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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

ZHENGJING

本报讯（记者 张鑫 李姝廷）

5 月 10 日， 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改

革委委托内蒙古现代煤化工产业

链促进会于 2024 年中国品牌日

活动期间在上海召开“2024 内蒙

古新型化工产业集群暨现代煤化

工产业链企业招商对接会”。 推介

会上，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成

员、副主任张磊介绍，近年来，内

蒙古全力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

用， 致力于打造世界一流现代煤

化工产业示范区， 五大优势让内

蒙古成为投资兴业的热土。

内蒙古自然资源禀赋“好”。

煤炭、稀土、石墨等 21 种矿产储

量居全国第一，2023 年全区煤炭

产能、电力总装机、新能源装机、

外送煤炭、 外送电量稳居全国前

列。 这里区位条件独特，横跨“三

北”、内连八省、外接俄蒙，有 20

个对外开放口岸， 边境陆路口岸

货运量居全国首位。

内蒙古政策支持力度“大”。

国家已将内蒙古布局为全国 4 个

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和煤制油

气战略基地，并放在第一位。 自治

区党委、政府明确提出，高质量打

造现代煤化工产业链， 自治区政

府出台了系列政策， 提出煤化工

产业、用煤、用水、能耗、用地、科

技、财金、环保等 8 个方面的支持

措施， 推动鄂尔多斯建设世界一

流的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

内蒙古产业发展基础“实”。

目前， 自治区煤炭资源探明储量

7323 亿吨，居全国第一位，远景储

量 1 万亿吨， 占全国远景储量的

1/4，品种齐全、品质优良，具有发

展现代煤化工、 煤焦化工产业的

独特优势。 石灰石资源、盐矿、萤

石等资源较丰富， 探明萤石储量

约 2 亿吨、盐矿保有储量 5994.65

万吨，具有发展氯碱化工、氟化工

产业原料优势。

内蒙古发展增势蓄能“快”。

目前， 全区已经建成的煤化工项

目近 100 项，产能 9000 余万吨。

全区煤制气产能居全国第一位，

煤制烯烃、煤制油、煤制乙二醇产

能居全国第二位， 年底我区宝丰

煤制烯烃示范项目建成投产后，

烯烃产能将位居全国首位。 全区

焦炭、电石、PVC、烧碱、氟化氢产

能稳居全国前列，计划到 2025 年

我区煤化工产业集群产值突破

2000 亿元，带来的发展机遇前所

未有。

内蒙古技术创新前景“广”。

我区拥有现代煤化工专利技术

100 多项， 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现代煤化工技术， 集中在鄂

尔多斯建设投产，形成了产、学、

研、销的良性互动格局，建成了世

界首套催化气化和加氢气化装置

等， 煤制油气产业装备自主化率

达到 90%以上， 多项技术走在国

家乃至世界前列。

“当前，全区上下正在着力打

造新兴化工产业集群和构建现代

煤化工重点产业链， 围绕做强烯

烃产业链、补齐芳烃产业链、推进

煤焦全产业链、 完善氟化工产业

链、 创造耦合产业链等， 坚持从

‘无中生有’到‘有中生优’，大力

引进优质企业落户、 优好项目落

地，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倾力打

造优良营商环境， 让企业投得放

心。 ”张磊表示，为更好地服务广

大民营企业，5 月 7 日自治区党

委、 政府挂牌成立了内蒙古自治

区民营经济发展服务局， 为企业

提供“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的全

方位服务。 目前，自治区出台了优

化营商环境 4.0 方案， 从招商、落

地、建设到投产，全周期、全过程

提升营商环境。

此外，活动现场，石油和化学

工业规划院、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

业联合会相关负责人分别作主旨

演讲， 就新型化工暨现代煤化工

产业发展前沿技术和方向等内容

进行了客观分析， 为下一步内蒙

古新型化工暨现代煤化工产业链

延链、补链、强链指明了方向。 包

头市发展改革委、 鄂尔多斯市发

展改革委、 乌海市发展改革委和

阿拉善盟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

分别作盟市推介。 浙江荣盛集团、

包头永和新材料有限公司有关负

责人作企业推介。

近年来，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因地制宜发展草产业，加大草种繁育、牧草种植、深化牧草

