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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记者 姜洁
新华社记者 姜潇

闽北的春，雨一直下。青翠峻峭
的武夷山脉之间，逶迤绵延着的三条
溪流在南平汇聚成为闽江，波涛汹涌
一路向海，滋养着“八山一水一田”的
八闽大地。今年的雨季来得特别的
早，淅淅沥沥、时断时续。

3月 18 日，周六，晚 7时许，一辆
略显陈旧的小轿车行驶在长深高速
公路上，大雨如注。“路上下大雨了，
估计晚到一会儿，请大家准备 8点半
开会。”后座上的一位中年男子刚刚
挂掉电话，意外发生——车辆突然失
控侧滑，撞上了右侧的防护栏，中年
男子在猛烈的撞击中被甩出车身，重
重地砸向了金属护栏。救护车迅速
赶到，然而一切为时已晚。

“天妒英才！”噩耗传出，八闽含
悲。廖俊波，这位 2015 年获得习近
平总书记接见的全国优秀县委书记，
如今担任南平市委常委、副市长和武
夷新区党工委书记，才 48 岁！就这
么离开了爱他和他深爱着的闽邦乡
亲。

那个脸上总是洋溢着微笑、一身
干劲似乎永远使不完的廖俊波走了；
那个总和老百姓打成一片、身影永远
在工地和田间闪现的廖俊波走了；那
个誓言改变山区落后面貌、让百姓过
上幸福生活的廖俊波走了。

3 月 24 日，是廖俊波出殡的日
子。他家楼下的路上，送别的人群将
前后数十里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遗
体告别仪式上，来自美国、菲律宾、香
港、北京、福州等各地的哀悼者络绎
不绝。在他离开将近一个月之后，怀
念他的声音依然此起彼伏：

“我至今不相信他真的走了！”
“都说焦裕禄是好干部，我觉得他就
是当代的焦裕禄！”……采访中，几乎
相同的话从不同的人口中说出，每个
人提起他都忍不住红了眼眶、流下热
泪。

“小桥一滑天地悲，痛断肝肠武
夷泣”“壮志未酬英魂散，音容宛在断
人肠”“俊才为民屡建功，品正德高志
如松”……各大网站和微信上迅速卷
起了一股悼念廖俊波的风潮，悼念的
评论和诗句寄托着与他相识或不相
识的人们的哀思。“我是第 75067 位
来悼念廖俊波的网友……”南平某微
信公众号自发制作的悼念廖俊波的
链接，仅5个小时点击量就突破10万
人次，截至 3 月 25 日点击量已超过
41万人次。

廖俊波给自己的微信昵称取名
为“樵夫”。这个看似相貌普通的“砍
柴人”，到底拥有着怎样的魔力，竟如
此令人念念不忘，如此深得人心，如
此声名远扬？

创业的魔力：
他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大变样

“他就像个画家，在一张白纸上
能画出美不胜收的图画；他就像个魔
术师，总能在困境中拿出令人意想不
到的新招；他像个救火队长，哪里有
急 难 险 重 任 务 ，哪 里 就 有 他 的 身
影。”——这就是廖俊波特有的创业
魔力，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大变样。

1998年，廖俊波任邵武市拿口镇
党委副书记、镇长，摆在他面前的第
一个任务就是百年不遇特大洪灾的
灾后重建。他挨家挨户探访情况，很
快就把受灾的几百户都走了个遍。
农民吴炳贤盖新房时不小心砸伤了
腿，眼睁睁看着别人盖房干着急。廖
俊波得知后，多次上门看望，并帮他
出钱请人代建房。1999 年春节，吴
炳贤在内的 500 多户居民在新房里
高高兴兴地过上了新年。

“拿口镇到朱坊村的水泥路，直
接受益的群众差不多有 1.3 万人，占
全镇人口近一半，竣工时几百名群众
自发敲锣打鼓给镇政府送匾。”时任
拿口镇党委书记熊贻荣至今记忆犹
新。

在邵武市任副市长期间，他创造
性地提出建设专业化产业平台，新建
了占地 26平方公里的省级循环经济
园区，规模工业产值三年翻了近一
番；他先后化解原国有企业不良债务
1.3 亿元，盘活工业用地近 200 亩，为
13家担保企业解除了债务链。

