3 月 3 日，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的内蒙古代表团在驻地召开全
体会议。会议决定将关于推动内蒙古成
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观察员的建议作为
内蒙古代表团全团建议提出。

2023 年 10 月，国务院出台《关于
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国
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其中，第二十五条提出，积极融入
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化京蒙协作，探索
推动内蒙古与北京开展对口合作。支持
与天津、河北、辽宁等省市开展港口资

源共享和内陆港合作。加强与张家口、
承德、大同、忻州、榆林、石嘴山等毗邻
地区生态环境联防联治、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公共服务合作共享。第二十八条
提出，支持京津冀蒙高校组建联盟，推
进教育部直属高校结对帮扶内蒙古地
方高校。

目前，依托京蒙协作大平台，京蒙
两地共建农畜产品生产基地 606 个、产
业园 72 个，北京市 365 所学校、308 家
医院与内蒙古自治区实现结对帮扶。

据悉，在全方位加强区域合作上，

内蒙古积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
略，以邻近北京的盟市为重点，强化
与京津冀地区全面合作。完善京蒙
协作机制，吸引北京企业在内蒙古
设立区域总部、生产基地、研发中心
和营销中心，推动园区共建合作。加强
与天津、河北港口资源使用和内陆港合
作，共同打造陆港群。支持乌兰察布建
设冬奥会辐射延伸产业基地，大力推进
蒙晋冀（乌大张）长城金三角合作区建
设。

（据《内蒙古日报》）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3月 5日开幕
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3月 4日开幕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7%；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增长 8%，首次突破 900 亿
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9.1%，为
11 年来最高……

在今年鄂尔多斯市政府工作报告
里，一组组亮眼的数据展现出鄂尔多斯
经济的暖意与活力。这座以“暖城”为标
签的内蒙古经济“第一大市”何以再“升
温”？答案是：以转型，以创新，以优良的
营商环境。

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鄂尔多
斯曾以“羊煤土气”而闻名。如今，“转
型”二字已深深地刻在这座城市的发展
脉络中，绿色低碳正成为这座城市新的
代名词。

新春伊始，走进位于伊金霍洛旗的
内蒙古鄂尔多斯蒙苏经济开发区零碳
产业园，项目建设踏“春”提速，企业生
产春潮涌动，呈现一派生机勃发的景
象。

在刚刚投产的华景新材料磷酸铁
锂项目生产车间，机器运转的轰鸣声此
起彼伏，车间大屏幕上，实时产量、分类

统计、需求信息等数据不断更新。如今，
新能源锂电池生产链条的闭环已经在
零碳产业园形成，华景新材料生产的磷
酸铁锂正极材料出厂后，可以直接进入
园区内的远景动力鄂尔多斯基地进行
下一步锂电池的生产。

作为园区“链主”企业，远景动力鄂
尔多斯基地的生产流水线马力全开，新
能源电池制造的数十个工序正高精度
自动化地运行。

“现在企业的状态就是一个字———
‘忙’，建设忙、生产忙、交付忙。”远景动
力鄂尔多斯基地副总经理王春耕说，目
前企业日产能可以达到 3 万颗电芯，这
些电池充满电后可满足 4000 户家庭
一年的用电量。

内蒙古鄂尔多斯蒙苏经济开发区
管委会副主任徐建刚表示，以新能源装
备制造为主的“风光氢储车”五大产业
在零碳产业园已经形成互为支撑的矩
阵式发展形态。“我们要在开辟新赛道、
打造新引擎、创造新优势上干在先、走
在前，不断深化服务保障能力，全面打

造鄂尔多斯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提升创新

能力，牢牢抓住创新这个发展的“牛鼻
子”。

“近年来，鄂尔多斯围绕产业链部
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推
动产业、创新、资金、人才‘四链’深度融
合。”鄂尔多斯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
任黄伯韡表示，2023 年，当地财政科技
投入 19 亿元、增长 55.7%，“三清零”规
上工业企业达到 231 家，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分别增长 33%和
60%，规上企业研发费用总量、贡献率
位居内蒙古首位。

“依托科技创新，我们将产业链条
不断延展，实现了从一块煤到一匹布的
转变。”作为准格尔旗现代煤化工产业
发展的重要力量，内蒙古久泰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唐忠保
表示，新技术培育出新业态、新模式、新
动能，煤化工产业也正依托科技创新向

“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转型升级，实
现绿色低碳发展。 （下转 2 版）

本报记者 王丰
黄河之水出河套至此拐弯流经晋

蒙大峡谷奔腾南下，古长城则逶迤东
去。

老牛湾三面环水，一面连山，呈牛
头形状。各种石头建筑根据地势而建，
石窑石屋比肩而居，石墙石院随形而
就；石碾石磨，石杵石臼随处可见。这
座用石头堆砌而成的村落，用它最为
古朴和宁静的一面静待着世人的光
临。

老牛湾村于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
的最南端，地理位置独特。峡谷壁立万
仞，奔腾的黄河在这里一改汹涌澎湃，
变得温和含情。河岸上长城耸立，村落

