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梁亮

2016 年 12 月 28 日，多丰铁路——
多伦至丰宁北段正式通车，这标志着我
区第一条纵贯南北的跨省进京铁路——
多丰铁路正式投入运营。

多（伦）丰（宁）铁路全长 166.346 公
里，北起锡（林浩特）多铁路多伦站，终至
河北省丰宁县天桥站，与虎丰铁路（虎什
哈站至天桥站）接轨。目前开通的多丰
铁路多伦至丰宁北段，沿途设大骡子沟、
丰宁北站，正线全长92.643公里。

2017 年 5 月，多丰铁路将全线贯通，
届时将与虎丰铁路和锡（林浩特）丰（宁）
铁路构成内蒙中部通往京津冀及沿海地
区的快捷通道，也是集通铁路“两横、三
纵、七支线”路网规划中最重要的纵向干
线。该线全线建成通车后，将加强京通、
集通、张唐 3 条干线铁路间的联系，进一
步扩大路网吸引范围，对于增加铁路运
量、提高经济效益、促进干线铁路发展和
服务沿线省区经济建设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同时，该线可与承（德）秦（皇岛）铁
路、张（家口）唐（山）铁路共同构成内蒙古
中、东部路网的下海大通道。它的建成通
车是贯通锡林浩特、多伦、丰宁、曹妃甸港
出区达海大通道的黄金线路，也是辐射东
北、连通西北、北接口岸的重要交通要道。

据了解，多丰铁路拉动效应十分明
显，将大幅缩短时空距离，催生“同城效
应”，全面改善草原人民群众的出行条件，
有力促进旅游、文化、商贸、物流等产业优
化升级，对沿线地区城乡社会经济发展，
特别是对服务我区形成“北上南下、东进
西出、内外联动、八面来风”的全方位对外
开放新格局，将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多伦至丰宁铁路北段
正式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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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高慧

按照传统，市民拨打110报警时，
首先要说清楚为什么报警，还要说清
楚自己的地理位置。而现在，呼和浩
特市民只需在手机中下载安装“青城
110”APP并实名注册，然后轻点图标
就可实现一键报警，110 指挥中心在
你报警时会自动同步显示报警人信
息、现场视频、声音和地理坐标。截至
目前，已有近万人下载并安装了这款
手机APP。而为公安系统手机可视化
一键报警 APP 系统提供唯一技术服
务支撑的，是石文亮和他的合伙人。

石文亮 2001 年毕业于西安电
子科技大学电子技术专业，从事安
防技术工作已有 15 年。现任内蒙
古一家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目

前，公司已拥有全区 7000 多各类用
户。在 2016 年 10 月内蒙古举办的

“双创”活动周上，石文亮以上述提
到的“可视化一键报警”移动 APP 系
统，获得创新创业大赛二等奖。

“社会公共安全防范主要以物
防、人防、技防为主要防范手段。物
防、技防就是在重点单位、商铺、家庭
建立起联网报警服务系统，应用互联
网和物联网信息化手段，通过安装高
灵敏度触发式传感器和视频监控设
备，将防护单位安全保障区域和 110
接警中心互联互通。此外，公司还有
十几辆巡逻车进行商业化网格巡逻，
并提供专业保安劳务输出，这就是人
防。”石文亮为我们介绍。

“以前我们的安全防范产品是
依赖于厂家的，我们提出对产品的

创意、要求和想法，然后通过厂家帮
助我们来实现，但产品知识产权和
专利都是厂家的。”石文亮坦言，以
前并没有意识到把自己的创意和创
新转化成自己的产品。直到两年
前，石文亮和他的合伙人有了自主
研发公共安全技术防范+互联网产
品想法后，才组建了现在的公司，并
结合“互联网+”思维研发创新产品，
最终做出适用于每一位老百姓的安
全防范技术新产品。“创业既能满足
自己的物质需求，更能让我实现自
己的社会价值。”石文亮说。

