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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流通

SHANGWU LIUTONG

【口岸观察】

位于中国北疆的内蒙古， 依托 20

个对外开放口岸的通道集群优势，正在

构建内外联动、 八面来风的开放新格

局。

2024 年， 内蒙古交出一份亮眼成

绩单：2024 年进出口总额突破 2000 亿

元，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陆路口岸

货运量超 1.2 亿吨，同比增长 14.5%，继

续领跑全国陆路口岸；客运量达 511 万

人次，同比增长 53%。

近年来，内蒙古大力推动口岸基础

设施建设和升级。 在满洲里铁路口岸，

智慧化改造让通关效率实现质的飞跃。

“过去需要 20 分钟才能完成的整

列货车信息采集，现在 1 分钟内就能搞

定。 ”满洲里市口岸管理办公室主任张

世朴说。

如今，满洲里、二连浩特铁路口岸

已建成 357 条宽准轨线路，总长度 260

公里，25 个换装作业场区的年换装能

力达到 5700 万吨。 12 个公路口岸建成

运行的“53 进 36 出”货运通道和“41 进

41 出”旅检通道，使年通关能力达到客

运 2000 万人次、货运 1.5 亿吨。

在策克口岸浩通能源海关监管区

内，一辆无人驾驶车辆正沿着道路磁钉

引导，稳稳地完成运煤作业。 这种 AGV

无人驾驶车辆全程无需司机操作，可在

封闭环境下自主运行。

目前，这一智能化运输模式与传统

运输方式形成互补，构建起“传统 + 智

能”“有人 + 无人” 的创新运营体系，不

仅提升了通关效率，也为区域经济发展

注入了新活力。

“内蒙古正在打造全方位开放的新

格局。 ”内蒙古自治区口岸管理办公室

主任刘永明介绍，AGV 无人跨境运输

技术已在甘其毛都、策克等口岸成功运

行，为智能化跨境运输树立了典范。

在口岸经济带动下，“口岸 + 园区”

“口岸 + 腹地” 的内蒙古联动发展新格

局正在形成。 走进甘其毛都口岸加工园

区，一座现代化工业园区正在蒙古国进

口煤炭的基础上，打造全链条加工转化

的产业集群。

园区内的神华巴彦淖尔焦化厂每

年消耗近百万吨从口岸入境的蒙古国

煤炭，通过深加工转化为焦炭和甲醇等

高附加值产品，带动就业近千人，年产

值达 2.6 亿元。

甘其毛都口岸还推出了蒙煤交易

平台，定期发布蒙煤价格指数，帮助企

业规避贸易风险。 同时，园区正在大力

招商引资， 重点布局煤炭物流仓储、果

蔬出口加工、边境互市贸易、清洁能源

等领域。

“内蒙古优越的区位优势和不断完

善的营商环境，让我们坚定了长期投资

的信心。 ”对于内蒙古对外开放合作

取得的进展， 泰国正大集团农牧食

品企业中国区资深副董事长白善霖

深有感触。

作为在内蒙古投资超过 30 年的外

资企业，正大集团已将最初的一家饲料

厂发展成为总投资超 40 亿元的百万头

生猪全产业链。 白善霖说，公司还将不

断加大在内蒙古的投资，计划未来 5 年

将销售额扩大 1 倍。

2025 年， 内蒙古提出要进一步扩

大高水平开放，做大外贸盘子，着力提

升口岸功能，同时强化口腹联动、落地

转化。

“内蒙古将继续深化对外开放，让

这条中国向北开放的大通道焕发出更

强劲的活力。 ”刘永明说。

(赵泽辉)

进入三九严寒，气温愈发寒冷。在

二连浩特口岸， 却是一派忙碌的景

象。 1 月 15 日上午，45 辆“中国制造”

的矿山车、 小汽车办理完通关手续

后，通过二连浩特口岸顺利出口至蒙

古国。

过去的一年，二连浩特口岸联检

联运部门通力合作，在各方共同努力

下，口岸进出口货运量呈现稳中向好

态势。 二连海关积极落实海关总署优

化营商环境 16 条措施， 进一步优化

口岸营商环境，保障企业进出口便捷

高效通关。

二连海关公路监管一科副科长

王磊说：“二连海关设立绿色通道，

指派专人对接， 提前掌握通关信

息。采取‘即到即审’‘即到即放’通

关模式，全力保障出口车辆高效顺畅

通关。 ”

