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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戴宏

日月开新元，天地又一春，内蒙古站在新的发展节点上。
今年是自治区改革发展进程中的关键一年，政府工作

报告中，一项项主要预期目标催人奋进，这些指标的确立经
过统筹考虑、综合权衡，其中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引人关注
——有利于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严峻、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
挑战，内蒙古转换发展动能，打造新引擎、构建新支撑的勇
气和决心由此可见一斑。

盘点 2016 年的全区经济运行，一个结论格外醒目：内
蒙古在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中，收获了经济运行稳中
有进的累累硕果。

煤炭、火电、化工行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下
降 1.6 个百分点，新兴产业增速明显快于工业平均增速，服
务业比重提高 2 个百分点⋯⋯

产业结构，攸关前途命运。
站在 2017 年的新起点，对于着力转变发展方式的内蒙

古来说，推进产业结构性调整仍是不二的主攻方向。自治
区第十次党代会提出，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培育打造战略性
新兴产业，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传统产业是指近年
来支撑我区经济高速增长的能源、化工、冶金、建材、装备制
造、农畜产品加工等传统优势产业，这些产业近年来发展受

到一定制约，亟待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新能源、
新材料、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大数据云计算、生物技术、蒙
中医药等引导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产业，也是我区培育经
济新增长点的主要着力点。

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坚持调整存量和做优增量并举，改
造提升传统产业、做大做强新兴产业，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推动工业迈向中高端。

自治区政协委员、呼和浩特市工商联主席李岳清认为，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是落实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重要手段，是培育产业竞争新优势的重要途径。随着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过去那种“三高一低”的粗放、外延式
发展方式已难以适应发展需要，更难以支撑经济中高速增
长。“这就要求我们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迈进，同时必须
加快培育新业态，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

自治区人大代表、锡林浩特市市长张锦明说，传统优
势产业是当前全区经济的“顶梁柱”和“主力军”，改造提升
传统优势产业，对于激发新活力、释放新动力、挖掘新潜力，
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要引导和鼓励企业加强自主创
新，提高科技含量和精细化水平，不断调优产品结构，积极
扩大优质产能；而做大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则是今后引领
全区发展的“火车头”和“新引擎”，是持续优化产业结构的
重要举措，要坚决实施创新驱动，在政策、金融、技术等方面
提供有力保障，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
装备等新兴产业实体。

自治区政协委员、内蒙古恒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樊小平说，结构调整、工业转型升级必须坚持创新驱动。
她认为，必须加强科技成果的推广运用，现在有一大批成果
在实验室、在高等院校，难以在工业领域转化推广。“要以企
业为主体，将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结合在一起，加强
科技成果在工业领域的应用，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
合，让企业的转型升级有科技创新作支撑。”

新思路、新谋划、新布局，内蒙古结构调整思路明晰
——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鼓励煤炭、电力、化工、冶金企业
实施战略重组，构建一体化竞争新优势。进一步提高煤炭
清洁利用水平，加快建设电力外送煤电基地。大力发展精
细化工，延伸钢铁、有色金属产业链，提高资源转化率和产
品附加值；

做大做强新兴产业。完善支持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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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在清洁能源、现代煤化工、有色金
属、高端装备、农畜产品加工等重点领域，开展技术攻关，加
快技术成果转化，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科技成
果转化推广体系。

行动改写命运 ，变革推动发展。各地区迅速把所有的
谋划体现在行动上。

自治区人大代表、自治区党委常委、包头市委书记张院
忠说，包头市要做大做强稀土产业，加快大数据应用中心建
设，积极发展商务会展、旅游和文化等现代服务业。

自治区人大代表、乌兰察布市代市长费东斌说，乌兰察
布市要全力培育发展新能源、石墨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壮大大数据、大旅游、大物流等现代服务业，打造经
济增长新引擎。

自治区人大代表、鄂尔多斯市代市长龚明珠说，鄂尔多
斯市产业转型升级要有新成效，大力发展云计算等新兴产
业，改造提升煤炭、能源化工、羊绒、陶瓷等传统优势产业，
促进文化产业与旅游、体育、信息等产业融合发展。

