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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观点

【两会话题】

主持人：郭玉
连线记者：
李玉琢（内蒙古日报驻呼伦贝尔市记者站）
巴依斯古楞（内蒙古日报驻锡盟记者站）
韩继旺（内蒙古日报驻巴彦淖尔市记者站）

□本报记者 许晓岚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7.5%左右 ”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2%左右”，1 月
14 日，在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六次会议
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我区 2017 年
地区生产总值和固定资产投资的预期
增长目标。

怎么看待这两个预期目标？“这样
的目标，与自治区‘十三五’规划、第十

次党代会要求相一致，充分考虑了全
区发展基础和各方面的支撑条件，是
立足需要和可能、经过综合权衡后确
定的。”代表、委员们认为，预期目标的
确定，有利于实现“四个高于”的目标，
即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增幅均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代表、委员们认为，“地区生产总
值增长 7.5%左右”的预期目标，是充分
考虑了我区经济规模体量、产业发展

基础、新旧动能转换等因素，有利于引
导各方面把经济工作重心放在转方式、
调结构上。而对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2%左右”，他们认为，内蒙古的经济发
展关键靠投资拉动和项目带动，确定这
样的投资增长速度，将能够确保我区经
济在2017年实现“稳增长”。

同时，代表、委员们也认为，目前，
我国经济稳定运行的基础还不牢固，
各种复杂性、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尚需
观察。在这样的宏观经济形势下，确

定这样的预期目标，努力去完成这样
的预期目标，体现了自我加压的魄力，
也体现了我区坚持“跳起来摘桃子”谋
发展的决心。

2017 年，机遇与挑战并行。自治
区党委十届二次全会强调，做好今年
经济工作，必须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奋发
有为、以进促稳。只要我们始终贯彻
稳中求进总基调，必将推动 2017 年两
个预期目标如期实现！

“7.5%左右”和“12%左右”：稳中求进是真章

□本报记者 章奎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2017 年要深入
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继续化解过剩产
能，有序消化房地产库存，扎实做好去杠
杆工作，着力降低企业成本，统筹谋划补
短板。

与会的代表委员们认为，过去的一
年，自治区在“三去一降一补”方面做了
很多工作，取得了明显成绩。面对决胜
全面小康的目标任务，关键要在提高供

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上迈出实质性步
伐。今年是自治区改革发展进程中的关
键一年，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严峻、
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情况，要实现主要
预期目标，需要继续深入推进“三去一降
一补”，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
实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促进经济稳中
有进、进中向好。

张锦明代表说，降低企业成本需要
进一步简政放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需要减税降费，把应收的调低，不应收的
坚决不收。只有市场上的微观主体有活

力了，经济才能有持久的发展动力。
闫鹏委员说，积极稳妥化解过剩

产能要抓住煤炭行业这个关键，充分
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严格执行
环保、能耗、质量、安全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标准，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债务
重组或破产清算，让优质企业看到希
望，增强信心。

其其格委员认为，去库存要结合
城镇化进程和棚户区改造整体进
行。她说，补短板是很重要的工作，
要下力气补齐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

的短板，更好地服务群众，保障群众的基本
需求。

代表和委员们围绕“三去一降一补”提
出了很多意见和建议：提高投资的有效性，
有力支撑经济增长、促进转型升级；深化经
济体制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现代金融体系，增
强农村牧区发展活力。通过全面深化改革，
加快形成有利于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
制机制和发展方式。大家表示，要树立必胜
信念，坚定不移地把“三去一降一补”工作向
前推进。

三去一降一补：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

“唱和如一，宫商协调”。无论
是古代中国的传统智慧，还是当代
中国的发展理念，协调的重要性都
毋庸置疑。

全面小康是城乡区域共同的
小康。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
提出：“坚持以城带乡，促进城乡
一体化发展；坚持优化布局，形
成多极支撑的区域发展格局。”这
是我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
需要。