(梁晓虹)

满洲里口岸处于中俄蒙三角地

带，北接俄罗斯，西邻蒙古国，是第一

欧亚大陆桥的交通要冲，更是内蒙古

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 2025 年的自

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好

满洲里铁路口岸准轨增二线、二连浩

特公路口岸第二通道、满都拉口岸通

道扩建、甘其毛都口岸跨境铁路大桥

等重点项目，完成满洲里、二连浩特

智慧口岸试点建设。 ”

今后，满洲里口岸将提升疏运效

能。 推进“一港两基地”建设，加快满

洲里 - 后贝加尔铁路口岸站间准轨增

建二线工程、公路口岸出口工程机械转运

场、 综保区中俄快运班列监管和集散

中心等重点项目建设， 争取粮食、肉

类等特殊商品海关指定监管场地申

建成功；增强“单一窗口”功能，实施

口岸协同运行平台二期项目， 加速

“智慧口岸”“数字国门”试点建设等。

在完善开放平台功能方面，满洲

里市全力配合做好中国(内蒙古)自由

贸易试验区申建工作，丰富综保区发

展业态，完善合作区功能，激发互市

贸易活力，构建加工、投资、贸易一体

化发展体系。

满洲里市将实施“区域合作深化

行动”，主动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和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持续深化与俄

蒙毗邻地区、友好城市多领域深层次

合作交流， 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积

极承接京津冀、环渤海、长三角等发

达地区产业转移，加强与东北三省等

区域互惠合作，创新推动与东四盟市

及兄弟旗市区经济一体化发展，加速

构建“互联互通、优势互补、边腹一

体”开放新格局。

未来，满洲里口岸继续向着打造

国际一流陆路口岸的目标稳步迈进，

为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

篇章贡献“满洲里力量”。

(张鹏 杜健)

本报讯(记者 张鑫)连日来，由内

蒙古自治区商务厅主办，以“新年贺新

春 草原送美味”为主题的“内蒙古味道”

年货节走进海关总署。

此次年货节包括伊利、蒙牛、蒙古

王酒业等 60 家企业携 1000 余种产品

亮相，共同为海关总署送上了一份充满

草原特色的新春厚礼。

活动现场，琳琅满目的内蒙古特色

年货令人目不暇接。 极具民族风情的银

饰、精致的手工艺品以及传统的艾草产

品等，散发着独特的文化魅力；牛羊肉、

林下干果、玉米系列食品、各类酒类产

品、沙棘杏仁系列饮料、精美的点心八

大件以及丰盛的年夜饭八大碗等美食，

全方位展现了北疆大地的饮食特色与

风味。

职工们纷纷表示，年货节产品丰富

多样， 让大家切实感受到了年关将近，

年味愈发浓厚的氛围。 大家开心地说，

今年的“年夜餐桌” 上多了来自内蒙古

的美味佳肴，实在是太棒了！ 而内蒙古

籍的职工们更是激动万分，他们早早来

到现场， 精心挑选着久违的家乡年货，

还热情主动地向同事们介绍家乡的优

质产品，化身为“内蒙古代言人”，自豪

地分享着家乡的美好。

商家代表表示， 在年货节现场，深

切感受到了大家的消费热情，“内蒙古

味道” 这一平台，为企业提供了展示品

牌的机会，有效提升了品牌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 有助于吸引更多潜在客户，为

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 商家们

满怀期待，希望未来能借助此类活动取

得更多丰硕成果。

“内蒙古味道”年货节是 2025 年第

一场活动，是持续推进“蒙品进京” 工

作，落实自治区“六个行动” 的一项重

要举措，对推广内蒙古特色产品起到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

临近春节，浓浓的年味弥漫在呼

和浩特大街小巷。 走进各大商场、超

市以及年货节活动现场， 人头攒动、

购销两旺， 浓浓的烟火气扑面而来，

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

连日来，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

如火如荼进行中的“2025 活力内蒙

古·迎春消费季———第八届呼和浩特

年货博览会”成为市民采购年货的热

门地。

年货节不仅为群众带来了便利

和实惠，庞大的客流量也为参展商家

带来了更多机遇。 博览会上，商家纷

纷推出形式多样的促销活动，吸引消

费者驻足选购。 在正大食品展位，“正

大年猪节·猪肉低至 9.9 元”的标语格

外醒目，不少市民正在询价、购买。 正

大食品展位品牌经理陈霞说：“我们

已经连续 3 年参加年货节了，今年展

位面积有所扩大，依托呼和浩特市地

区智能化加工厂，正大食品今年带来

很多自主产品，包括正大水饺、正大

红肠、正大猪肝等，让老百姓买得放

心、买得划算。 ”