在南平市政府副秘书长任上，城
区地质灾害防治、配电站房整治、夏
道山后村用地纠纷、马坑路锦达房地
产项目历史遗留土地证办理问题等
一个个硬骨头被他成功啃下。

2007年，廖俊波走马上任荣华山
产业组团管委会主任，赤手空拳赴浦
城县负责筹建工作，一起赴任的只有
副主任刘晖明和司机。面对一片待
开发的山包，没有规划，他找规划单
位来做规划设计；没有土地，他与浦
城县委县政府沟通协调征地拆迁；没
有基础设施，他带领大家建路、挖沟、
排水；为了招商引资，他四年间驱车
36 万公里，常年奔波在浙江、广东等
地。四年间，完成征地 7000多亩，招
商引资签约项目 51 个，开工项目 23
个，总投资 28.03 亿元。浦城人惊呆
了，直呼廖俊波创造了奇迹！

曾几何时，政和县没有高速公
路，没有市民广场，没有文化中心，没
有像样的桥梁，甚至没有红绿灯、斑
马线。2011 年 6 月至 2016 年 4 月，
廖俊波担任县委书记期间，将政和县
城的城镇化率从 31%提高到 46%，迎
宾大道建起来了，主街改造好了，政
和广场、文化中心投入使用了，9 座
市政桥梁竣工了，宁武、松建高速公
路通车了！25 年高考没有人考上北
大清华的历史结束了，过去连想都不
敢想的工业园区已经开发完毕 3600
亩了！

“家乡变样了！”那时候，从政和
出去打工回家的人一下高速便要下
车仔细观望，感叹家乡的模样焕然一
新。

凝聚人心的魔力：
他总能让人变“要我干”为“我要

干”
认识廖俊波的人都说他有一种

特别的亲和力——从不发火，没有领
导的架子，对年长的永远称呼“老兄”

“大姐”，对年轻人也像朋友一样平等
对待。“他就像阳光一样温暖和善，从
不以怒生威、以官压人，他真的是春
风化雨、以诚化人。”曾经与廖俊波共
事的顺昌县县长余向红说。

2011 年 6月，廖俊波任政和县委
书记，当时的政和县被人戏称为“省
尾”，经济发展各项指标长期居全省
末位。“当官当到政和，洗澡洗到黄
河。”当时的政和老百姓编了这么一
句谚语，形容到政和当干部是件“倒
霉”的事儿。

廖俊波不这么想，他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组织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调
研。“政和的夏天炙烤难耐，手臂晒脱
皮，身上起疹子……”时任政和县县
长黄爱华对那次调研仍记忆深刻，

“廖书记带着大家下乡村、进厂矿、访
社区，我也是第一次这么深入地了解
政和。”

经过深入调研，廖俊波感到，由
于早年县里发生过县委书记腐败窝
案，干部群众信心不足、状态不佳。

“把人心聚拢起来，把信心提振起来，
政和才有可能发展。”廖俊波组织全
县副科级以上单位负责人，开了三天
的发展务虚会，统一思想、凝聚共识。

“政和只能有一个声音，就是政

和好声音；政和只能有一个目标，就
是一切为了政和的光荣与梦想。”廖
俊波提出，政和发展必须扬长避短，
走特色化、差异化的路子，在抓好现
代农业的基础上，致力于突破工业、
城市、旅游、回归等“四大经济”。

干事创业首先靠人，廖俊波“三
顾茅庐”的故事一个接着一个。他打
破班子分工，县四套班子捆绑运作，
先后成立了城市经济发展、茶产业发
展、工业平台建设等 11 个分线工作
项目组。时任县政协副主席的刘斌
原想“退居二线”，没想到廖俊波几次
找他谈话，希望他任项目组组长。“我
的心被他焐热了，感觉自己焕发了第
二春。”

许绍卫，时任县人大副主任。廖
俊波先后三次登门拜访，请他兼任县
城驻地的熊山街道党工委书记。“廖
书记再三动员，见我说自己年龄大
了、头发白了，第二天就送了一盒染
发剂给我。”

以诚待人、以情动人、以心交人，
这就是廖俊波让身边人变“要我干”
为“我要干”的秘诀！功夫不负有心
人，2012 年政和县域经济发展指数
提 升 35 位 ，上 升 幅 度 全 省 最 大 ；
2013－2015 年县域经济蝉联全省发
展十佳；全县财政总收入从 2011 年
的 1.6 亿元上升到 2016 年的 4.5 亿
元，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爱民的魔力：
他像群众的亲人，处处为群众着

