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赤峰的优势在哪里？1NO.

如何优化营商环境，打造投资环境的
“碧水蓝天”？在“赤子峰会”的乡情通报
环节，先后发布的政务服务环境、人才服
务环境、金融服务环境和投资硬件环境建
设新举措、新目标，让乡友们眼前一亮，这
套优化营商环境的组合拳打出后，将形成
招商引资的强大磁场。

今年，赤峰市委、市政府下定决心当
好“店小二”，全力推进放管服改革。缩短
项目落地时限，做到申报材料、审批环节、
办理时间压缩三分之一；企业开办时间压
缩一半，建设项目审批时间压缩一半；压
缩企业登记注册审批时限，由原来承诺的
5 个工作日提速至 2 个工作日，让企业在
最短时间内获得准入资格；今后凡是具有
相应资质的中介机构，均可在市内开展中
介服务，逐步形成公平开放的中介服务市
场。

市里要全面清理各部门要求提供的
各类证明材料，推动相关部门之间信息互
认共享，尤其要在企业用工参保、工伤认
定、劳动仲裁等领域有所突破；实行公共
资源进场交易“零门槛”，推进政府采购网
上商城建设及应用，对商品及其价格全程
监控，实现“网下无交易，网上全公开”；由
政府建设统一的公共支付平台，实现多形
式、多途径支付缴费，为企业和群众办理

各项业务提供快捷、便利的服务；进一步
规范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降低收费标
准。

今 年 ，赤 峰 市 实 施 了“ 鸿 雁 引 才 计
划”，这项“人才新政”拿出真金白银，吸引
天南地北赤峰人返乡创新创业。在引进
人才生活安置方面，对引进的博士、国内

“双一流”高校硕士研究生、本科生分别给
予一次性安置费 30 万、10 万、3 万元，其
中，引进博士可以拎包入住免费的人才公
寓。鼓励大学生创业创新，对毕业 5 年内
的大学毕业生补贴不低于 1 万元的一次性
项目孵化资金，给予 50 万元担保贷款并全
额贴息。

在平台建设方面，对认定为国家级、
自治区级、市级的众创空间等创业平台，
分别给予 200 万、150 万、100 万元的奖补
资金；对自治区级院士专家工作站或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奖补 30 万元，对市级院
士专家工作站或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奖补
20 万元；对国家级、自治区级技能大师工
作室和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分别奖补 20
万、10 万元；在全市创办、领办科技型企
业，根据落地项目、出资额度大小和经济
效益，给予 300—500 万元奖补资金。同
时在科研支持、表彰激励等方面都制定了
相应的标准。

为了打造良好的金融环境，市里重金
奖励企业上市挂牌和设立金融机构。在
企业上市挂牌奖励上，注册地在赤峰的企
业实现国内上市，自治区和市两级政府给
予 3000 万元奖励；在境外上市的，两级政
府给予最高 3500 万元奖励。外埠企业将
注册地迁入赤峰市国贫旗县以后实现国
内上市的，给予合计 3400 万元奖励；外埠
上市公司通过并购赤峰市企业等方式将
注册地迁入赤峰的，一次性奖励 1500 万
元。在新三板上成功挂牌融资的企业，自
治区和市两级政府最高给予 160 万元的奖
励；在区域股权市场成功挂牌融资的企
业，两级政府最高给予 110 万元奖励。

积极鼓励新设金融机构。对新设立
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法人金融机
构，给予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的补助，信
托投资公司、金融资管公司、金融租赁公
司、期货公司法人金融机构，给予最高不
超过 100 万元的补助。对于基金管理公
司满足条件的，给予一次性落户奖励资金
100 万元，隶属于金融机构全国性总部的
金融配套服务机构等法人机构满足一定
条件的，给予一次性开办经费补助 300 万
元，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省级分行