同时，为切实提高展会服务质量

和水平，保障参展商品质量和消费者

利益，展会现场还设有质量监督服务

台，工作人员在展台前为市民提供咨

询服务，为现场市民、参展商提供便

利。

丰富多彩的年货节热火朝天，家

家户户采办年货的热情逐渐高涨，处

处都是浓浓的年味。 呼和浩特市赛

罕区农副产品消费帮扶暨优质农

产品线上线下展示展销活动于 1

月 16 日在宝全农贸市场举办， 活动

将持续至 1 月 27 日，丰富的产品、实

惠的价格吸引不少市民前往。 此外，

2025·首届新春年货节从 1 月 11 日

持续至 23 日，锡林郭勒羊肉、科尔沁

牛肉、兴安盟大米等各盟市特色农产

品及烧卖、各类奶制品、坚果零食等

供市民选购。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首府年货

经济呈现新特点，消费者对于春节吃

什么、买什么的诉求更多元，不仅追

求口味的多样性，在健康方面也有了

更高标准，健康食品受到众多消费者

的青睐和追捧。 同时，产品品质和便

捷的操作成为新的需求增长点，有消

费者认为，吃得放心、加工便捷是购

买食材的首要考虑因素。 除此之外，

智能商品、鲜花绿植、品质化升级商

品成为年货首选，比如，一些有健康

功能的小家电、家居用品等。 在首府

各大商场和超市，生活必需品供应充

足，品种丰富，价格平稳。

据了解，在呼和浩特市商务局的

推动下， 呼和浩特市通过政银企联

动，推出了一系列惠民举措，如消费

品以旧换新补贴、 发放惠民消费券、

开展“百企千店”大促销等，进一步激

发了市民消费热情，营造了浓厚的节

日氛围。

“春节期间购物、 聚会需求较为

集中， 消费者应当理性面对促销活

动，合理选购商品，树立绿色消费理

念，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呼和浩特市

消费者权益保护服务中心主任冯素

珍提醒说，要警惕促销陷阱，谨慎考

虑，避免冲动消费。 要妥善保管发票、

收据、支付记录等消费凭证，如发生

消费纠纷，应及时与商家进行沟通协

商 ， 若协商无果可拨打“12315、

12345”进行投诉举报，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

时代不断变迁， 场景不断翻新，

不变的是传统年俗文化。 年货作为春

节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呼和浩特

市民在年货消费中体验着浓浓的烟

火气，也感受着来自这片热土的魅力

与活力。

(祁晓燕 贾璐)

近日，经包头海关检验合格，一批

260 吨重的全脂乳粉发运蒙古国。 这是

伊利集团出口蒙古国总经销商内蒙古

仲陆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委托包头市某

乳业公司生产的乳粉首次出口，也是包

头市企业首次出口乳粉，标志着包头又

一特色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为助力本土特色乳粉产品首次走

向国际市场， 包头海关自接到咨询电

话，便根据企业报检需求展开出口乳品

专项业务指导， 收集整理有关标准要

求，并电话告知其代理人的注意事项及

所需上传的材料。 一周内，企业顺利完

成该批乳粉报检工作。 (郭健)

