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 读

改革开放内蒙古实践

NEI MENG GU SHANG BAO

网址

：

www.nmgsb.com.cn

新闻热线：0471-3285915

广告/发行热线

：

0471-3285916

总 5319期

今日 8版

2024年 7月 16日 星期二

【

提示】本报今日 8 版推出特稿《“相约草原·

遇见那达慕” 内蒙古自治区第 34 届草原

那达慕点燃夏日激情》，欢迎阅读。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5-0068

邮发代号：15-29

主管主办:内蒙古新华报业中心

出版：内蒙古商报社

网站

5 版

▲

区域联动 资源共享

2024 年“京蒙”两地二手车车源

对接会携手谋发展

北疆文化之历史长廊

抓住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内蒙古

勇担时代使命，坚持守正创新，积极打

造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以开放促

改革、促发展、促创新。

口岸是对外开放的门户，内蒙古现

有开放口岸 20 个，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

时代大潮中， 一个个口岸茁壮成长，串

珠成线，贯通起来成为畅通国内国际双

循环的一条大通道，与世界相交，与时

代相通。

完善口岸功能 激活口岸经济

7 月 10 日，满载 30 多吨蒙古国洗

净山羊绒的货车有序进入二连浩特市

边民互市贸易区，经二连海关监管实施

“直通运输”模式后，驶入当地落地加工

企业。

“去年以来， 二连浩特市政府积极

推进边民互市进口商品落地加工试点

工作，相关部门也给企业很大的支持力

度与帮助，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就在

当地建起了梳绒厂，现在厂里订单源源

不断，既为当地提供了就业岗位，也增

加了边民每月的收入。 ”二连互贸进口

绒毛落地加工企业负责人李先生说。

二连浩特口岸是中蒙最大陆路口

岸。 依托二连浩特口岸而生的边民互市

贸易，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 今年上半

年， 二连浩特边民互市贸易交易额达

3.06 亿元，同比增长 385.84%。

目前，二连浩特市边民互市贸易区

已实现羊绒、亚麻籽、肉类等商品落地

加工常态化运行，交易国别扩大至蒙古

国、俄罗斯、白俄罗斯三国。 边民互市贸

易的繁荣，进一步实现边民互市从“通

道经济”向“口岸经济”转型发展。

新时代以来， 内蒙古口岸飞速发

展，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基础支撑

和重要保障。

“根据规划， 从 2024 年开始，3 年

内全区计划实施口岸重点项目 85 个，

总投资 371 亿元。 ”7 月 10 日，在自治

区政府新闻办召开的落实“五大任务”