（分公司）给予一次性开办经费补助 500
万元，银行市级分行给予一次性开办经费

补助 300 万元，证券公司市级分公司给予
一次性开办经费补助 100 万元。目前，赤
峰所打造的塞北金融小镇已成为新设金
融机构成长的沃土。小镇共有入驻企业
43 家，其中有色金属企业 10 家，金融、类
金融企业 33 家。有色金属交易额和管理
资产规模双双突破 200 亿元，类金融企业
实现利税 1200 万元。

优化软环境，改善硬环境。总规划占
地 129 平方公里的赤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是赤峰市的东部工业经济走廊。 为
了实现全市产业集中、集约、集聚发展，市
里制定了“飞地经济”政策，鼓励和支持全
市各旗县非资源性工业项目，包括招商引
资项目，到赤峰高新区落地实施。“飞地经
济”政策明确，企业注册、税务登记在旗县

（飞出地）办理，立项、环评、安评、规划选
址、配套服务等由赤峰高新区（飞入地）负
责。目前，园区的工业土地价格较低，每
亩 10 万元左右；马林园区规划建设的自备
热电联产项目一期建成后，年发电 49 亿
度，电价预计每千瓦时 0.40 元。眼下，园
区赤峰云铜 40 万吨铜冶炼项目和赤峰金
剑 40 万吨铜冶炼等一大批项目建设正如
火如荼，园区也即将进入国家级园区行
列，它将为赤峰的跨越崛起，挺起工业的
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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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翁牛特旗走出去的隆耀（北京）清
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张士芳感慨，

“原来从北京回家，得先绕道宁城，后来又
走茅荆坝一级公路，现在走高速公路，原
来开车 9 个小时的路程现在 4 个多小时就
到 了 ，我 们 亲 历 了 家 乡 交 通 条 件 的 巨
变。” 张士芳感受到家乡的区位交通优
势，只是赤峰众多优势之一。在“赤子峰
会”上的乡情通报环节，赤峰市委常委、副
市长郭玉峰说起“赤峰之最”如数家珍。

赤峰是全区距北京及出海口最近的
市。赤峰距北京、天津、沈阳等中心城市均
在 400 公里左右，距锦州港、秦皇岛港不足
300 公里，是内蒙古距出海口最近的地区。
赤峰已建成的高等级公路里程居自治区首
位。2020 年 7 月 1 日赤峰至京沈高铁连接
线建成通车后，将把赤峰到北京、沈阳的旅
途缩短至 117 分钟。已开通赤峰至北京、
天津、上海等 10 余条航线和旅游包机，形
成了立体便捷的空中交通网络。

赤 峰 是 全 国 优 良 景 型 最 多 的 地 级

市。赤峰境内有 87 种优质旅游景型，占全
国景型的 85%以上。赤峰拥有 5 张世界级
的文化旅游名片：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
世界农耕文化、阿旗草原游牧系统和敖汉
旗“全球环境 500 佳”。目前，赤峰正在集
中打造以克什克腾旗为核心的草原风光
观光游、以巴林左旗为核心的契丹辽文化
体验游、以翁牛特旗为核心的大漠风光极
限运动游、以宁城县和喀喇沁旗为核心的
休闲度假游、以中心城区为核心的近郊乡
村游、以敖汉旗为核心的史前文化研学游
6 张旅游王牌，全力打造中国草原自驾游
胜地和中国旅游强市。

赤峰是全国有色金属种类、储量最多
的 市 。 境 内 发 现 矿 产 70 余 种 ，矿 产 地
1200 余处，大型矿床 25 个，是中国有色金
属之乡。赤峰有色金属矿产的远景储量
和潜在价值可达 50000 亿元。目前全市
有色金属日采选能力达到 14 万吨，冶炼能
力达到 79 万吨，产品深加工 30 万吨，基本
形成了“采－选－冶－加”产业链条。马