2024 年， 满洲里市商务局全力打

造“欢购边城 惠享生活”政府消费券系

列活动，面向商超、零售、餐饮等业态发

放 11 轮政府消费券， 拉动消费 6000

余万元。各企业也结合消费券活动开展

消费券“加码”、积分兑换、周年庆等活

动，持续“点燃”消费者的消费热情，满

足消费者的多元消费需求。

另外， 自 2024 年汽车以旧换新活

动开展以来，汽车报废更新共发放补贴

70 万元，带动销售额 378.2 万元；汽车

置换更新发放补贴 59.3 万元， 带动销

售额 490 万元； 家装厨卫焕新 2628

件，发放补贴 397.975 万元，带动销售

额 2039.34 万元。

2025 年， 满洲里市商务局将继续

组织高质量的消费促进活动，让相关政策

及时惠及广大消费者， 为消费市场不断

注入新活力。

（来源：满洲里市商务局）

“人未归家，年货先到”。春节临近，

许多消费者选择线上置办家电年货，为

老家带来了各种新奇潮流小家电，以及

提升生活品质的大家电。 数据显示，超

九成消费者计划给老家的亲人置办年

货产品；七成消费者置办年货的预算在

3000 元以上；66.1%的消费者会选择网

购年货，直接邮寄回老家。

从年货清单看，水果、饮料及各地

特色美食仍是年货主流，但越来越多消

费者倾向于购买能提升生活品质的家

电产品，异地下单更是成为常态。其中，

有 46.2%的消费者会给家乡的亲人添

置大屏电视、洗衣机等家电产品，30.4%

的消费者会给家里购买智能马桶、床品

等家居产品。

目前， 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持续实

施，空前的优惠力度激发了消费者购买

家电年货的热情。 从消费人群看，年轻

人更青睐为家人购买洗衣机、扫地机器

人等能够提升生活便捷性的家电产

品。 从家电品类看，大家电产品中，

卖得最好的是大尺寸电视、 大容量

冰箱、一级能效洗衣机等；小家电产品

中，卖得最好的是暖风机、扫地机器人、

电饭煲等。

受年轻人潮流家电消费观念影响，

叠加以旧换新补贴政策落地实施，以及

物流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家电年货的异

地订单呈现出更加绿色化、 健康化、智

能化的发展趋势。 其中，部分县域农村

地区的科技感一点也不逊色于大城市。

数据显示，县域农村地区的家电消费迎

来显著增长，移动空调、电炒锅、冰冷套

装、三明治机 / 早餐机的成交额同比增

长超 10 倍；电煮锅、立式饮水机、电蒸

锅、衣物护理机、暖被机成交额增长超

100%；智能开关、智能浴室柜、智能墙

插成交额增长 100%以上。

(据《经济日报》)

二连浩特口岸“中国制造”出口忙

满洲里口岸建设提档加速

1000余种特色年货齐聚海关总署

呼和浩特年味日渐浓 节前消费旺

包头产乳制品首次走出国门

“券”力促消费“换”出新热情

2024 年，巴彦淖尔市商务局紧

扣全年稳外资工作目标任务， 发挥

外资企业“娘家人”作用，持续优化

外资营商环境， 推动实际使用外资

再创新高。 巴彦淖尔市实际使用外

资 3.02 亿元， 同比增长 55.2%，总

量居内蒙古第二位。

强招引，夯实使用外资基础。巴

彦淖尔市商务局 2 次组织相关部

门、 企业在上海召开外资招引座谈

会，通过宣传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

面对面精准对接产业项目， 充分发

挥以商招商作用， 有针对性地引进

装备制造业、服务业等外资项目，持

续优化外资企业产业结构， 夯实实

际使用外资基础。

优服务，助推外资企业发展。巴

彦淖尔市、 旗县区两级商务部门严

格落实外资投资企业全流程服务方

案，充分发挥圆桌会议、外商投诉机

构功能， 及时解决外资企业在办理

经营手续、开拓市场、原料采购等问

题，提高精准服务水平。加强与市场

监督管理局、外事办、人民银行、工

信局、贸促会等相关部门联动，打好

政策组合拳，提升服务质效。

挖潜力，提高企业自身建设。通

过企业年报、 调研考察等深入了解

外资企业经营情况， 引导企业通过

债转股、利润再投资、资本公积金转

增注册资本等方式加大投资力度。

鼓励企业加大科研投入， 提高产品

竞争力，联邦制药、联邦动保、飞尚

铜业等公司研发中心作用日益凸

显，通过科技创新赋能，助推企业高

质量发展。

下一步， 巴彦淖尔市商务局将

持续落实稳外资政策， 加大精准服

务企业项目力度， 切实解决企业在

运营中遇到的问题， 推动巴彦淖尔

市外资工作高质量发展。

(来源：巴彦淖尔市商务局)

巴彦淖尔市

实际使用外资取得新突破

家电年货引领消费新潮

向北开放桥头堡释放开放新活力

出境的中欧班列整装待发 黄旭 摄

货运车辆

货运班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