提高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

一方面，要以和林格尔国家级新区
建设为牵引，推进呼包鄂和东部盟
市两翼联动，在协调发展中拓宽发
展空间；另一方面，还要发展县域
经济，推进基础设施向农村牧区延
伸、公共服务向农村牧区拓展，补
齐短板，增强发展后劲。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下
好协调发展这盘“大棋”，解决好城
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基础设施保障
支撑能力不强的问题，我们才能闯
关夺隘、昂首阔步迈进全面小康。

下好协调发展的“大棋”
李振南

主持人：呼伦贝尔市自然生态环
境优越，地理区位优势明显，历史文化
悠久深厚，民族风情异彩纷呈，有着发
展旅游业的独特优势。近年来，呼伦
贝尔依托草原森林文化和多彩的民族
风情，旅游业得到快速发展。下面，让
我们连线本报记者李玉琢，倾听来自
我区旅游大市呼伦贝尔的声音。

李玉琢：2016 年，呼伦贝尔市把
旅游业作为战略性结构调整的主攻
方向，推动旅游业向全域旅游和四季
旅游转型升级。2016 年 1 至 11 月，全
市 接 待 国 内 外 游 客 1530.87 万 人 次

（不含一日游），同比增长 9.0%；旅游
业 总 收 入 489.1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6.1%。

主持人：自治区“两会”为旅游业发
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新的要求
和目标，呼伦贝尔市将如何贯彻落实？

李玉琢：据呼伦贝尔市旅游局长
托亚介绍，呼伦贝尔将以发展全域旅
游为方向，以贯通四季旅游为重点，促
进旅游与文化、现代科技相融合，拓展
新领域，打造新业态，努力实现由旅游
资源大市向旅游产业强市转变。编制
好呼伦贝尔的旅游规划，做好呼伦贝
尔旅游业发展的顶层设计，用高水平
的规划指导呼伦贝尔旅游发展；全力
推进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谋划一批旅
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破解旅游交通
瓶颈，提升旅游基础设施服务水平；加
大宣传营销力度，拓宽宣传渠道，讲好
呼伦贝尔故事；做好招商引资工作，主
动谋划、积极对接，有针对性地吸引高
端旅游投资商进入呼伦贝尔；抓好冬
季旅游工作，把广袤林海雪原变成独
特旅游资源，努力让林海雪原、冰天雪
地变成金山银山。

呼伦贝尔：加快向旅游产业强市转变
主持人：众所周知，锡林郭勒草原

拥有发展全域旅游、四季旅游得天独厚
的优势和条件。下面就让我们连线本
报记者巴依斯古楞，让他介绍一下，锡
林郭勒盟是如何把资源优势转变为经
济发展优势的？

巴依斯古楞：锡林郭勒草原自然风
光秀美、文化底蕴深厚、民俗风情浓郁、
人文遗存丰富，是我国天然草原最具代表
性的地区和最具魅力的传统游牧文化的
传承地。2016 年，锡盟把文化旅游业和
现代畜牧业、清洁能源产业一并纳入到今
后要主攻的三大产业。今年年初，锡盟成
功承办了自治区第 14 届冰雪那达慕，盛
况空前。该盟还借自治区冰雪节的余温，
各旗县市区共举办了 100多场冬季文体
赛事，真正让冰雪“冷”资源焕发经济“热”
效应，切实在发展全域旅游和四季旅游方
面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主持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
“让内蒙古旅游享誉国内外”的目标，这不
仅仅是对全区旅游业发展的响亮口号，更
是对各个地区和所有旅游职能部门提出
的总体要求。那么，请谈谈锡林郭勒盟在
今后的旅游业发展中，如何贯彻落实“两
会”精神，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巴依斯古楞：就在“两会”召开之
际，我采访到了锡林郭勒盟旅游局副局
长格日乐图。他认为，政府工作报告
中，关于全域旅游和四季旅游方面的阐
述激动人心。2017 年锡林郭勒盟旅游
业将按照全区域管理的发展目标，优化
旅游总体布局，推动旅游业改革创新，
丰富产品和服务供给，不断提升锡林郭
勒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实现全盟旅
游业的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以建成国
内外知名旅游目的地为目标，努力打造
全国重要的休闲旅游胜地。

