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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GUANZHU

内蒙古高位推动自贸区创建工程

一列中欧班列驶过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国门。杨睿迪 摄

繁忙的二连浩特口岸 张海峰 摄

本报记者 张鑫
没有大开放就没有大发展。为建设

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内蒙古把自
贸区创建工程作为今年开放工作的头
等大事，加大制度创新力度，加快推出
一批基础性改革事项和高水平开放举
措，全力推动创建工作取得实质性进
展。

“自贸区创建工程要抓紧编制总体
方案，积极推进制度创新，力争尽快取
得实质性进展。坚持以创促建，统筹抓
好重点口岸打造、开放平台能级提升、
腹地园区建设、中欧班列提质扩容。”自
治区党委十一届七次全会暨全区经济
工作会议对自贸区创建工程作出部署。

2024 年，我区牢牢把握在国家发
展全局中的战略地位，积极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以
自贸区创建助推开放平台能级提升。加
快培育外贸新动能，推进县域外经贸破
零增量示范工作，支持乌兰察布市全
力打造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
区 和 加 工 贸 易 梯 度 转 移 重 点 承 接
地，呼和浩特市高标准建设国家中
医药服务出口基地，推动满洲里边
民互市贸易先期试点，力争进出口额
突破 2100 亿元，增长 10%以上。推动
综合保税区晋位升级，综保区进出口额
达到 300 亿元，增长 20%。推进智慧海
关、智慧口岸建设，加大“单一窗口”推
广应用力度，力争口岸货运量达到 1.2
亿吨，增长 12%左右。抓好中欧班列提
质扩容，力争始发中欧班列增长 10%
以上。

加强区域协作是实现对外开放的
重要抓手。以自贸区创建为契机，深度

对接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我区融入
国内大循环持续深入发展。争取蒙东振
兴发展取得新突破，落细落实自治区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
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
实施方案，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
推进蒙东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京蒙科
创产业园、蒙东人才科创园建设，推动
兴安盟创建国家现代畜牧业试验区，
做大做强赤峰市铜基新材料和通辽
市、锡林郭勒盟铝基新材料产业，创
建 呼 伦 贝 尔 等 国 家 滑 雪 旅 游 度 假
地，集中力量打造满洲里、二连浩特
综合枢纽口岸。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
做好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调整配
合工作。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争取黄河大保护大治理取得新
成效。加快建设呼包鄂乌城市群，落实
推动呼包鄂乌一体化发展若干举措，支
持呼包同城化发展。

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深化与京津
冀、长三角等区域合作，积极融入京津
冀协同发展，持续推进京蒙协作“六个
倍增计划”。全面落实粤蒙战略合作协
议，推动蒙青、蒙甘、蒙陕、沪蒙协议各
项任务落地。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继续
办好国家向北开放经贸洽谈会、世界新
能源新材料大会、港澳经贸活动周等高
能级招商平台，开展产业链专题招商等

“投资内蒙古”系列招商活动，加强签约
项目落地跟踪服务，全年开展各类招商
活动 150 场左右，组织对接 1000 家以
上产业链缺口目标企业，力争招商引资
国内到位资金不低于 5500 亿元。

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创建过程中，呼
和浩特市坚持“以创促建、边创边建”的

原则，立足打通一批“办事渠道”、搭建
一批“贸易体系”、布局一批“外贸业
态”、提升一批“竞争能级”、深化一批

“交流合作”，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
在推进自治区改革创新任务尽早落地
的基础上，自主研究探索更高水平开放
创新举措，以自由贸易试验区申建为动
能，加快打造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枢纽
节点。

呼和浩特市以自贸区创建工程为
驱动，激发全市上下大抓开放发展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自贸区创建
示范引领作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和新兴产业发展，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和
资源聚集。同时，牢固树立“边创边建”
理念，摒弃等靠思想，在做好自贸试验
区制度创新成果复制推广的同时，通过
自贸区创建带动改革创新提速，全面提
高呼和浩特市全方位对内对外开放水
平。

乌兰察布市主动融入自贸区创建
工程，持续推进综保区申建，成立专项
推进协调领导小组，完成以七苏木保税
物流中心(B 型)为基础，东西延伸约两
平方公里土地范围选址工作。启动综保
区评估、可研、规划。聘请第三方开展货
运航空口岸可研报告前期编制，推进货
运航空口岸申建。成功入选国家现代流
通战略支点城市，正在编制实施方案。
正在申建木材粮食和肉类海关指定监
管场地。推动实施北方陆港跨境电商监
管区、公路海关监管区等项目，为打造
国际陆港奠定基础。同时，修订《促进对
外贸易和物流产业发展的若干扶持政
策(试行)》。发挥外经贸资金引导作用，
支持建发物流、薯都凯达、浩通能源等

外贸企业做大做强贸易回流业绩。跟进
厦门轻工、正芯供应链等重点外贸企
业，通过对外贸易扶持政策鼓励企业冲
量提档。加大对企业服务和金融支持力
度，建立外经贸企业包联服务机制。实
施县域外经贸“破零增量”行动，预计全
年新增进出口实绩企业 10 家。

自贸区创建工 程 作 为 “ 六 个 工
程”之一，是引领全区开放发展的牵
一发而动全身的“牛鼻子”。自治区商务
厅相关负责人表示，3 月下旬，自治区
商务厅联合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
党校(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学院)举办“实
施自贸区创建工程专题研讨班”，邀请
北京、上海、广东等改革开放前沿地区
政策水平和实践参与度高的权威学者
进行专题授课，并设置了面向园区和企
业的现场教学与专题研讨环节，为推动
自贸区创建工程落地提供组织保障和
智力支撑……

“自治区党委政府把自贸区创建作
为建设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关
键举措。成立自贸区申建领导小组，高
标准高质量推进自贸区申建工作。”自
治区商务厅有关负责人介绍，以制度
创新为引领，自治区领导带队与国
家有关部委反复沟通对接、主动接
受指导，对全国现有自贸试验区进
行全面分析研究，提出具有内蒙古
特色的改革试点任务，编制自贸试验区
总体方案。自治区各部门聚焦改革试点
任务，加强对上沟通，争取政策支持。各
盟市主动融入自贸区创建工程，发扬大
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的改革创新精神，
立足自身优势，积极探索扩大开放新路
径。

一辆吊车在七苏木铁路国际物流园内装运集装箱。连振 摄

中欧班列在呼和浩特沙良物流园发车。孙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