想
在政和县城关渡头洋居住的张

承富老人家门口，贴着一幅对联：“当
官能为民着想，凝聚民心国家强”，横
批是“俊波你好”。这位 71岁的老人
家门口是一条河，附近住户一直筹划
自建一条栈道以便出行，但因为资金
问题迟迟未能如愿。2015年 5月，老
人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找到了廖俊波，
他当场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并
将修栈道列为民心工程。2016 年 6
月，栈道终于修通了，老人写下了这
副对联，贴上就再也没揭下。

找廖俊波帮忙的群众数不胜数，
他每一次都不厌其烦、帮忙到底。刁
桂华是一家食品饮料企业负责人，
2011 年交纳了土地出让保证金后不
久，被外地有关部门非法拘禁，等到
恢复人身自由时，交纳土地金的时限
已过，需要交纳一大笔滞纳金。她走
上了漫漫信访路，直到 2015 年底遇
上接访的廖俊波，终于看到了一线希
望。“廖市长的声音特别温暖，多次利
用周末时间向我了解情况。”2016 年

“五一”假期，廖俊波冒着大雨，打出
租车过来察看被泥石流掩埋的旧厂
房，浑身淋透了。很快，廖俊波帮她
拿到了新拍土地的使用证，在他去世
前不久，还一直在过问开工许可证拿
到了没有。

在廖俊波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一
位名叫陈艳的女士专程从泉州赶来，
连声说“廖叔叔是我的恩人”。1999
年，家住拿口镇朱坊村的陈艳因为家
庭贫困，初中毕业后尽管考上了中
专，却不得不辍学去镇里的竹筷厂打
工。廖俊波调研来到她家，很坚定地
告诉她，“知识改变命运，再难也要读
书，我来资助你！”此后三年寒暑假，
陈艳都会收到廖叔叔 2000 多元的红
包。凭着资助，她顺利从泉州经贸学
院毕业，工作后又继续读夜大，考了
中级会计师，现在泉州一家房地产公
司任财务经理。“廖叔叔改变了我的
命运，如果不是他，我可能现在就是
个打工妹，生几个孩子，在家种田。
他教导我不断学习进步，这份恩情我
永生难忘。”看着廖俊波的遗像，陈艳
泣不成声。

2012 年 11 月 8 日，政和县石屯

镇中心小学一名三年级学生将家里
的工业用蓖麻子带到班级，跟同学说
是神药，吃下后会有神功，导致全班
20 多名学生中毒。廖俊波得知此事
后，立即派人将 8名重症患者送到南
平市第一医院抢救。为避免有的孩
子不敢讲真话误服后症状不明显耽
误救治，他带着班主任和村干部挨家
挨户询问孩子状况，当晚一直跑到深
夜 11 点多，将全年级 100 多号学生
全部排查了一遍才放下心来。此次
事件，所有学生均得到及时救治，没
有留下任何后遗症。事后，学生家长
给南平市第一医院、县教育局和县政
府送去了感谢的锦旗。他们却不知
道，廖俊波为了他们的孩子，整整几
夜都没有睡好觉。

廖俊波经常对身边的干部讲，
“群众遇到困难来找我们的时候，一
定要换位思考，想想如果我们站在他
们的位置上该怎么办，这时候你就一
定会尽心尽力帮他们去办事。”他是
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扶贫的魔力：
赚钱的事让群众干，不赚钱的事

让党委政府干
政和经济基础薄弱远近闻名，也

因此成为福建历任省长固定的帮扶
县。习近平总书记在任福建省长期
间，曾三次到政和调研。2000 年 9
月，习近平同志在政和县调研时指
出，希望山区县的同志们发扬愚公移
山、滴水穿石的精神，实实在在地发
展山区特色经济。如何让山区群众
脱贫，一直是廖俊波心头的一件大
事。为让群众过上好日子，廖俊波开
动脑筋，想出不少新招。

政和县石屯镇石圳村，如今是远
近闻名的“美丽乡村”、白茶小圳，最
多的时候一天接待游客超万人次。
看着古朴的民居、潺潺的流水、幽香
的茶社，很难想象在四年前，这里还
是一个出了名的“垃圾村”，村里的河
沟淤积了近三十年的垃圾无人清理，
年轻人都外出打工，除了本村留守的
老人儿童，外村人都不愿踏进村里。