中古迹遍布。雄伟的长城、奔腾的黄河
在这里相拥握手，像一对恋人一样紧
紧相依，这也是首次的相会之处，这一
相拥相依便有了极高的历史文化价
值。

曾经，生活在这里的村民靠天吃
饭，家家户户的耕地又少，一年的收入
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如今，依托黄河文
化旅游资源，村民们经营着农家乐、开
起了游船，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临近中午，老牛湾旅游区内的农家
大院迎来了一批游客，老板忙着为游
客做农家饭。炖鲤鱼、炖羊肉、炖笨鸡、
炒鸡蛋、油炸糕、酸米饭……一道道特
色美食得到了游客的称赞。

2015 年，老牛湾旅游区开始运
营，随着游客的增多，农家乐 也 兴 盛
起来。

近年来，清水河县紧紧围绕自
治区“打造黄河几字弯生态文化旅
游带”要求，按照呼和浩特市委、市
政府 确 定 的 打 造 自 治 区 首 府 南 部
黄河文化旅游区和建设老牛湾黄河大
峡谷 5A 级景区的目标，突出挖掘黄
河与长城握手之地独特资源优势，传
承弘扬好黄河文化、长城文化、民俗文
化、农耕和游牧文化，在推进文化和旅
游融合发展中，不断为旅游业注入文
化内涵，走出了一条多元化、特色化、
大众化、品牌化的文旅融合发展之路。

内蒙古代表团全团建议：

推动内蒙古成为京津冀
协同发展观察员

破解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之“钥”

“暖城”鄂尔多斯经济再“升温” 呼和浩特：运化肥 备春耕

老牛湾：长城黄河在这里第一次拥抱

快递业务量 1月份达到 5378.7 万件

内蒙古当月快递业务量增速全国第一

近日，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铁路物流中
心对化肥等春耕物资运输采取优先受理等措施，并科学调整春耕物
资装卸车方案，加强装卸车现场作业组织，保障春耕物资高效运输。

图为：2 月 29 日工人在呼和浩特铁路物流中心沙良物流园卸化
肥。 （李志鹏 摄）

“种地不用我出一分钱和一份力，
每亩地产量还增加了 300 多斤，售价也
比往年高。我种了一辈子地没遇见过这
种好事，真要感谢党的好政策！”鄂尔多
斯市达拉特旗树林召镇新民村村民刘
五小高兴地说。

说起这个改变，时间还要回溯到
2022 年底。新民村“两委”经过反复研
究和征求意见，决定改变传统耕种模
式，由村党总支牵头成立合作社，推行

“村集体 + 合作社 + 农户”模式。
新民村第一批 218 户村民将 4400

亩土地折算为股份入股，由本村有威
望、公道正派、懂技术的种植能手组成
种植专班进行经营管理。

一转眼一年时间过去了，经营成果
如何？

日前，新民村活动中心会议室里座
无虚席、说笑声不断。这里正在召开村民
代表会议，村委会对去年实施“统种共富”
收支情况向村民代表进行总结汇报。

新民村党总支书记敖瑞说：“2023
年，加入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耕地
共 4400 亩，我们发挥集中优势，种地
前期的投入全部由合作社出资，从耕种
到购买肥料、虫害防治、收割、销售，每
亩地节省 150 元，产量平均增加 8%，获
得补贴 66 万元……”

汇报结束，会议室里响起了热烈的
掌声，这是村民们发自内心的喜悦，
也是对村委班子一年来工作的高度
认可。2019 年起，达拉特旗白泥井镇侯
家营子村官牛犋南社就开始摸索“统种
共富”模式。“2019 年至 2022 年，我们
社的村民人均收入从 11900 元递增到
18000 元。2023 年，人均突破 2 万元。”
侯家营子村党支部副书记石根小自豪
地向记者介绍。

如今，在“快人一步”的官牛犋南
社，机械化作业早已普及。“耕种时，每
台拖拉机日犁地 200 多亩，几台机器联
合作业，全社 3000 多亩耕地五六天就

能犁完。”侯家营子村党总支部委员、官
牛犋南社社长高勇说。

2023 年，官牛犋南社利用每亩
4000 元的国家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资
金，建设了喷灌、滴灌等设施，进一步节
水、节肥，降低了成本。如今，官牛犋南
社已积累集体经济发展资金 120 万元，
另有 2022 年获得旗政府高标准生产经
营示范基地奖励资金 46.7 万元，实力
不断壮大。

达拉特旗委书记张秀玲介绍，按照
中央关于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达拉特
旗用活用好相关政策与资金，想方设
法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农民致富。
目前，达拉特旗推广“统种共富”等新
型土地合作经营模式种植面积达 75 万
亩，直接带动 6 万农牧民增收，全旗
132 个嘎查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全
部达到 15 万元以上。截至 2023 年 12
月，总收入突破 4200 多万元，同比增长
51%。 （毛锴彦）

达拉特旗用活用好相关政策与资金

“统种共富”模式带动 6 万农牧民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