锡林郭勒：让“冷”资源焕发“热”效应
主持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出，加快发展全域旅游、四季旅游，
实施“旅游+”战略。下面，我们连线
在磴口县采访的本报记者韩继旺，请
他谈谈磴口县是如何谋篇布局的。

韩继旺：这段时间，巴彦淖尔市
河套冬季文化旅游节可谓好戏连台，
7 个旗县区相继推出 30 多项具有冬
季特色的民族文化旅游项目，为寒冷
的冬季增添了无限乐趣和热度。1 月
14 日，历时一个多月的磴口县第二届
冰雪民俗活动在金马湖国际垂钓中心
开幕。磴口县委副书记、县长樊文表
示，今后将以黄河三盛公国家水利风
景区为核心，整合周边的南湖湿地、万
亩葵园、地质博物馆等景点，规划实施
黄河渔村、黄河观光楼、穿沙越野等项
目，打造沿河一线功能完备的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积极帮助纳林湖完善景

区基础设施，并结合规划实施的窳浑
古城建设项目，打造集水上乐园、沙雕
文化、休闲农业、健康养生为一体的沿
沙一线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依托大
漠穿沙旅游景区，精心打造一批个性
化、可订制的沙漠体验项目，同时实施
阿贵庙、鸡鹿塞、阴山岩刻保护工程，
创建沿山一线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打响“百湖之乡、魅力磴口”旅游品牌。

主持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
“推进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提升旅游
品味和内涵”，当地旅游企业对此有何
新的期待和打算？

韩继旺：据磴口县金马湖国际垂
钓中心董事长袁兴虎介绍，景区一年
四季游客不断，2016 年纯利润达到
80 多万元。今年打算继续投资完善
配套设施，提升文化内涵，吸引更多的
游客前来泛舟垂钓，品尝特产美味。

磴口：打响魅力磴口旅游品牌

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 让内蒙古旅游享誉世界

面对新常态，老路子行不通又走不远，唯有敢闯敢拼敢创新，才能变挑
战为机遇，推动发展迈上新台阶。

新兴产业增速明显快于工业平均增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
展⋯⋯如今的内蒙古大地，到处涌动着创新创业的春潮，祖国北疆绽放出
活力迸发的新面貌。梳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无处不体现着创新的澎湃
激情，蕴含着创新的无畏勇气，闪烁着创新的思想火花。

今年两会上，如何运用创新思维振兴实体经济、发展旅游产业、提高城
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敢闯敢拼敢创新

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首套全
断面掘进系统在神州矿区工业性
实验成功，标志着我国煤炭采掘技
术向国际化迈出一大步。创新驱
动的强大引擎，正在你我身边悄然
创造奇迹。

新常态下，靠什么推动我区工
业迈向中高端、促进经济平稳健康
发展？内蒙古给出的答案坚定有
力：全面落实中央关于振兴实体经
济的部署，坚持创新驱动，坚持调
整存量和做优增量并举，加快工业
转型升级。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必须处
理好新与旧的关系。没有夕阳产
业，只有夕阳思维。一方面，用

新技术新业态全面改造提升传统
产 业 ， 延 伸 产 业 链 ， 提 高 附 加
值，“老产业”也能够焕发新活
力 。 另 一 方 面 ， 大 力 发 展 新 能
源 、 新 材 料 、 大 数 据 、 节 能 环
保、高端装备、生物科技、蒙中
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
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让新兴产业
成为拉动我区工业发展的生力军。

科技创新是创新驱动的核心
力量。从科技成果转化、科技创新
投入、科技体制改革等多方面鼓励
创新、助力创新，让全社会的创造
活力澎湃奔涌，让各行各业的创新
人才脱颖而出，就一定能催生更多
的内蒙古奇迹。

“创”出更多内蒙古奇迹
白江宏

壮美的草原风景、诱人的察
尔森湖冬捕、刺激的阿尔山滑雪
场⋯⋯越“冷”越“热”，各季各
景、景景都美，已成为了内蒙古
旅游的新常态。在今年的自治区
两会上，全域旅游、四季旅游，
实施“旅游+”战略等话题的热度
高涨。

