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快落实“五大任务” 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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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7 期

今日 8版

2024年 9月 10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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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示】本报今日 8 版推出特稿《金秋时

节“丰”景正好 内蒙古各地开启丰收之旅

》，欢迎阅读。

导 读

▲

5 版

产销精准对接让内蒙古优质产品

卖得多、销得俏

从自治区财政厅传来消息，随着今

年第二批 7264 万元惠企直达资金下

达，截至目前，自治区财政已累计下达

惠企直达资金 9.41 亿元，惠及全区 972

户企业。

据悉， 上述资金支持了全区内贸、

外贸及工业等领域 1221 个项目发展。

惠企直达资金在实现高效兑现的同时，

帮助企业加快了技术升级、 绿色化改

造、创新能力提升。

今年以来，内蒙古着力创新财政资

金管理方式，在自治区本级财政建立起

惠企资金直达机制。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提高财政资金到位率，常态化实

施好惠企资金直达机制，自治区总结工

作经验、查找问题和不足，在业务回访、

问卷调查基础上， 优化完善支持政策，

进一步扩大惠企直达资金覆盖范围，为

企业发展持续赋能。

“下一步，自治区财政厅将会同相

关部门进一步深化惠企资金直达机制

改革，将各领域符合惠企资金直达的项

目全部纳入支持范围，为助力内蒙古诚

信建设工程、激励企业投身高质量发展

贡献财政力量。 ”自治区财政厅相关负

责人说。

（杨威）

本报记者 迪威娜

通讯员 张蜀雁 蔚志芳

羊养殖是四子王旗的传统产业，也

是当地村民重要的增收渠道。 近年来，

四子王旗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优

势，因地制宜发展肉羊产业，强龙头、补

链条、聚集群、促融合，已逐步构建现代

肉羊育种体系、养殖体系、生产体系和

经营体系，走出了一条“引育繁推一体

化、种养加销一条龙”的全产业链、全价

值链、全循环链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在内蒙古赛诺种羊科技有限公司

(下文简称赛诺公司)的实验室，只见科

研人员各司其职、聚精会神、有条不紊

地忙碌着，做试验、比数据、观结果、详

记录……

赛诺公司是一家集羊的育种、种羊

生产和推广、标准化肉羊养殖和现代畜

牧业生产与技术服务于一体的科技型

种业企业。 据了解，该公司目前共培育

了杜蒙、杜泊、萨福克等 7 个肉羊品种

的核心群， 并通过国际血统中心的认

定，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年生产

种羊胚胎 10 万枚、 生产良种肉羊 5 万

只和肉羊人工授精配种 5 万只，面向全

国 20 多个省(区、市)输出优质种源。

四子王旗拥有 240 万亩无污染耕

地，3200 万亩天然草场，近年来，依托

赛诺公司大力实施“育种联合体”，穿点

成线、连户成带，建成现代化规模肉羊

产业带， 共有 32 个现代化专业养殖小

区，年肉羊出栏达 160 万只。 查干补力

格苏木格日勒图雅嘎查的牧民苏伊勒，

与赛诺公司合作养殖杜蒙羊已有 15

年， 杜蒙羊早已成为他们家的“致富

羊”。这些年，他在赛诺公司的大力支持

下， 在公司工作人员的精心指导下，养

殖技术不断提高、 经济收入稳步提升、

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位于红格尔苏木瀚乌拉嘎查的牧

民高海军信心十足地讲道：“这个杜蒙

羊很好养殖，比起过去的传统养殖收益

明显。 一是赛诺公司教会我们科学养

殖；二是草场负荷减轻，生态越来越好；

三是羔羊出栏快，回收价格高；最后就

是养殖数量少，减轻了劳动强度，还增

加了收入，真是一举多得。”据高海军介

绍， 自从 2014 年与赛诺公司合作养殖

杜蒙羊后， 每年养殖 200 多只基础母

羊，两年产三茬羊羔，两月后羔羊体重

达到 50 斤，便由赛诺公司以 800 元一

只的价格统一回收。 今年，他们家共出

栏羔羊 170 多只，毛收入达 14 万余元，

纯收入可达 7 万余元。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 四子王旗不

断加快肉羊产业转型升级，探索产业发

展新路径，羊产业已成为全旗调整农牧

业产业结构、增加农牧民收入和推进乡

村振兴的特色优势产业。四子王旗民族

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以肉类食品

加工为主营业务的集牛羊养殖、 加工、