廖俊波当县委书记后，听说石圳
村的十个妇女成立了村巾帼理事会
义务清理垃圾，专程到村里走访。他
鼓励她们不仅要整理卫生，还要恢复
村容村貌，申报美丽乡村，想办法搞
旅游项目。巾帼理事会会长袁云机
记得，那时每个月廖俊波都要到村里
来三四趟，问她最近有什么想法，遇
到什么困难，有没有需要他帮助解决
的。“赚钱的事你们来干，不赚钱的事
让我们来干”，廖俊波常把这句话挂
在嘴上。在他的帮助下，水、电、桥、
路灯等基础设施逐步完善，石圳村发
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有 100多名村
民回到本村从事旅游等相关产业，村
民人均收入翻了几番，村里的老人们
都说日子好得“像是掉进了蜜罐里”。

铁山镇东涧村在 2013 年的时候
人均年收入仅 5000 元，村里 900 多
口人中有三分之一外出打工。2012
年 10 月，廖俊波来到村里和村民们
座谈，帮他们想办法增收。“能不能流
转土地，搞花卉种植？”看到村民们渴
望的眼神，廖俊波主动找到一家花卉
种植基地负责人周胜，邀请他落户东
涧村，发展了 400 多亩的花卉基地，
带动了本村 50 多人的就业。如今，
这个村有 5家企业落户，村民的人均
年收入已达1万多元。

外屯乡洋屯莲子合作社负责人
许仁寿 2010 年创办合作社时，怎么
也没想到，三年不到的时间，合作社
种植莲子的规模居然从 100 亩扩大
到了 2700 亩。“多亏了廖书记帮我们
出主意，办理了小额金融贷款，我们
的莲子合作社才能逐年不断扩大规
模。”2014 年，合作社由于周转资金

短缺，找到银行却因承包的土地无法
抵押贷不了款。在廖俊波到外屯乡
调研时，许仁寿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提
出了贷款的难题。廖俊波立即找县
邮储银行等多个部门商讨，由县财政
将扶贫贴息的 350 万元作为风险保
证金，帮助他们开通了小额金融贷款
项目。

“亲”“清”的魔力：
他为企业家排忧解难，却始终严

守廉洁底线
“一个企业落地需要千百个理

由，不落地只要一个理由。”为了让企
业落户闽北山区，廖俊波担任政和县
委书记期间，实施审批流程再造，在
全省首创“并审联批”制度，将所有与
项目落地相关的审批部门联合组成

“并审联批工作组”，自己任组长，亲
自过问审批过程中的每一个难点，使
审批效率大大提升。在服务入园企
业方面，廖俊波提倡“两不见面”（企
业不必与审批部门见面、不必与征地
农民见面），由园区管委会提供全程
服务。大胆的创新与周到的服务，换
来了“洼地效应”，来自浙江和邻近福
安的一批企业相继在政和县落地。
一位浙江客商在园区建厂后，又动员
哥哥和弟弟到园区来办企业。就连
远在江苏的一个市，也组团到园区来
考察取经。

在武夷新区，廖俊波推出了“派
单综合审批包”制度，每季度召开企
业家座谈会，将企业提出需要解决的

“问题包”，列成明细表，派单给有关
部门，有关部门则给出解决问题时
限。南平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张东贵十分感慨的是，武夷新区闽
铝轻量化车厢生产项目仅 69天就建
成投产，而这个项目在其他城市可能
需要一年才能够完成。施工中，廖俊
波几乎天天下班后到要去项目上察
看进度。有一天，他发现焊接钢架的
电焊工不够用，有可能会影响工期，
就赶紧打电话给有关部门，从全市范
围内借用了十多名电焊工，推动了项
目提速提效。

“我们的目标是企业家手指轻
轻 一 点 ，剩 下 的 都 可 以 由 园 区 代
办。”服务企业尽心竭力，但廖俊波
始终坚持“亲”“清”二字，严守廉洁
底线。南平市政府办工作人员吴慧
强记得，有的客商会提着东西去找
廖俊波，但他从不收下。“你来找我，
我把你当成朋友；现在你提着东西
来看我，我要是收下，我们就不是朋
友关系而是利益关系，你这么做是
把我们的关系看轻了，这么做不仅
是侮辱你自己也是侮辱了我。”就在
他去世前不久，有一个外地客商拎
了一盒海产品过来，廖俊波一直追
到电梯口，坚决退回。

“这么多年，从拿口、邵武、荣华
山、政和再到武夷新区，他一直分管
或主管工业园区，经手无数项目，但
是从来没有听说他为哪个项目谋过
私利。”与廖俊波认识多年的詹树强
说，“他刚到政和就对我说，咱们是老
乡，如果有人通过你找我吃饭，你千
万不要叫我。”