林有色金属园区金剑、云铜项目达产后，
与林西富邦铜业形成赤峰百万级铜冶炼
能力，居长江以北第四位。

赤峰是全区“菜篮子”建设供应能力最
强的市。绿色农畜产品昭乌达肉牛、肉羊，
生猪、禽蛋，赤峰小米、赤峰荞面、赤峰绿豆
等杂粮杂豆的产量均居全区前列，被中国
食品工业协会授予“中国牛羊肉食品之都”
称号。设施农业面积达到 151 万亩，占全
区总量的一半。现有农牧业领域的中国驰
名商标7个，自治区著名商标43个。

赤峰市是全区基础教育质量和均衡发
展水平最高的市。“崇文重教”是赤峰人的
优良传统，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在全区名
列前茅。特别是基础教育，可以用“54321”
来形容：高考考生占自治区的五分之一，高
考入学率占自治区的四分之一，考入一本
院校学生数量占自治区的三分之一，考入
清华、北大的学生数量占自治区的二分之
一，基础教育水平全区第一。

赤峰市是全区生态建设获得荣誉最

多的市。赤峰是全国林业生态建设的一
面旗帜，林业部很早就提出“西学榆林，东
学赤峰”的口号。赤峰先后获得“全国林
业生态建设先进市”“全国防沙治沙标兵
单位”“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等
荣誉称号，敖汉旗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
予“全球 500 佳”环境奖。目前，全市森林
面积达到 4531 万亩，森林覆盖率从建市
之初的 5%提高到现在的 35.65%。

赤峰是全国考古学文化类型和历史
文化遗存最多的地级市。小河西文化、兴
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草原青
铜文化、契丹·辽文化、蒙元文化、移民文
化一脉相承，其中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
享誉中外，具有资源的无可替代性和垄断
性。相继发现并命名了 8 种考古学文化类
型，是全国文化命名最多的地级市。赤峰
是华夏第一村、中华第一龙、草原第一城
被发掘发现的地方，也是史学界公认的古
文化的精品区、辽文化的核心区、蒙元文
化的集中区。

如何筑巢引凤栖？2NO.

此次“赤子峰会”——天南地北赤峰
人投资创业大会，共有 200 多名赤峰乡友
返乡参会。他们都是从赤峰走出去的商
界、财 经 界、高 等 教 育 界 和 科 技 界 的 精
英。翻阅峰会的嘉宾名单会就会发现，仅
在高校就职的才俊就有 31 个，有 15 名高
校的党委书记、校长或副校长，有 16 名大
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敖汉旗走出去郝
芳，是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的党委常委、
校长，他在 2015 年 12 月 7 日，增选为中国
科学院院士，这在内蒙古也属凤毛麟角。
赤峰教育在全区领先，这一领先优势从喀
喇沁王贡桑诺尔布算起，已有 100 多年的
历史。“赤子峰会”正是借助赤峰丰厚的教
育积淀，赤峰籍人才众多的优势，以乡情
为纽带而搭建的招商引智平台。

富贵不忘桑梓情，发达犹记故乡恩，
在“赤子峰会”嘉宾代表发言时，人们能感
受到乡友们的殷殷游子意，浓浓故乡情。

“作为身处他乡的游子，赤峰是我们在异

地奋斗的精神支柱，是我们难以割舍的心
之所念！”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原副书记、
常务副总裁苗复春说：“我们一定会尽自
己的绵薄之力，主动承担宣传、推介赤峰
的任务，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为赤峰招商
引资牵线搭桥！” 北方中郡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长钱瑞霞动情地说：“家乡是
我的福地，在巴林左旗，实现了我人生最
初最大的梦想：上大学，进城市。近四十
年在外漂泊、创业，再回到家乡依然有一
种强烈的预感，这里是寄托我更大梦想的
地方。只要家乡需要，我愿尽我所能！”