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自治区商务厅党组

成员、副厅长，口岸办主任刘永明介绍。

2023 年我区口岸货运量超过 1 亿

吨、刷新全国陆路沿边口岸纪录。今年 3

月，中蒙二连浩特—扎门乌德经济合作

区正式获国务院批复设立，这是我国与

毗邻国家建立的第三个跨国境的经济

合作区， 将对引领沿边开放型经济发

展，服务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带来强劲动力。

为了高标准、系统推进全区口岸建

设，内蒙古立足大开放，围绕“通、集、

落”，实现了一口岸一规划，口岸建设规

划先行的目标。

“目前二连浩特智慧口岸、 满洲里

综保区铁路专用线、甘其毛都公路口岸

大桥、策克千万吨级煤炭能源储配基地

等一大批关键基础设施项目正在加快

建设。 这些项目的建设将极大提高内蒙

古口岸通关便利化、智慧化水平，口岸

通关能力将大幅提升。 ”自治区口岸办

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区口

岸进出境货运量达到 6059 万吨， 同比

增长 28.1%，特别是 6 月份，全区口岸

连创单日、单月货运量历史新高。

近年来，内蒙古立足区位优势和产

业基础，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内蒙古

特色的对外开放改革试点任务，逐步构

建起了多层级立体开放体系。

目前内蒙古已经拥有 3 个国家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2 个国家沿边重点开

发开放试验区、5 个边民互市贸易区、5

个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15 个

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和 3 个综合

保税区。 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

正在积极申建中，全区沿边开放体系不

断充实完善，平台作用愈发凸显。 今年

上半年，呼和浩特、鄂尔多斯两个综保

区贸易值同比增长 98.7%、121.2%；全

区边民互市贸易同比增长 7.5 倍。

（下转 2版）

本报记者 王子旺

在丰镇市城区东北 40 公里处有

一座古镇，名为隆盛庄。 据史料记载，

乾隆三十三年， 由于清廷招民垦荒，

在此设庄， 并以兴隆昌盛吉祥之意，

故有此名。

《丰镇厅志》中记载：隆盛庄是丰

镇厅的一大巨镇，因地处交通要冲而

逐渐形成繁荣的商业城镇。

当时，晋商购买各种货物，然后

用骆驼和大车，通过多条商路将商品

运往蒙古族生活的大草原上，这些往

来草原的生意人就是旅蒙商。 进入隆

盛庄的旅蒙商多是“走西口”的移民，

他们的到来促进了隆盛庄商贸的繁

荣，来隆盛庄经营的晋商多来自晋北

地区， 并按不同地域有专业分工，如

定襄人做旅蒙业，大同人做绸布百货

首饰，阳高人做熟皮缝纫等。

同时归化城的不少大商号都在

隆盛庄设立了分支机构， 尤其是走

“京羊道”的商号，更是把隆盛庄看做

是商战要冲之地。

《绥远通志稿》 中记录了当时的

盛景：“（丰镇） 县城东北八十里之隆

盛庄，为县之巨镇。 有东西南北四大

街，南北长一里半，东西长半里。 街市

商业，以牲畜、皮毛、粮粟为重。 马桥

街为最繁盛地点。 外筑土堡，周六里，

高一丈二尺。 有七门，大北门通集宁，

小北门通兴和，西门通（丰镇）县城，

南门通山西之阳高、 大同， 交通四

达。 ”繁华程度可见一斑。

如今走进隆盛庄，晋风蒙韵扑面

而来，街道两边，很多过去的老字号

仍在经营，依稀可见隆盛庄当年的繁

华。 隆盛庄古镇现存多处古店铺、古

门阁等，以大北街—大南街为代表的

传统商铺建筑风貌保存完好，极具

明清时期的特色 ， 反映了经典的

营造法式和精湛的建造技艺； 以张

家大院、段家大院为代表的传统民居

建筑风貌展现了传统建造技术的地

域特色。

2012 年，住建部、文化部、财政部

公布的首批“中国传统村落”，2014 年

住建部、国家文物局命名的“中国历

史文化名镇”，隆盛庄都榜上有名。

本报记者 王丰

今年以来， 内蒙古持续打好“三

北” 工程攻坚战， 已完成防沙治沙

1147 万亩， 预计到 2030 年将完成

9700 万亩治沙面积。“十四五”以来，

内蒙古累计完成防沙治沙超过 3000

万亩，日均治沙超过 2 万亩，跑出了防

沙治沙的“加速度”。

这样的速度正在书写着内蒙古的

绿色传奇。

在黄河“几字弯”攻坚战中，几十

年来， 库布其沙漠中的治沙人一直践

行“增绿又增收，治沙又治穷”的理念。

库布其治沙面积达 6000 多平方公里，

创造生态财富 5000 多亿元，提供就业

机会 100 多万人（次），带动当地群众

脱贫超过 10 万人。“绿起来”也“富起

来”。

在科尔沁和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

中， 兴安盟科右中旗森林覆盖率和草

原综合植被盖度分别从 2017 年的

17.64% 和 35.17% 提 高 到 现 在 的

18.54%和 76.77%。 2024 年科右中旗

将实施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

程新能源项目总装机规模 50 万千瓦，

完成治沙 13 万亩，力争年内实现并网

发电。

在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

缘阻击战中， 阿拉善盟提早部署 ，

2023 年布局了防沙治沙和荒漠化

治理“七大战役”，全年完成林草生

态建设 240.85 万亩。 今年，阿拉善盟

自我加压 ， 将防沙治沙目标定为

551.65 万亩 ， 现已完成防沙治沙

414.44 万亩。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

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治沙人要一棒接

着一棒传，一代接着一代干，才能把沙

患变成沙利，风沙变成风景，黄沙变成

黄金。 才能推动沙漠产业蓬勃发展，促

进治沙技术推陈出新， 蓄积防沙治沙

的澎湃动力。

7 月 14 日，42 个集装箱载着 1113 吨牛奶的货物专列，从七苏木国际物流园缓

缓驶出。 这是 2024 年乌兰察布对外经济贸易合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开行的首列

“牛奶班列”。 据悉，该班列具有定点、定线、定车次、定时间等特点，装运的是来自河

北蒙牛察北工厂和河北蒙牛塞北工厂发运的优质鲜奶，主要发往合肥北、增城西、

吴家山、乐化、无锡南等地区。

图为：七苏木首列牛奶班列（乌兰察布—合肥）顺利开行。 （刘志帅 摄）

盛夏， 走进兴安盟阿尔山市森旺

社区，一列名为“民族团结进步号”的

小火车格外显眼。 这是一个融合了汉

族、蒙古族、满族的大家庭所经营的多

功能餐厅，游客可以住在火车上，沉浸

式体验老林区的旧时光。

作为我国北疆重要的生态功能

区， 兴安盟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

立盟之本、发展之基，科学处理发展

和保护的关系，把生态系统保护修

复与生态富民结合起来， 凝心聚

力、未雨绸缪，充分释放出绿水青山生

态价值。

“保护生态环境是硬任务。 ”2002

年， 内蒙古兴安盟科右前旗大石寨镇

呼和套海村党支部书记白久江说过这

样一句话。

22 年后， 白久江说：“靠山吃山，

咱们‘吃’出了好日子！ ”