“我在政和期间，任何人打着我
的旗号去办私事，你们都不要理。”廖
俊波一到政和就放下狠话。一个从
小一起长大的玩伴想请他帮自己办
事，廖俊波严词拒绝；对方又请廖俊
波的父亲说情，还是被廖俊波回绝
了。

快乐的魔力：
他始终笑对人生，给人们带来正

能量
和廖俊波相处过的人都说，他有

一种特别的魔力，能够给别人带来快
乐，他总是挂着招牌式的微笑，直到
生命结束的一刻依然如此。

他把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每天
的日程从早安排到晚，只睡三四个小
时。就是这样，他也总是说说笑笑，
浑然不觉得苦和累。每当有人劝他：

“廖市长，要注意身体，不要太累啊！”
他就立刻做出一副振奋精神的样子
答道：“我不累，工作是快乐的哟！”

“廖市长是一个非常乐观、幽默
的人，你们千万不要把他写成一个工
作狂。”尽管在许多人的叙述中，他的
故事几乎除了工作、工作还是工作，
但他们依然认为他很快乐，“这种快
乐是发自内心的，他真的把工作当成
了一种爱好，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当成自己毕生追求的事业。”

曾任政和县委办主任的叶金星
记得，在政和县陪廖俊波加班时，有
时大家觉得很累了，廖书记就会说，
我唱首歌给大家听。经常唱的一首
就是《蜗牛与黄鹂鸟》，大家听着听
着，也就不累了。

他的妻子林莉说，他是一个特别
浪漫的人，虽然很久才能见面一次，
但每逢她的生日总会有惊喜，还会和
女儿一起营造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

廖俊波被中央组织部评为“全国
优秀县委书记”后，全家人都为他感
到高兴。廖俊波高兴的同时，也深知
责任和压力更大，他对妻子林莉说：

“组织上给了这么高的荣誉，除了更
加努力工作，没有其他办法报答组织
的恩情。”

“那就像你自己说得那样，更加
努力地去干事，在干事中体验快乐
吧。”林莉说。

他的女儿说，他虽然在家庭三人
组的微信群里几乎不怎么说话，但她
说过的话他都记在心上，小时候她想
养蚕、养兔子，每次都是说完没多久
爸爸就会买回来。“你知道为什么飞
机会在天上飞吗？因为星星会一闪
一闪。”女儿至今还记得爸爸逗他的
时候模仿飞机的姿势。

连他的微信头像，都是一张由云
朵组成的笑脸，在蓝天中绽放着微
笑。

这个自称“樵夫”的“砍柴人”，兢
兢业业、不知疲倦地一直忙碌到生命
的最后一刻。如今，他突然走了，却
带不走人们对他的怀念。这些天，他
们仍在一遍遍呼喊着他。

妹妹俊芳在喊：哥，我买给你的
新衣服还没来得及给你呀，快醒来
吧！

同事张颖在喊：廖副，你托我买
的新书《差距》已经买到了，你怎么不
来取呢！

退休干部汤文池在喊：廖书记，
你答应等鲤鱼山庄开业了来请老伙
计们一起钓鱼吃饭的呢，不能食言
啊！

来自葡萄牙的海源新材料有限
公司员工米兰达在喊：廖先生，你前
些天不是说要邀请我的孩子来武夷
新区上国际学校吗，你忘了吗？

石圳村巾帼理事会的十个妇女
在喊：廖书记，你答应有空再回石圳
看我们的，村里又有新变化哟！

在盖新厂房的刁桂华在喊：廖市
长，你答应等我的新厂房开工后，要
舀一瓢热热的麦芽汁给你尝，你快来
呀！

……
汇集着闽北大地涓涓细流的闽

江一路向南，汇入大海。孜孜不倦的
“樵夫”累了，他放下了斧头，收起了
魔法，化作一朵俊美的浪花，折射着
太阳的光芒。廖俊波走了，但他的精
神仍旧在激励着每一位共产党人，像
他一样百折不挠、勤勉不倦，永远为
着光荣与梦想不懈地继续奋斗。

（新华社北京4月 14日电）

“ 樵 夫 ”的 魔 力
——追记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廖俊波

传说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打翻了
太上老君的炼丹炉，散落的星火引发
了火山喷发。太上老君不想火山危
害人间，于是来到凡间，在收回散落
星火之时，发现了一味难得的济世良
药地茭茭花，就把炼丹炉搬到人间，
潜心炼起仙丹。这就是内蒙古高原
乌兰哈达草原火山群的传说。