除了针对移动目标报警的“可视
化一键报警”APP，石文亮和他的合伙
人还有针对固定目标报警的报警柱，
报警柱安装在城市公共场所和重点区
域，上面装有360度旋转摄像头，除了

一键报警、远程喊话功能，它还有烟感
探测、非法入侵探测、水浸火灾探测、
玻璃破碎探测等 13种自动探测触发
报警功能，目前公司已为呼市26所高
校、310所中小学安装了报警柱。

“呼和浩特市公安系统一年接
警约 85 万次，误报、无效警情占其
中 30%-40%，这是对公共救助资
源的严重浪费，所以我们通过 APP
成立了社会化接警服务中心，24 小
时监控滤警。做这行非常辛苦，没
有节假日。但我为自己的事业感到
荣幸，因为我们在为这个社会坚守
着公共安全。”石文亮自豪地说。

“公司下一步的目标我现在还
不方便透露，但运用‘互联网+’做安
防大数据分析和服务，是我们一直
努力和前行的方向。”石文亮说。

石文亮：为传统安防行业插上“互联网+”翅膀

□本报记者 冯雪玉

日前，内蒙古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与乌海市政府共同签订《关于开
展自治区西部区域检验检测公共
服务平台建设全面合作的协议》，
将检验检疫、食药监、工商、质监、
农牧业等部门的检验检测资源进
行整合，打破原有隶属关系和组织
架构，合作共建乌海市检验检测科
学研究院（下称乌海市检科院），实
现跨部门、跨行业、跨层级的检验
检测资源整合，为我区进一步探索

“检地合作”迈出重要一步。
长久以来，高水平的检验检测资

源十分分散，难以实现多部门联动。
此次，内蒙古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进行
有益尝试，将乌海市作为改革试点。
按照“一体多翼、点面联动”的改革发
展思路，高效利用国家质检总局、内
蒙古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及地方政府
现有检测资源，实现了“一个平台、三
个统一”的运行模式，对现有检验检
测资源进行有效整合。

据了解，乌海市检科院下设葡
萄酒研究所、食品安全研究室、氯碱
化工研究室、煤炭检测研究室、绒毛
检测研究室、植物检疫研究室六个
模块，涉及葡萄酒、绒毛、食品、氯碱
化工、煤炭等多个产业链及相关领
域的标准化和安全化管理检验检

测。这也标志着，我区西部多条产
业链的安全化、标准化发展有了“管
家婆”。葡萄酒研究所由国家质检
总局葡萄酒区域中心实验室整合而
成；食品安全检验研究室是在乌海
市检验检疫局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的食品检验基础上整合而成；氯
碱化工研究室和煤炭检测研究室是
由乌海市检验检疫局和乌海市工商
技术监督局的化矿检测实验室、煤
炭检验实验室整合而成；植物检疫
研究室和绒毛检测研究室是由乌海
市检验检疫局的植物检疫实验室、
绒毛实验室和乌海市农牧业局的基
础实验室整合而成。这些服务平台
实行统一管理、统一申报、统一检

测、统一出证，确保检验检测业务规
范化管理。

此外，上述检验检测公共服务
平台还具备“六大功能”。一是提供
大数据信息服务；二是提供集约式
检验检测服务；三是提供多维度技
术培训服务；四是提供全方位技术
支持；五是提供高规格质量评价；六
是提供高标准认证认可服务。

自治区西部检验检测公共服
务平台的建成，能带动全区检验检
测资源整合和优化，为促进自治区
政务服务水平提升，助推我区加快
形成标准化、多元化和多级支撑的
现代产业体系及自治区经济转型
升级，发挥更大的作用。

六个模块有效整合 六大功能集于一身

我区西部产业链标准化发展有了“管家婆”

2016 年，通辽市大连港综合
保税物流园开通的“通满俄”国际
集 装 箱 班 列 ，共 运 输 货 物 3630
吨。在货物运输起始点不变的情
况下，这条国际集装箱班列的开
通，使传统海运模式下的货物全程
运输时间由原来的 35 天缩短至 15
天，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物流效率，
缩短了贸易结算时间，加快了企业
资金回笼。图为 1 月 3 日工作人员
正在物流园驾驶大型吊车搬运货
柜。