张锦明代表说，2017 年，锡林浩特市将加快实施特高
压外送通道和配套电源点建设，打造高度节水、环保的火电
集群，实现煤炭资源高效、绿色转化，持续扩大风能、太阳能
等清洁能源的开发规模，进一步优化能源结构。大力发展
粉煤灰及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产业，鼓励扶持新型建材进入
市场，打造风电装备制造全产业链，积极引进光伏组件、动
力电池、水处理滤膜等一大批高端装备制造项目，大幅提升
全市工业科技水平，增强核心竞争力。

“纷繁世事多元应，击鼓催征稳驭舟。”面向未来，内蒙
古将聚合万马奔腾的澎湃之力，坚持发挥优势和补齐短板
一起做、调整存量和做优增量同步抓，做好资源转化增值这
篇大文章，着力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
方向发展。

并网发电。 本报记者 金泉 摄

内蒙古新闻网

内蒙古客户端

□本报记者 杨凡

内蒙古是能源大省，能源产业的发展方
向事关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布局。薛昇旗
委员今年的提案是《做强做优做大自治区能
源产业 打造自治区能源投融资平台和综
合能源重点骨干企业》。

薛 昇 旗 委 员 表 示 ：“ 伴 随 着 新 一 轮 电
力体制改革的全面推开，新能源发电在能
源革命中的地位更加突出，这就需要能源
企业顺应形势，积极响应国家与自治区政
策 ，抓 住 新 一 轮 改 革 机 遇 ，主 动 推 进 市 场
化改革。紧扣‘建成自治区能源投融资平
台 、国 有 资 本 投 资 公 司 ’的 改 革 和 发 展 目
标 ，实 施‘ 同 心 多 元 、产 融 结 合 ’和‘ 走 出
去、国际化’两大发展战略，努力成为自治
区综合能源重点骨干企业，充当内蒙古能
源产业发展的推动者。”

薛昇旗委员告诉记者：“电力能源产业应
及早向上下游产业辐射延伸，形成‘煤电热气
用’一体化经营，‘煤电热油气水’多能互补、
相关业务补充的大格局。整合建立大能源，
发展金融业务，以产带融、以融助产、产融结
合，实现资产经营向资本投资的转型。”他建
议，在自治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应积极整
合区属能源资源产业，优化能源领域的资源
配置，打造能源领域投融资平台，推动区内国
有能源资本运行效率的提升，迅速做强做优
做大区属能源企业，为“十三五”时期我区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薛昇旗委员：

能源企业要主动
推进市场化改革

□本报记者 蔡冬梅

“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激发非公经济发展活
力、支持企业家安心创业的内容让我们很兴奋。自
治区党委、政府为非公有制经济的转型发展所做的
一切，使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也愿意竭尽所能，为
地区经济发展挑重担、作贡献。”来自鄂尔多斯羊绒
集团的自治区人大代表王臻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王臻说，山羊绒是我区的优质战略资源，也是名
副其实的传统优势产业和支柱型产业。经过30余年
的发展，我区羊绒产量占世界的40%、中国的70%，
内蒙古已经发展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山羊绒原料的主
产区，也是最大的山羊绒制品深加工和出口省区。

然而，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等种种原因，近年
来我区的羊绒产业深受重创。“长期以来，由于我区
羊绒原材料粗放经营、极度分散，一直没有形成标
准化，所以在国际市场上无定价权，这也成为了外
资企业在采购原绒议价时的突破口，最直接的后果
就是羊绒材料采购价格从过去的85万元/吨降低到
目前的50万元/吨。”说起这些，王臻感到忧心忡忡。

为此，王臻代表建议：继续加大在羊绒产业的
投入，坚持“深淘滩，低作堰”。对羊绒企业的贴息
储备等政策要长效执行、重点扶持，集中支持一
批运行状况良好、成长性比较强的大中企业特别
是全链条的深加工龙头企业，让优势企业在做大
做强做精后带动地区羊绒产业集群发展。

“我们提出了《国家羊绒优质优价试点机制方
案（羊绒产业振兴与创新发展）》，希望帮助与羊绒
产业相关的企业走出困境，稳定牧民经济收入，共
同推动我区羊绒产业走出低迷境地。”王臻代表说。

王臻代表：

推动我区羊绒产业
走出低迷境地

□本报记者 王连英

“近年来，我区通用航空事业发展取得了很
大进展，但在发展航空旅游上还处于起步阶段。
要加快发展航空旅游，就要加快通用机场建设和
支持通用航空公司发展。”政协委员李兰英说。