销售于一体的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拥有自己的牧场、屠宰加工厂和销售公

司。年屠宰加工量可达 100 万只肉羊和

2 万头肉牛，生产加工各种牛羊肉产品

4 万吨，品种达 300 多个，并拥有全国

第一条智能化羊杂生产线，主要生产羊

杂、牛杂、焖羊肉、酱牛肉等牛羊肉制品

类的预制菜，日加工量 12 吨，年生产值

达 1.5 亿元。 今年 8 月初，在四子王旗

百万只肉羊、两万头肉牛屠宰加工项目

开业暨羊杂招商洽谈订货会上，该公司

与北京、上海、山东等地公司成功签约

羊杂、肉羊、肉牛订单 1.8 亿元。

肉羊产业不仅是四子王旗农牧民

增收致富的“稳定器”，更是助力乡村振

兴的“先手棋”。 下一步，四子王旗将大

力推行集约化育种、规模化养殖、专业

化服务、品牌化经营，引导肉羊产业步

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切实延长产业

链，提升价值链，打造百亿元级肉羊全

产业链， 使全旗肉羊产业发展蹄疾步

稳，真正让群众发“羊财”，为乡村振兴

注入更加强有力的新动力。

本报讯（记者 王子旺）在喜迎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之际， 内蒙古

民族商场也迎来了 70 岁生日。 9 月 8

日，内蒙古民族实业集团在内蒙古民族

商场举行主题为“新时代·新征程”建店

70 周年庆典活动。

内蒙古民族商场， 前身为联营商

店，始建于 1954 年。 70 年风雨兼程，特

别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 内蒙古民族集

团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从一个经营规

模较小的“联营商店”发展成为集大型

百货、酒店、集市贸易、餐饮娱乐、房地

产、 金融业等于一体的大型商贸企业，

商业营业面积由最初的 2400 平米增

加到了现在的 24 万平米，营业收入、税

收成几十倍增长，为社会提供了近 2 万

人就业岗位。

70 年来， 内蒙古民族商场伴随几

代人的成长和记忆，并深刻地影响着首

府几代人的生活，持久地引领着这座城

市的时尚和消费潮流。

内蒙古民族集团正在建设的时代广

场项目，是呼和浩特市的重点项目，投资

30 亿元， 总建筑面积 43 万平方米，将

用 3 至 5 年的时间， 完成建设项目，建

成后将成为首府呼和浩特市最大的城

市综合体及城市地标，将会带动相关产

业健康发展，实现企业第二次飞跃。

本报记者 张鑫

以绿色筑底， 青山环抱、 山水成

趣、人在画中。 日日新又日新，绿水青

山不仅成为当地的名片， 更孕育出新

的发展动能。

全面推行林长制， 是生态文明领

域的重大制度创新。

近年来， 兴安盟白狼林业局以林

长制为总牵引， 将其贯穿于整个林业

工作之中， 重点探索新时代生态保护

和林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自 2021 年起，白狼林业局全面贯

彻落实自治区和兴安盟关于林长制的

工作要求，实行党政同责，构建起四级

责任体系，即一把手负总责、班子成员

分片负责、 各林场场长具体负责。 同

时，成立林长办，以“五绿齐进”为抓

手，统筹推进各级“林长制”工作，有效

促进了森林资源的高效率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

此外，创新实施“天上看、地上巡、

网上管”的立体巡护新模式。通过无人

机巡逻、 生态护林员手持智慧林长巡

林 APP 巡查以及利用森林督查系统

和森林防火网络进行实时观测， 全面

巩固造林绿化成果。目前，林业局已建

成一套完整的森林防火指挥 GIS 地理

信息平台和业务模块， 以及一个防扑

火指挥中心， 实现了对森林火情的全

方位监控。

坚持常态化保护， 积极开展野生

动植物违法犯罪打击整治行动， 全面

加强森林病虫害防治，并始终坚持“预

防为主、防灭结合、高效扑救、安全第

一”的原则，坚决防范和扑救各类森林

火灾。目前，该林业局已组建 8 支扑火

队伍，总计 465 人，配备各类专业防火

车辆 42 辆，为森林安全提供了有力保

障。

同时，结合林区特殊的地理位置、

丰富的林下资源和独特的气候特点，

积极发展林下产业。 通过依托科技支

撑和政策机遇， 林业局成功打造了林

菌、林药、林特、林蔬、林果、林苗等多

个林下产业项目， 实现了绿色生态产

业与林区经济发展的有机结合。

下一步， 白狼林业局将继续以推

深做实林长制为抓手， 科学开展生态

绿化工作，强化森林资源、野生动植物

等保护管理，激活林业特色产业潜力，

念活“山”字经，做实“绿”文章，实现在

林下“淘金”，在地上“掘金”。

本报记者 王丰

黄河“几字弯”内蒙古段，弯内的

鄂尔多斯市作为国家重要能源基地，

煤炭储量 2535 亿吨， 约占全国的

1/6。 在这 8.7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含煤面积占 70%以上。 2024 年产能将

达到 9.9 亿吨 / 年，是我国名副其实的

产煤第一市。“几字弯”左边是年轻的

城市乌海市， 煤炭探明保有量至少有

30 亿吨。 其中，炼焦用煤占内蒙古已

探明焦煤储量的 60%左右。

能源富集几近成为黄河“几字弯”