乌兰哈达活火山群，现在也称乌
兰哈达地质公园，位于内蒙古中部，
阴山东麓，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
苏木境内。这里夏季平均气温18摄
氏度，有着“避暑之都”的美誉。蒙语
乌兰哈达，意为红色的山峰，因有“红
润山石”而得名。这里的火山与草原
相依相恋，相伴至今，来过的人说这
里有最震撼最动人的美，《中国国家
地理》杂志更是用这里的迷人风光作
为封面图片，落题“低调的高品质火
山景观”，展示出乌兰哈达草原火山

群内敛大气的独特气质。
乌兰哈达火山拥有星际般的迷

人风光。游人环过火山堰塞湖后，渐
行入火山熔岩风光，犹如展开了一场
星际之旅，光影投射于连绵起伏的茫
茫绿野，低矮处是数十种各色野花簇
拥，湖边日出、火山日落，是公认的

“摄影圣地”，春之萌动，夏之浓烈，秋
之斑斓，冬之肃穆……在摄影家眼
中，这里无一日不美，无需技巧或光
线，随时按下快门，都是一副极致曼
妙的风景照。

向远处望去，一座座乌兰哈达火
山比富士山更静美壮观。蓝天、白
云、碧草、红石、苍鹰、牛羊，一幅诗意
多彩的画卷在祖国正北方的广袤大
地上舒展开来，苍茫而隽永，旖旎而
辽远，俊美而神奇，确是一处繁华又
不失幽静的人间天堂。漫步在此，尽
可呼吸清新的空气，欣赏独特的美

景，体验蒙古族的古朴民俗，追忆马
背民族的悠悠文化，对话大自然的无
限美好，人生的惬意莫过于此。

在乌兰哈达火山群的西南方向，
生长着一棵远近闻名的千年古榆。
俗话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树活百年
不算奇。但是，树活千年，便一定有
它的神奇之处吧。我更愿意相信，这
棵千年古榆是乌兰哈达草原火山的
守护神，这片美丽的土地经过千百年
的历史积淀，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
相辉映，处处散发出强烈的北方民族
和察哈尔元素，是内蒙古草原文化不
可或缺的宝地。

4月28日起，呼和浩特铁路局将
开行呼和浩特至二连浩特“口岸号”
旅游列车，带您观火山、出国门、看恐
龙、游草原、泡温泉，畅游内蒙古壮美
风光，追忆大草原丝路文化。

（何珊）

壮美的草原活火山群
——凡间的天宫炼丹炉

浙江沧海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编号：3302120080973）；合同章一枚（编号：
330212008300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2017 年一季度，我区实际利用
外 资 16836 万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122.6%。新批外资企业7家，中外合
资企业4家，外资企业3家。投资总
额1000万美元以上企业3家。

从国别来看，外商投资主要来自
香港、新加坡、韩国和投资性公司投
资；从资金到位情况看，到位资金主
要集中在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和
锡林郭勒盟；从外商投资行业来看，
主要集中在畜牧业、采矿业、制造业
和服务业。

一季度我区利用外资之所以能
够实现大幅增长，与当前全区商务系
统正在开展的盯紧大项目全程做好
服务保障有很大关系。按照自治区

商务厅的工作部署，投资总额1000
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主要由商务厅
本级搞好全程服务，500万美元以上
项目由盟市商务主管部门搞好服
务。在这一机制指导下，自治区商务
厅积极主动谋项目对接、畅通渠道搞
服务保障、多措并举促企业落地，收
到较好效果。2016年，华润电力拟
与京能集团合作在我区投资设立华
润电力（锡林郭勒）有限公司，投资总
额62亿人民币，但在手续办理过程
中出现问题。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商
务厅迅速派员赴商务部积极协调设
立审批有关事宜，成功促成项目建成
投产。继2016年到位 1.5亿美元的
基础上，今年第一季度实际到位外资

5828万美元，占第一季度我区实际
使用外资金额的 34.6%。作为香港
中华煤气在我区投资的子公司，香港
易高煤化科技有限公司在我区的投
资活动也受到商务厅的高度重视。
今年第一季度，中华煤气全资子公司
内蒙古易高煤化科技有限公司在我
区实际投资2181.45万美元，占我区
实际吸收外资总额的13%。

一季度我区利用外资同比增长1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