李兰英介绍，通用航空是使用民用航空器
从事公共航空运输以外的民用航空活动，包括
从事工业、农业、林业、渔业和建筑业的作业飞
行，医疗卫生、抢险救灾、气象探测、海洋监测、
科学实验、教育训练、文化体育等方面的飞行活
动，以及公务飞行、包机（租机）飞行、空中游览
等经营性载人飞行活动。

2016年5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
促进通用航空与旅游业结合，在适宜地区开展空
中游览活动；在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国家级风景名
胜区、重要体育产业基地等地区建设通用机场，促
进空中游览、航空体育、飞行培训等发展。“这为我
区发展航空旅游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也为我
区发展全域旅游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李兰英说。

李兰英建议，我区要加快通用机场建设，
重点抓好通用机场群的建设；要支持通用航空
公司发展，对于组建、引入、培育新的通用航空
企业，给予政策及资金扶持；具备一定基础条
件后，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加大促进通用航
空与旅游的融合力度，努力开拓通用航空观
光、旅游摆渡及飞行体验等消费类通用航空市
场，拓展通用航空服务范围，打造“航空+观
光”的优质航空旅游产品，让航空旅游火起来。

李兰英委员：

让航空旅游
火起来

□本报记者 章奎

今年两会，魏山虎委员带来的提案跟民办
教育有关。他说：“国家不久前修订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我们应当借修订
契机，促进我区民办教育健康快速发展，为我
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魏山虎认为，促进我区民办教育发展，应该
在实行差别化扶持政策的同时，重点在民办高
等教育招生计划、民办中小学师资扶持政策方
面予以支持，并充分落实各级各类民办学校办
学自主权。“提高办学质量、成就一批高水平民
办学校目标的实现，关键在教师。民办学校在
依法保障教职工工资、福利、社会保险费用的同
时，各级政府应予相应保险补贴。对于营利性
民办学校，在税赋确定上应有别于一般企业，享
受一定税收优惠政策。此外，政府应在用地、购
买服务、助学贷款、奖助学金等方面给予有力支
持。”魏山虎认为，可以将民办非营利性学校登
记为民办事业单位，民办学校教师在退休时享
有与公办学校教师同等待遇。

魏山虎建议，要切实制订优惠政策，发挥
政策导向作用，体现国家鼓励方向。一方面要
详细落实政府补贴、基金奖励、捐资激励等扶
持措施，另一方面要明确其与公办学校同等的
税收优惠及用地政策等。在基金奖励方面，要
大力体现政府的非营利导向，各级政府设立的
民办教育发展基金、项目资金，应大幅度向非
营利性民办学校倾斜，尤其应向民办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倾斜。

魏山虎委员：

以差别化扶持促进
民办教育健康发展

□本报记者 杨利伟

“推动工业迈向中高端，加快发展现代服
务业等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被赋予了
新的内容，尤其提出要申报、规划的和林格尔
国家级新区更是大手笔，随之呼和浩特必将
迎来史无前例的巨变。”自治区人大代表高
晓路说。

高晓路认为，在经济一体化时代，对于
欠发达的内蒙古来说，想要实现转型发展，
除了挖掘内部潜能，更应争取外部资源，尤
其是和林格尔国家级新区更应在吸引外部
资 源 上 下 足 功 夫 。“ 想 要 吸 引 外 部 资 源 ，外
部 对 我 们 的 印 象 就 十 分 重 要 ，这 就 体 现 了
互 联 网 思 维 中 的 用 户 导 向 思 维 。 目 前 ，在
许 多 区 外 商 家 心 目 中 ，呼 和 浩 特 的 产 业 定
位 基 本 上 还 是 牛 羊 肉、煤 炭 等“ 原 ”字 头 初
级产品、低附加值产业，而这就直接导致许
多大项目从一开始就不会考虑这里。”

“所以我觉得，欲转型、须转形，而这个
‘ 形 ’指 的 就 是 城 市 形 象 。”高 晓 路 认 为 ，自
治 区 在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的 过 程 中 ，首 先 需 要
改变每个“用户”心目中原始的产业定位形
象，这样才会吸引更多的外部投资，推动我
区实现经济的转型发展。

“建议成立专门机构，推出新的内蒙古系
统传播工程，抓住自治区十几年来蓄积的成
就点，利用自媒体时代传播特点，完成有史以
来最大的自治区城市形象飞跃，为更好地吸
引外部资源奠定基础。”高晓路说。

高晓路代表：

在吸引外部资源上
下足功夫

真言良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