深加工，通过建设阿力得尔现代草业加工物流交易园区，吸引多家牧草企业入驻，促进草产业全链条

发展。 2023 年，该园区销售牧草产品及原料 24500 吨，加工生产种子 700 吨，全年销售总产值 1.58 亿

元，有效拉动周边农牧民增收，缓解饲草压力，助力乡村振兴。 （贝赫 摄）

本报记者 王丰

巴彦淖尔的夏天无疑是从

一碗酿皮开始的。 对于巴彦淖

尔人而言， 酿皮在特色小吃的

地位是不可撼动的， 一碗酿皮

加一份肉焙子， 那真的是彻底

满足味蕾的渴望。

在河套地区， 酿皮出现于

上个世纪 70 年代，人们又把它

称为“面筋”。 刚开始，他们用白

面吊酿皮，先后掺过食用矾、硼

灰等，但吊出的酿皮缺乏筋气，

口感也一般。 后来，经过反复摸

索、不断改进，他们才吊出了有

别于陕甘地区、 独具河套风味

的酿皮。

行走在巴彦淖尔， 你会看

到在大街小巷的饮食门店上写

有“酿皮”的招牌。 进入“酿皮”

店， 迎面就能看到的酿皮放在

蒸笼里。 桌子上依次还摆放着

一排蓝花大碗， 里面盛放着油

泼辣子、大蒜水、香醋、白盐等

调味品。 这些调料一般都放在

店门口， 好像是在诱惑路过的

顾客。

这样的“酿皮”门店，一般

有店老板和店小二， 或者是夫

妻二人，或者是父子二人，都可

以开张经营。 店老板负责盛食

物、放调料、收银子、迎送客人，

店小二则端盘子、擦桌子、收拾

碗筷。 如此而已，循环往复。

巴彦淖尔的女性对酿皮是

非常青睐的。 走在大街上，常常

看见女人手中提着一袋酿皮、

再买份肉焙子， 亦可当一餐饭

食。

酿皮， 虽为一种简单实惠

的民间小吃，但制作工艺复杂，

操作技术性强。 要先将优质麦

粉适量搅拌揉和成面团， 然后

放入清水中搓洗， 直至面团成

为网状面筋时取出， 让面水沉

淀成糊状。 再把面糊用勺子适

量倒入浮在开水锅里的大薄铁

盘中，摊匀稍薄为宜，盖盖蒸煮

数分钟即熟，如此重复，舀完为

止。 最后将面筋压平摊开，用稍

长时间蒸煮至熟。 两者同晾，待

稍凉即剥离铁盘， 将酿皮切成

稍宽长条， 面筋切成寸把长方

块。

卖时把酿皮盛在蓝花碗

里，上面盖上几块面筋，拌上紫

红的油泼辣子、白的蒜泥，再加

上盐、醋，呈在眼前，使人顿生

馋涎，一股清冽的香气，瞬间溢

满整个屋子。 特别是盛夏酷暑，

一碗酿皮下肚，筋柔爽口，全身

清凉，暑气顿消，吃了还想吃，

甚至是吃完后，走在街上，唇齿

都香飘四溢。

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酿

皮一年四季都能吃上， 不管是

街头，还是巷尾，酿皮店都一律

悬挂着巴彦淖尔酿皮的招牌。

虽味道差异和口感有所区别。

但都会令人感到胃的滋润和心

的舒爽。

从自治区供销合作社传来

消息，今年以来，全区供销合作

社系统充分发挥农资供应主渠

道作用，强化“绿色农资”供应

能力，截至 5 月 7 日，全系统累

计供应各类肥料 92.43 万吨，

约占全区供销合作社系统春耕

期间预计供应量的 95%， 为今

年春耕生产奠定了良好基础。

今年以来， 全区供销合作

社系统通过延伸服务链条、拓

展服务功能， 进一步发挥系统

内农资经营企业和基层服务组

织贴近农民的优势， 拓宽农资

经营服务内涵，将“绿色农资”