走进呼和套海村了解到， 小小的

柠条解决了生态保护与农民养殖业发

展之间的矛盾。

多年前， 呼和套海村养殖牛羊近

万只，生态退化严重，如何平衡养殖和

生态保护？ 村民们将目光锁定在种植

柠条上。

呼和套海村从 2002 年开始种植

柠条，目前种植面积达到 1.4 万亩。 柠

条拥有粗蛋白等多种营养物质， 可以

作为牛羊的饲料。 白久江和村“两委”

成员前往吉林、河北，引进了饲料加工

设备，在柠条平茬期，加工厂内机械轰

鸣， 工人将平茬的柠条放入机器粉碎

加工成饲料，卖给养殖户。

“给羊加喂柠条， 省下了玉米、豆

粕等精饲料， 养殖 100 多只羊能节省

1 万多元！ ”呼和套海村村民包树林告

诉记者， 选择柠条饲料喂养的羊不仅

成本降低，羊肉味道还很鲜美。河北客

商代力锋说：“这儿的羊肉口感好，不

愁卖。 ”

从“一株柠条”到“一块好肉”形成

的产业链，让当地牧民深切感受到“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含义。

近年来， 兴安盟先后摘得内蒙古

第一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盟、第

一个地市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实践创新基地等殊荣。 现代畜牧业、农

牧业深加工、 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

等富民新成绩， 不断从绿水青山间走

出来。

坐拥我国最大的原始森林， 如何

更好实现生态产品价值？ 兴安盟未雨

绸缪，瞄准了林草碳汇开发交易。

2023 年，兴安盟在“先”和“闯”上

寻求突破， 通过创新采用期货式交易

模式，在内蒙古自治区率先实现森林、

草原碳汇“双首单”交易。

兴安盟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依据 2023 年 10 月发布的《温室气体

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和《温

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造林

(CCER-14-001-V01)》评估，在为期

5 年的一个监测期内， 兴安盟碳汇交

易额可实现 1 亿元。

“在这个制度体系下，未来的‘三

北’防护林建设，都要以能力提升为重

点，融入碳汇工作。‘统一管理、统一开

发、统一销售’的‘三统一’模式，可以

有效防范国有资产流失风险。 ”兴安盟

林草局四级调研员王珏玮表示。

(张景阳 张晶 岳靓)

从自治区能源局传来消息， 目前，

全区正按照《内蒙古自治区 2024—

2025 年新型储能发展专项行动方案》

（以下简称《行动方案》）加快推动新型

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新型能源体系

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按照《行动方案》目标，内蒙古将推

动储能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在已批

复新型储能项目的基础上，2024 年新

开工 1000 万千瓦新型储能，建成投产

650 万千瓦 /2900 万千瓦时，2025 年

再新开工新型储能装机 1100 万千瓦，

建成投产 1450 万千瓦 /6500 万千瓦

时。 为此，我区部署了三项重点任务。

一是推进电源侧独立储能建设。充

分发挥储能调峰作用，支撑新能源倍增

发展，重点在新能源汇集区集中建设电

源侧独立储能电站，鼓励新能源企业通

过租赁、购买等形式配置储能。

二是推进电网侧独立储能建设。充

分发挥容量支撑 、调频调压 、黑启动

等作用， 保障电力安全供应和电网

稳定运行，根据电网实际需求，重点

在包头卜尔汉图、 乌兰察布旗下营、通

辽金沙等电网关键节点，集中建设电网

侧独立储能电站， 提升系统调节能力、

保障高峰用电需求、解决末端电网用电

等作用。

三是大力发展构网型储能。在高比

例新能源外送基地、电网局部支撑较弱

地区、分布式新能源富集地区，大力推

动构网型储能项目建设，充分发挥其惯

量响应、频率电压支撑等作用，有力提

升新能源大规模高比例接入消纳情景

下的电网安全稳定性和供电可靠性。

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投运新型储

能装机 381 万千瓦 /764 万千瓦时，

已批复在建新型储能装机 245 万千

瓦 /469 万千瓦时， 已批复待建新型

储能装机约 1065 万千瓦 /2915 万千

瓦时。

（康丽娜）

内蒙古加快推动新型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内蒙古与世界相交与时代相通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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