的代名词， 如何“兴于煤， 而不困于

煤”，已成为鄂尔多斯市和乌海市经济

崛起的一道必答题。

“几字弯”经过多年发展，有巅峰，

亦有低谷，犹如坐上过山车一般。不管

是经济发展的福地还是煤炭资源富集

之地，如今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路

上，新能源的“大车”正开足马力，向新

向绿。

根据内蒙古《防沙治沙和风电光

伏一体化工程推进方案》，黄河“几字

弯”攻坚战片区内的具体目标为：在鄂

尔多斯、巴彦淖尔、乌兰察布、阿拉善

等地布局一体化项目， 提高林草植被

综合覆盖度，增强水源涵养能力，减少

入黄泥沙量。到 2030 年完成新能源装

机 8990 万千瓦 (其中光伏装机 7790

万千瓦，风电装机 1200 万千瓦)，综合

治理沙化土地 748 万亩。

在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

程中，黄河“几字弯”攻坚战片区内，统

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

治理，布局“黄河安全保卫战”“贺兰山

生态廊道护卫战”“控沙斩源攻坚战”

“塞外明珠保卫战”4 大战役， 要重点

解决好沙患、 水患、 盐渍化等生态问

题，全面加强防风固沙，进一步减少黄

河输沙量。 注重综合治理、系统治理、

源头治理，打破盟市等行政区划界限，

强化省际协作，推进区域联防联治，形

成协同防沙治沙新局面。

草木植成，国之富也。将生态底色

嵌入美好生活，这才是黄河“几字弯”

该有的品质。

四子王旗：全产业链发展链出富民“羊经济”

改革开放内蒙古实践

“自从拿到银行发放的 300 万元

‘创新积分贷’，公司的好事就接二连三

地到来了。 ”9 月 2 日，包头中科明航研

磨抛光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少光一

边与记者交流，一边赶往公司查看湖南

蓝思科技订单生产情况。 作为“创新积

分贷”的老客户，该公司自 2023 年起申

请这项贷款。“这笔资金及时满足了我

们原材料采购和生产设备升级的需求，

助力我们顺利通过蓝思科技验厂。 ”李

少光说，之后公司的订单量实现了大幅

增长。

目前，蓝思厂家每月订单量已达到

1000 张，月销售额达 69 万元。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提出“构

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

加强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

小企业的金融支持， 完善长期资本投

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

策”。 稀土高新区大力建设创新积分制

平台， 以量化评价企业创新能力为手

段，不走传统“给项目”“批牌子”“戴帽

子”的老套路，而是用创新积分对企业

的创新能力、成长潜力进行量化，破解

企业与政府、金融机构间的信息“不对

称”问题，以此引导资本、政策等要素资

源向企业集聚，助力企业快速成长。

“我们在运行创新积分制过程中，

发挥创新积分桥梁纽带作用， 促进政

企、银企间互通互信，让企业的创新‘软

实力’变为融资‘硬通货’、政策‘吸金

石’、服务‘直通车’。 ”稀土高新区科技

创新局负责人说。

具体来说， 就是依托创新积分，对

全区各类企业创新能力进行量化分析，

基于丰富的、 全面的企业数据信息，自

动比对分析、 校验审核企业政策条件，

提升效率的同时有效避免了人为因素

和廉政风险问题。系统内政策可实现在

线企业自动匹配， 变“企业找政策”为

“政策找企业”，实现了“企业不申报、资

金及时到”，让科创企业“坐等”政策红

利“上门”。

谈起“创新积分贷”对企业需求反

应快的感受，内蒙古北科交大机器人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北科交大）总工程师

虞军说：“2023 年，初创期的我们，需要

在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加

大研发投入，巨大的资金压力让我们望

而却步。 公司依靠未来潜力和科研实

力，成为了‘创新积分制’的客户。 通过

‘创新积分贷’获得的 300 万元贷款，成

为公司进一步壮大的‘及时雨’。 ”经过

1 年多的发展，仅碳块打磨机器人就有

3 亿元的产值，“机器狗” 也已签订近

3000 万元的订单。

此外， 北科交大通过“创新积分

贷”，不仅业务在稀土高新区发展壮大，

还为包头市对接到了北京科技大学、上

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和广

东工业大学 5 所高校的创新资源。

据悉，自 2023 年 8 月，自治区首家

企业创新积分制平台在包头市稀土高

新区正式上线运行，在科技金融领域率

先开展探索，目前，已有 688 家科技型

企业纳入创新积分制平台，发放创新积

分贷 1 亿元，惠及科技企业 37 家。让科

技金融“精准滴灌”，滋养更多科技“幼

苗”长成“参天大树”。

（岳宇乐 李宝乐 张杰）

创新积分制 赋能科技企业成长

日前， 在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科布尔镇千亩莴笋种植基地看

到，莴笋翠绿欲滴、长势喜人，农民正忙着摘择、打捆、搬运、装车运

往北京、天津、西安等地。

图为：田间地头处处可见农民忙碌收获的身影。（郭小燕）

察右中旗：千亩莴笋销往全国

内蒙古民族商场 70岁了

59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起向“绿”系列报道

以“制”为引 共绘绿色

54

“三北”精神中的内蒙古力量系列述评

黄河“几字弯”该有的品质

因中秋节假期，本报休刊 1 期。 休刊期间，新媒体持续更

新，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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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支持全区内贸、外贸及工业等领域 1221 个项目，惠及全

区 972户企业

自治区财政累计下达惠企直达资金 9.41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