升级行动与土地托管、 配方施

肥、统防统治、农机作业等农业

社会化服务结合， 推进化肥农

药减量增效， 肥料供应结构进

一步优化。

全区各级供销合作社指导

系统内农资企业在全面摸清农

业种植结构、农资需求结构、主

要农资库存底数等情况的基础

上， 根据当地农业生产总体安

排提前启动春耕农资储备，拓

展进货渠道、 增加适销对路品

种，全力保障春耕备耕工作。

据了解， 为进一步发挥供

销合作社农资流通主渠道作

用， 供销合作社系统通过业务

合作、网络覆盖、产权资本或项

目联结等多种方式恢复和新建

农资企业、农资经营服务网点，

不断提升农资流通网络覆盖面

和服务能力，打造“龙头企业 +

配送中心 + 基层网点” 服务架

构，下沉销售渠道，扩大经营规

模，密切与农户的服务对接，加

快构建上下贯通、 横向联动的

供销合作社农资经营网络体

系。 （韩雪茹）

今年以来，自治区牢牢牵住工

业项目建设“牛鼻子”，吹响“开工

号”，各地抓项目、促投资、稳增

长， 高质量发展的浪潮在全区各

地处处涌动。

今年， 全区计划实施工业重

点项目 1240 个，总投资 2.3 万亿

元，计划完成投资 5978.7 亿元。从

开复工情况看，截至 3 月底，累计

开复工项目 941 个， 综合开复工

率 75.9%。 其中，新建项目已开工

390 个，开工率 62.4%。 新建项目

中，生物医药行业、新材料行业、

现代装备制造行业开工率较高，

均在 60%以上。 从项目投资看，截

至 3 月底， 全区重点工业项目累

计完成投资 1036.7 亿元， 完成年

度计划投资的 17.3%。 其中，新建

项目完成投资 286.5 亿元，完成计

划投资的 9%；续建项目完成投资

750.2 亿元 ， 完成计划投资的

26.9%。“一季度全区工业投资开

局良好，既稳定市场预期，又提振

了市场经营主体和项目业主的投

资信心， 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自治区工信厅

有关负责人介绍。 （康丽娜）

5 月 10 日，锡林郭勒盟在首

都北京召开 2024 年能源装备制

造产业推进会。 国能集团、华能集

团、国家电投集团、华电集团、大

唐集团等全球 500 强企业， 中船

集团、紫金矿业、北京能源集团、

金风科技、三一集团、明阳智能、

特变电工等全国 500 强企业和赣

峰锂业等民营 500强企业共 100多

家能源、 装备制造和优质载能领域

领军企业齐聚峰会， 共谋产业发

展大计、共话高质量发展蓝图。

当日，该盟公开发布的《锡林

郭勒盟绿电和风机装备制造指数

白皮书(2023 版)》显示，过去的一

年， 锡林郭勒盟坚持新能源开发

与装备制造产业发展并举， 加大

产需对接， 不断发展壮大风电装

备产业， 全盟风机主机企业实际

产量达到 658 台套， 实现产值 38

亿元， 风机主机本地化采购率达

到 100%，均居自治区首位。 经过

一年的努力， 锡林郭勒盟新增风

电并网规模、风电并网总规模、新

能源并网总规模、新能源发电量、

新增新能源发电量、 跨区域外送

新能源电量 6 项指标均居自治区

首位，其中新能源并网总规模、风

电并网总规模在全国 293 个地市

级中排第三位。

推进会上， 锡林郭勒盟与金

风科技、 中泽集团分别签署了装

备制造、 绿色铁合金项目框架协

议， 锡林浩特市与中车株洲电力

机车研究所、 太仆寺旗与山东恒

力源新能源有限公司分别签署项

目合作框架协议。

近年来， 锡林郭勒盟立足风

光资源和产业基础， 坚持一手抓

新能源开发、 一手抓装备制造等

关联配套产业，锚定“风光氢储”

产业链精准招商， 以全链视角谋

划引进铸链延链补链强链项目，

吸引和汇聚了明阳智能、 上海电

气、海装风电、金风科技、远景能

源等一批装备制造领军企业投资

兴业， 风机整机产能 700 万千瓦

以上， 涵盖 5.0 兆瓦至 10.0 兆瓦

各类机型。

与此同时， 该盟依托富集的

风光资源和锂、锰、镍、钴和萤石

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和丰富的低价

绿电， 大力引进资源精深加工及

配套项目， 全盟在建和投运储能

电池产能 14 吉瓦 / 年，风光氢储

装备制造走向规模化、高端化，全

产业链配套能力走在全区前列，

打造“辐射三北、面向全国”的锡

林郭勒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

(巴依斯古楞)

本报讯(记者 张鑫)5 月 11 日，随着北侧二层顶板

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丰镇北站站房工程主体混凝

土结构封顶，这标志着乌大高铁(原集大原高铁乌兰察布

至大同段)最大新建车站主体工程顺利完工。

丰镇北站位于乌兰察布丰镇市，是在建乌大高铁最

大的一座新建站房，站房建筑面积 6000 平方米，分地上

2 层，地下 1 层，站房总建筑高度 22 米，车站建成后可供

600 人同时候车， 高峰旅客发送量可达 500 人 / 小时。

站房设计采取“碧草银帐，大美丰镇”的理念，屋顶采用

圆弧形，整体形似草原上的蒙古包，两侧设置梯形实墙

体，思路出自草原搏克手的盔甲。

为建设精品站房工程，负责建设的中铁建设集团运

用自主研发的“156 智慧工地平台”、BIM、大数据等信息

技术手段，对工程施工信息进行高度集成、分析和精细

化管理，如期顺利完成主体结构封顶目标。

乌大高铁连接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与山西省大同市，

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呼南通道”的重要组成

部分。 乌大高铁全线贯通后，将连通内蒙古中西部向大

同、太原、郑州等高铁枢纽站，为高铁直达华中、华东和

西南等方向奠定条件， 对加快内蒙古经济转型升级，促

进旅游、文化等产业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休牧有补贴，我提前备足了饲草料，牲畜不去草原