本报记者 梁亮 马建荃 摄

物流效率提升

□本报记者 李永桃

2016 年，通过落实一系列稳增
长、调结构、促转型政策措施，全区工
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向优，质
效同步提升成为工业发展主旋律。
前 11 个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7.2%，高于同期全国平均增
速 1.2 个百分点，居周边省区第二位；
前 10 个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
润总额 901.3 亿元，同比增长 20%，增
速居全国第二位。

回顾 2016 年，全区工业经济发
展亮点频现。

主要工业品价格回暖，多数产品
产量实现同比增长。工业生产者出

厂价格（PPI）终止 51 个月连续下降态
势，由负转正。11 月，我区 PPI 同比
上涨 8.2%，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
4.9 个百分点，居全国第六位。30 种
主要工业品中，93.3%的工业品价格
回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
入 15768.9 亿元，同比增长 5.2%，增
幅较去年同期快 5.6 个百分点。

优势特色产业竞争力提高，降本
增效明显。去年，我区加大电力多边
交易、大用户直供等电力综合改革措
施推行力度，全区大工业用电价格平
均每度降低 7.86 分，达到 0.32 元/度，
保持全国最低水平，预计全年降低企
业成本 75 亿元左右。从工业品全国
市场占有率看，电石由 33.5%提高到
37.6% ，铁 合 金 由 16.4% 提 高 到

19.7%。落实国家各项减税清费政
策，为企业减负 160 多亿元。前 10 个
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
营业务收入成本 84.31 元，较年初降
低 0.62 元。停产半停产企业从年初
814 户降到 386 户，企业亏损额同比
下降 17.6%。

工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初级产
品转化率、产业集中度提高，煤炭占
比下降。电解铝、电石、甲醇、煤炭、
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分别达 73%、
65% 、43% 、32% 、60% ，同 比 提 高
2%—5%。工业园区创造的产值对工
业总产值贡献率达 68%以上，销售收
入百亿元工业园区增至 48 个。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中，煤炭占比由上年
的 23.1%下降到 21.6%。全区 22 个

新兴产业园区集聚 600 多家规模以
上企业，稀土、晶硅、石墨、生物制药、
云计算产业规模均居全国前列。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推进，煤
电用一体化产业链竞争优势明显。
2016 年，我区退出煤炭产能 330 万
吨、钢铁产能 291 万吨，较好完成了
国家下达的任务，去产能工作进度、
质量走在全国前列。引导煤炭上下
游企业联合兼并重组，涉及重组资产
1480 亿元，盘活煤矿投资和转化项目
投资 240 亿元，可新增产值 200 亿元，
控制新增产能 7000 万吨，可就地消
化现有煤炭产能 9286 万吨。构建起

“煤-电-加”一体化产业链，煤电、煤
化一体化产业比重和煤电铝一体化
产业比重提高。企业规模效益显著

提高，前 10 个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户均主营业务收入达 3.64 亿元，居
全国第三位，销售收入超百亿元企业
达 35 户。

市场主体持续增长，中小企业活
力增强。全面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
展“八条措施”，积极开展“双优”创建
活动，持续优化企业发展环境。在全
国省级层面率先开展中小微企业创
业创新电子服务券工作，“助保贷”融
资 服 务 覆 盖 全 区 50% 的 旗 县（市 、
区），盟市统筹比例达到 60%以上，累
计发放“助保贷”贷款 53 亿元。截至
去年 11 月底，全区实有各类市场主体
173.52 万户，注册资本 3.63 万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5.2%、24.31%。去年
前三季度，全区规模以下工业增加值

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4%，比上
年同期增速提高 1.1 个百分点，增速
居周边省区第三位。

同时，2016 年全区工业创新驱动
发展步伐加快，“两化融合”水平进一
步提升。“两化融合”企业 2283 户，占
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 53%，相关
新项目、新投资为工业经济发展注入
新活力。1000 多个亿元以上工业项
目开复工建设，276 个亿元以上工业
项目建成竣工，中天合创 140 万吨煤
制烯烃等一批重大项目建成投产，伊
泰 200 万吨煤间接液化示范等一批
重大项目获得国家批复。