众 所 周 知 ，打 牌 要 想 赢 得 胜
利，必须打好关键的几张牌。近几
年，我区旅游新业态发展迅速，节
庆旅游活动丰富多彩，四季旅游产
品花样繁多，很大程度得益于打出
了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创新发展
这几张关键的好牌。

新的一年，新的起点。新环境
下对内蒙古旅游发展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我们必须顺应全域旅游发
展趋势，继续创新思维、主动作为，
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旅游业规划、
建设和管理全过程，让文化与旅游
融合发展，提升旅游品位和内涵，
提高旅游管理服务水平，实施专业
化、精准化营销。

形成全要素、全产业链旅游发
展模式，并使其成为投资的重点、
消费的热点、开放的亮点，就能把
资源优势变为产业优势，让壮美内
蒙古成为聚宝盆，为我区经济行稳
致远加油给力。

让壮美内蒙古成为聚宝盆
安华祎

Q：咱内蒙古的大数据产业到底有多牛？
A：在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报告、自治区

党委十届二次全会公报和这次的政府工作报
告中，“大数据”都是高频词。2016年10月8
日，内蒙古正式获批成为国家大数据综合实
验区，目前已经形成了以呼和浩特为中心的
大数据产业发展聚集区，全区大型数据中心
服务器装机能力达到70万台，国家三大电信
运营商、阿里巴巴、华为、腾讯、百度、浪潮、京
东等一批国内外知名互联网、云计算企业都
已经入驻，国家卫生计生委基层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等全国大数据试点顺利实施，全区各
地在智慧城市、电子商务、信息惠民、乳业草
业等领域开展了大数据深度应用。2016年
11月7日，在北京举办的内蒙古大数据产业
推介大会上，咱们签回来了93个项目，引来
了508亿投资。牛不牛？

Q：牛！然而，这和普通人有多大关系？
大数据产业对我们的生活有啥影响？

A：未来，大数据将跟公路、自来水、电一
样成为社会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大数据时
代，人们可以长期监测自身健康数据，“预防”
比“治疗”变得更为重要；大数据时代，可以有
效协助公安部门提供公共安全服务；大数据
时代，只要你上网，使用社交产品，你肯定能
找到符合自己喜好的产品商品；大数据时代，
可以通过建立统一的数据平台调控生产粮食
蔬菜还有肉蛋白。大数据时代带来的变化，
三天三夜也唠不完呐！

Q：哇，不得了哎！听说现在内蒙古在大
数据产业扶持方面的优惠政策也很诱人？

A：没错！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在关

于2017年工作的计划中特别提到，“建设中
国北方大数据中心和‘宽带内蒙古’，设立重
点产业发展基金，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
大数据、节能环保、高端装备、生物科技、蒙中
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新的经济
增长点。”目前，内蒙古已经制定出台了《内蒙
古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内
蒙古自治区促进大数据发展应用的若干政
策》，用3到5年时间建设“中国北方大数据中
心、丝绸之路数据港、数据政府先试区、产业
融合发展引导区、世界级大数据产业基地”。
从基础设施建设、数据中心开放、资源开发应
用、企业落地鼓励、企业运营扶持、科技研发
支持、企业融资扶持、人才引进培养等8大方
面，对大数据产业发展提供支持。听小编这
么给你表了一番，是不是觉得内蒙古的大数
据产业真的不一般！没错，就像李纪恒书记
说的：发展大数据、云计算，众里寻它千百度，
蓦然回首，最佳就在内蒙古！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赵文萃)

内蒙古大数据产业到底有多“大”？

关注两会

1 月 15 日，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锡林北路街道办事处车站西街社区居民
正在社区活动室阅读《内蒙古日报》上刊发的两会报道。随着自治区两会
的召开，越来越多的市民通过报纸、网络、电视来关注两会。社区居民武俊
梅告诉记者：“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我相信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
们的生活会更加美好。”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