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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日报》消息 8 月 15

日，自治区政府新闻办组织召开内

蒙古待批项目大起底行动新闻发

布会，向外界郑重宣布：通过全面

起底待批项目，建立台账，到今年

年底前实现 2016 年以来符合条件

的待批项目应批尽批。

惟其艰难，方显勇毅。内蒙古

启动待批项目大起底这一空前行

动，释放出内蒙古要以“伤筋动骨”

之决心求“脱胎换骨”之实效，切实

把内蒙古人办事有规矩、不拖拉的

形象树立起来的强烈信号。内蒙古

要提精神、提境界、提干劲，紧起

来、跑起来、快起来，在工作作风、

工作效能上实现大转变、大提升，

全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

“待批项目主要是对2016年以

来立项的 9.6 万个项目进行大起

底，按照‘管审批、管起底’原则，由

自治区各审批部门会同盟市梳理

本部门待批事项，重点推动解决组

件完成项目超期未审批、建成项目

补办手续问题，年底前将纳入台账

项目批复销号。”9月15日，自治区

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语气坚定地说。

全面起底、建立台账，分类处

置、限时办结，建章立制、规范审

批，畅通投诉渠道、加强社会监

督……全区各地闻令而动、击楫勇

进，推动待批项目大起底工作落实

落地。

呼和浩特市第一时间成立了

以副市长为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

成立工作专班，同时印发了《待批

项目大起底工作方案》和《“半拉

子”工程大起底工作方案》，各旗区

和部门同步成立专班并建立工作

群，全面开展相关工作。

呼和浩特市实行周调度、月汇

报，市主要领导每月听取汇报的制

度，按月分解细化今年的目标任务

和推进措施。同时，通过召开视频

会议、现场会议以及市旗两级集中

办公等形式，加强大起底业务培训

指导，全力推动待批项目大起底工

作。

“目前，大起底工作已全面转

入办理阶段，自然资源、生态环境、

行政审批等审批部门针对8个审批

事项分别制定审批方案，高效推进

审批。截至9月10日，621个待批项

目 的 8 项 主 要 手 续 已 办 结 3527

项。”呼和浩特市发改委有关负责

人介绍。

乌兰察布市于 8 月 14 日成立

了由市政府分管领导担任组长、市

发改委等相关部门分别担任副组

长和成员的待批项目大起底和“半

拉子”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同时，抽

调相关部门业务骨干成立工作专

班，全面开展项目大起底工作。并

于8月17日印发了《乌兰察布市待

批项目大起底工作方案》和《乌兰

察布市“半拉子”工程大起底工作

方案》。

乌兰察布市待批项目大起底

工作实行半月调度、月汇报，市里

主要领导每月听取汇报的制度。通

过摸底梳理，已建立了大起底项目

总体台账，初步摸清了项目建设状

态和各类审批事项的办理情况。8

月 22 日，乌兰察布市将《乌兰察布

市待批项目台账》上报自治区项目

大起底工作专班。目前，乌兰察布

市待批项目共9343项，按照自治区

领导小组最新要求，已建立待批台

账及补批台账，已办理或无需办理

项目 5706 个，不再实施项目 2413

个，待批项目 1191 个，补批项目 33

个。

自待批项目大起底工作启动

以来，乌海市实行周调度、周通报，

月例会、月总结，确保各项工作顺

利推进。9 月初，市政府召开“五个

大起底”行动专题推进会，要求待

批项目大起底行动走实、走深、走

细，尽快见到实质性成效。目前，已

梳理了 2016 年以来通过投资在线

平台立项的 2770 个项目，其中，已

办理或无需办理项目1739个，不再

实施项目446个，待批项目465个，

补批项目 120 个，工作进度已基本

完成工作方案计划目标。

点上推动，面上发力。为保障

大起底各项工作顺利开展，自治区

成立工作领导小组，抽调相关厅局

业务人员组成工作专班，在自治区

发改委集中办公，各盟市、自治区

相关部门也制定了本部门工作方

案，组建了工作专班。

目前，通过全面梳理，全区共

核查了 9.6 万个项目，其中前期手

续齐全的有6.47万个，不再实施的

项目有1.77万个，有办理需求的项

目1.22万个，同步建立了补批项目

台账，首批纳入台账项目1325个。

“随着各地深入核查，后续还

会有补办手续需求，台账按月动态

更新，各审批部门正在全力推动审

批。我们还主动公开，接受监督。各

审批部门全面公开审批流程、办理

要求、办理时限、受理途径、负责审

批具体人员联系方式，建立审批红

绿灯预警机制。设立 12345 投诉举

报热线，持续加强社会监督。”自治

区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说。（李永桃）

内蒙古核查待批项目9.6万个

“五个大起底”在行动

新报讯（草原全媒·北方新报

记者 郑慧英） 九月的乌海，空

气中到处弥漫着独特的甜香，因为

乌海葡萄迎来了丰收的季节。

9 月 19 日，内蒙古自治区“听

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宣传教育活

动走进乌海市海南区赛汗乌素村，

感受丰收的喜悦。多年来，乌海的

葡萄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带动当地

群众增收致富。

红色的提子、绿色的阳光玫

瑰……一串串晶莹剔透的葡萄挂

满枝头，果实饱满，十分诱人。摘一

颗葡萄放进嘴里，像蜜一样甜的汁

水瞬间涌了出来，甜到心底。在赛

汗乌素村的一家葡萄采摘园里，种

植户高晶正在采摘葡萄，脸上洋溢

着幸福的笑容。

赛汗乌素村有常住户 425 户、

891 人，全村共有耕地总面积为

10388亩，主要以乡村旅游、种植葡

萄、蔬菜、玉米、小麦、养殖为主。赛

汗乌素村葡萄种植总面积达 8000

余亩，年产达 1300 万斤，总产值超

过5000万。

“我们的葡萄很甜，欢迎全国

各地的游客都来品尝乌海的葡

萄。”赛汗乌素村种植大户岑建宇

家的葡萄也陆续成熟，分批采摘，

销往呼和浩特、包头等地。

据了解，乌海与新疆吐鲁番、

法国波尔多同处于北纬 30 至 40

度，水土光热资源丰富，昼夜温差

大，日照时间长，所产葡萄含糖量

高，酸度适中，色泽鲜艳，香气浓

郁，病虫害少，无农药污染，是国内

可与新疆吐鲁番地区相媲美的优

质葡萄生产基地。2020 年，乌海葡

萄产区被认定为第三批中国特色

农产品优势区，品牌价值达 10.44

亿元。

目前，乌海葡萄种植面积达 2

万余亩，品种近140个，葡萄年产量

近两万吨，年产值超亿元，是内蒙

古规模最大的葡萄生产基地，已成

为农业增效、农区居民增收的支柱

产业。全市从事葡萄种植、加工、流

通、保鲜的企业和专业合作社60多

家，建成了以汉森、阳光田宇、吉奥

尼和云飞等为代表的一批沙漠原

生态葡萄酒庄，葡萄酒年生产加工

能力达2万多吨，年产值达2亿元。

一串串葡萄，结出“甜蜜经济”！

采摘萄萄采摘萄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