经济界人士提出，质效提升，正
在成为我区推动工业更可持续发展
的新动力。

20162016年年：：
质效提升成为全区工业发展主旋律质效提升成为全区工业发展主旋律

工业有机硅生产厂区

。

本报记者

李永桃

摄

□付东梅 刘军

产业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命脉，是
提 升 区 域 综 合 实 力 的 最 关 键 载 体 。
面对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浪潮，主要国家和地区都在寻求产
业创新突破口，抢占未来发展先机。
新形势下，内蒙古又该如何在新一轮
产业发展中赢得主动、再创优势呢？

对此，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已作
出前瞻性战略规划：推动产业向高端
化 、智能化 、绿色化 、服务化方向发
展。高端化是结构调整方向，智能化
是产业升级核心，绿色化是转型发展
底线，服务化是产业发展需求。可以
说，以“四化”引领产业发展，是我区
顺应趋势、抢抓机遇和强健产业筋骨
的根本要求，也是把祖国北疆这道风
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的必然选择。

全力打造以高端化、智能化、绿
色化、服务化为核心内涵的现代产业
发展新高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必须有的放矢。

推进产业高端化，必须围绕产业
链高端化“强链、补链、延链”，集聚资
源加快推进优势产业、重点企业和重
大项目发展，促进产业链向深度和广
度延伸；围绕价值链高端化，鼓励企
业加大研发和标准化引领力度，深化
产品品牌培育，形成“内蒙古制造”的
品质影响力；围绕市场链高端化，以
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姿态，融入全国
乃至全球产业分工，增强跨区域、跨
国经营能力，提升市场竞争力。

推进产业智能化，必须加快信息
化和工业化融合，推动现代通信、互
联网、大数据等技术集成推广，促进
智能技术、制造技术和运营管理行为
深度融合；加大智能技术、产品、装备
开发力度，健全智能装备及关键零部
件制造产业链；推进物联网应用，推
动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建设，提高
企业精益生产和管理水平。

推进产业绿色化，必须加快淘汰
落后产能，实现产业绿色改造升级；
全面推进钢铁、有色等传统产业绿色
改造，加快新兴产业绿色化布局，研
发推广绿色工艺技术装备，推动绿色
生产；支持企业开发绿色产品，推行
生态设计，提升产品节能环保低碳水
平，引导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

推进产业服务化，必须发展个性
化定制服务、在线支持服务等，延伸
企业服务链条；发展信息技术服务，
鼓励移动电子商务和在线定制、线上
线下等创新模式发展；大力培育“互
联网+”经济，引导业态创新和商业模
式创新；完善服务业推进机制和政策
措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
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精
细和高品质转变，推动制造业由生产
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

（作者分别系内蒙古发展研究中
心研究员、经济师）

如何以
产业“四化”
强筋壮骨？

●2016 年 —2017 年 ，我 区 从
地方政府债券中拿出 20 亿元设立
农牧业产业扶贫发展资金，支持贫
困地区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
壮大，从而进一步带动贫困农牧民
脱贫。 （记者 杨帆）

●内蒙古电子政务外网 RA 中
心（数字证书注册审批机构）近日顺
利通过相关机构合规性审查，审查
结论是：RA 中心具备为全区政务
系统用户提供外网数字证书的服务
能力。 （记者 李永桃）

●近日，农发行内蒙古分行 6
亿元基金打入内蒙古扶贫开发投资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指定账户，该项
基金主要用于易地扶贫搬迁中的安
置房和水、电、路、气、网等基础设施
建设。 （记者 王连英）

●近日，呼伦贝尔市安监局专
门聘请粉尘防爆专家对满洲里市 9
家粉尘涉爆企业开展排查会诊，查
出 88 项事故隐患，并对应提出了具
体整改措施。 （记者 冯雪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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