乡友们建言的真知灼见，也值得政府
在实践中认真借鉴。克什克腾旗乡友，内
蒙古大学党委书记朱炳文从宏观上对赤峰
发展提出五点建议：抢抓战略机遇，推进新
产业发展；全面推进校地合作，努力实现合
创共赢；加强创新创业载体建设，增加发展
后续保障能力；抓好营商环境建设，提升发
展动力；挖掘家乡历史文化底蕴，提升地区

文化软实力。林西县乡友、内蒙古锦华生
物科技公司董事长苏振泉则建言：“在招商
引资上，赤峰市应该在引进高新企业方面
实现新突破。高新技术是一个地区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永久动力，在政策允许范围内
适当给予高新企业更优惠的金融、税收等
政策。此外，赤峰旅游资源丰富，在旅游产
业上应展现新作为，深度策划一批旅游招
商项目，把家乡建设成为走到哪里都很美
的全域旅游示范区。”

此次回乡，苏振泉还给家乡带回两个
项目 ：一个是总投资 2 亿元的生态项目
——林西县新林镇 10 万亩生态经济综合
开发示范项目，规划用 10 年的时间把新林
镇湖泗汰村打造成产业兴旺、生活富裕、
乡风文明、治理有序、生态宜居的示范村，
让农民守着家门口就能增收致富，形成

“可进入、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乡村
振兴新模式。另一个是高新技术项目已
达成框架协议，即林西县太空育种食用菌

制品培育和加工项目。这个总投资 1 亿元
的项目建成投产后，年产值可达 10 亿元。

“赤子峰会”上，乡情招商实现了开门
红。当天，天津佰特威集团有限公司的佰
特威小城镇建设综合开发（绍根）项目、北
京九鼎华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白酒深
加工项目、润城帝景（北京）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的年产 9 万吨水暖铸件等 15 个项目
举行签约仪式，这 15 个项目计划总投资
22.69 亿元。乡友们以实际行动为家乡的
经济建设添砖加瓦。

水是家乡美，月是故乡明，乡愁牵动
着每一位游子的心弦，即使走到天涯海
角，也割舍不掉对这片生于斯，长于斯土
地的深深眷恋。如今，乡情和友情激发出
赤峰乡友报效家乡的澎湃动力。我们相
信在今后的日子里，天南地北的乡友们，
会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家乡发展建设中，在
带回梦想，荣耀家乡的实践中，实现更大
的作为。

乡情招商正当时3NO.

——写在首届天南地北赤峰人投资创业大会闭幕之际
筑巢引凤活水来 畅叙乡情报桑梓

赤子峰会与会人员参观考察松山区安庆工业园区。 池梓明 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赤峰市委宣传部提供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赤峰市委宣传部提供））

赤峰是全区距北京及出海口最近的市

已建成的高等级公路里程居自治区首位

。

□永升 李寒菲

赤峰市是全区基础教育质量和均衡发展水平最高的市，图为赤
峰市蒙古族小学的孩子们在做手工艺品。

赤峰是全国优良景型最多的地级市，图为契丹文化发祥地、辽代
古寺——召庙。

带回梦想，荣耀家
乡。在草原最美的季节，赤峰迎

来了一场盛会。8 月 11 日，“赤子峰
会”——首届天南地北赤峰人投资创业大

会隆重举行。一纸邀请函，短短几句话，赤
峰的游子们纷纷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赶来，这份

浓浓的乡情令人感动。回家的游子通过现场观
摩、乡情通报等环节，深深感受到家乡赤峰发展
的优势所在，感受到家乡人民想发展、谋发展、
快发展的强烈愿望，感受到市委、政府优化营
商环境的决心。为期一天的大会虽短，可这

场盛会却激起了赤峰籍精英们心中乡情、
亲情、友情的涟漪，把每一位赤子的心

紧紧连在一起，汇聚成共建美好
赤峰的磅礴力量。

赤峰市是全区生态建设获得荣誉最多的市，图为太平地农田防
护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