上也能吃饱。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潮格温都尔镇西

日淖尔嘎查牧民王英强日前签下禁牧草畜平衡责任书。

据悉，从 4 月 16 日开始，乌拉特后旗 6 个苏木镇草

牧场开启了为期 45 天的“带薪休假”，进入春季休牧期。

为保障牧民生活，乌拉特后旗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

励政策，让“生态红利”与“绿色福利”齐头并进。 为了加

强监管，该旗在草原保护监管服务平台，随时监测全旗 6

个苏木镇草原管护员巡护里程、巡护时长、巡护天数等

日常工作情况。 此外，草原管护员在巡护过程中，发现各

类违规、破坏草原等行为，都可以通过文字、语音、照片

等在该平台上传，做到随时随地监督。

“作为自治区 8 个网格化试点旗县及 2 个工作先行

旗县之一，我们启动草原网格化监测系统，目前 121 个

草原管护员全部上岗，为全旗 3594.2 万亩草原生态恢复

提供有力保障，为禁牧休牧、促进草原休养生息保驾护

航。 ”乌拉特后旗林业和草原资源保护中心主任勤格勒

介绍。 (�薄金凤)

5 月 11 日至 17 日是全国“林

草生物灾害防控宣传周”。11 日上

午，2024 年“内蒙古自治区林草生

物灾害防控宣传周 ” 启动仪式

在包头市南海湿地公园举行 ，

本次活动主题为“加强林草生物

灾害防控 助力推动美丽中国建

设”。

科学加强林草生物灾害防

控， 是维护森林生态系统健康发

展的重要举措， 也是实现生态良

好、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保障。

会议强调， 要做好林草生物

灾害防控工作， 必须提高政治站

位，强化政治自觉，知重负重、知

难克难、知责担责；必须落实“政

府主导、属地管理、部门协作、社

会参与”工作机制，统筹推进监测

预警、检疫执法、灾害治理、应急

处置； 必须持之以恒做好宣传发

动，引导各方，形成共识，凝聚起

各行业、 各部门和全社会共同做

好防控工作的磅礴力量。

启动仪式上， 林草生物灾害

防控宣传志愿者宣读了倡议书，

开展了林草有害生物科普知识

展、有害生物标本展、防控知识有

奖答题等宣传活动， 吸引了众多

市民朋友们热情参与。

(蔡冬梅)

五大优势赋能内蒙古现代煤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

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中华文明·地域与美食

供应各类肥料 92.43 万吨

全区供销合作社系统

全力保障春耕生产

夏季，从一碗酿皮开始

科右前旗：草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邀请 100 多家 500 强企业齐聚北京共商发展大计

锡林郭勒盟着力打造“辐射三北、

面向全国”的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

自治区林草生物灾害防控宣传周启动

全区亿元以上重点工业项目开复工率超 75%

乌大高铁丰镇北站

混凝土结构封顶

草原铁路开行

定制化“研学专列”

乌拉特后旗

3594.2万亩草原

进入休牧期

正在建设中的丰镇北站 张磊 摄

研学专列上列车工作人员和学生们在开展互动 郭龙 摄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记者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

集团有限公司获悉，5 月 11 日满载 1200 余名青城学子

的 K5331 次“沙漠研学专列”，由呼和浩特站开往达拉特

西站，开启研学之旅。这是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

公司今年首次开行的研学专列。

K5331 次列车早 6:30 从呼和浩特站始发， 上午 9:

03 抵达达拉特西站。 专列抵达目的地后，师生们转乘汽

车前往恩格贝沙漠，开展向抗日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参

观恩格贝沙漠科学馆、徒步穿越沙漠等研学活动，在丰富

多彩的活动中感悟蒙古马精神，领会建设北方重要生态

安全屏障的意义。

为了开好此次专列，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

公司配备了 14 辆状态优良的新型空调列车车辆， 全面

排查检修充电插座电茶炉、卫生间等设备设施，列车还配

备了应急药箱、便民服务包。 针对学生旅客群体出行需

求，铁路部门还选配业务熟练的乘务人员担当值乘，配备

了足量充电宝，方便学生旅客使用。 针对本次专列人数

较多的实际，达拉特西站开辟进出站绿色通道，科学安排

26 辆大巴车安全高效做好驳接运输。

据介绍，定制化专列服务具有运能充足、准时高效、

安全稳定的优势，适合大规模团体研学、旅游等集体出

行。 本次开行的定制化专列是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

有限公司以市场为导向，丰富客运服务产品、构建现代化

运输服务体系的积极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