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梁亮

近日，自治区通信管理局联合内蒙
古移动、联通、电信三家基础运营企业开
展了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
靠人民”2018年网络安全周宣传活动，宣
传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技能，提高广大人
民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增强
人民对电信诈骗识别能力，全面增强人
民群众网络安全意识。

随着宽带网络的不断演进升级，网
络走进了千家万户，通信网络给人们的
学习、工作、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数据
显示，截至今年8月底，全区手机上网用
户达到2453.26万户，移动宽带用户（3G
和4G用户）总数达到2419.41万户，全区

固定互联网宽带用户达到587.42万户。
移动互联网应用爆增，户均流量翻倍，全
区当月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达13731.57
万G，同比增长224.41%，当月户均移动
互联网接入流量达到5603M，同比增长
195.08%。

但在网络快速发展的同时，借助信
息通信手段开展的违法犯罪活动也愈演
愈烈。据了解，今年截止到8月底累计拦
截呼入我区诈骗电话总量517.4万次。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
息化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依法严厉打
击网络黑客、电信网络诈骗、侵犯公民个
人隐私等违法犯罪行为，切断网络犯罪
利益链套，持续形成高压态势，维护人民
群众合法权益。责任催人，内蒙古自治
区通信行业不仅要让用户用得上用得好

网络，更要用的安全。自治区通信管理
局联合公安等部门对通讯信息诈骗开展
严厉的打击和防范，及时监测发现诈骗
电话，快速精准识别并依法进行事后干
预关停。

自治区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管理处
负责人张延峰介绍：“自2017年《网络安
全法》实施以来，我区对网络监管的力度
不断加大，网站备案网络安全技术手段
进一步加强，对违法违规网站黑名单的
管理进一步严格。ICP/IP备案管理系统
进行了升级，截至今年8月底，我区已备
案 网 站 33958 个 ，网 站 备 案 率 达 到
100%。对备案信息不完整和虚假备案
网站进行了清理，保障备案管理系统安
全稳定运行。现已形成全网络、全覆盖
的防范机制，有效拦截各类诈骗呼叫，从

而显著降低电话诈骗案件的发生。实现
了我区通讯信息诈骗发案数与涉案金额
双下降，为我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营造一
个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切实保障了人
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此外，我区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也在不断加大。今年以来，自治区全面
治理网络有害信息，净化网络环境治理，
依照《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非经营性互联网
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配合自治区网
信办、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自治区版
权局、呼和浩特市公安局等部门对1809
个违法违规网站全部依法进行了关闭注
销，建立了打击违法违规网站的常态工
作机制，发现一家，处置一家，坚决维护
良好的网络秩序，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铸牢网络安全防线

观点秀 闻天下

□本报记者 李永桃

近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发表《 致
全区一般工商业电力用户的一封信》，告
知一般工商业户其用电价格切切实实降
低啦！

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
绍，为了认真贯彻落实李克强总理《政府
工作报告》中部署的一般工商业电价降
低10%的任务，进一步给中小微企业减
负，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文件要求，
2018年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分批次对蒙
西、蒙东电网一般工商业用电价格实施
了降价措施。

那么，降价范围有哪些、降了有多
少……围绕大家关心的话题我们来一一

进行解析。
据介绍，此次降价对象中涉及的一

般工商业用电主要包括：普通工业用电，
以电为原动力，或以电冶炼、烘焙、熔焊、
电解、电化的一切工业生产，且受电变压
器容量在315千伏安（含不通过受电变
压器的高压电动机）以下或低压受电的
用电，以及符合上述容量规定的自来水
厂用电、污水处理厂及其泵站用电、船舶
修理厂用电；商业用电，指从事商品交
换、提供有偿服务等非公益性场所的用
电。主要包括：服务业——如宾馆、饭
店、旅社、酒店、咖啡厅、茶座、美容美发
厅、浴室、洗染店、彩扩、摄影等。商品销
售业——如商场、商店、交易中心（市
场）、超市、加油站、房产销售经营场所
等。文化娱乐、健身、休闲业——如收费

的旅游点、影剧院、录像放映厅、游艺机
室、网吧、健身房、保龄球馆、游泳池、歌
舞厅、卡拉OK厅、高尔夫球场等场所。
金融交易业——如证券、信托、租赁、典
当、期货、保险和银行、信用社等。商务
服务业——如法律服务、咨询与调查服
务、广告服务、中介服务、旅行社、会议及
展览服务、其他经营性的商务服务等。
其他服务业——如修理与维护业、清洁
服务业等。

自2018年 7月 1日起，蒙西电网一
般工商业目录电价为每千瓦时不满1千
伏 0.6042元、1-10千伏 0.5637元、35-
110千伏以下0.5025元。

自2018年9月1日起，内蒙古东部赤
峰通辽、呼伦贝尔、兴安电网一般工商业目
录电价为每千瓦时不满1千伏0.727元、

1-10千伏0.716元、35-66千伏0.682元。
另外，对于不具备直接供电条件，继

续实行转供电的商业综合体、物业服务
企业、写字楼经营者等应按国家和自治
区规定销售电价向租户收取电费，相关
共用设施及损耗通过租金、物业费、服务
费等方式解决，或者按国家和自治区规
定销售电价向电网企业缴纳电费，由所
有用户按各分表电量公平分摊，转供电
单位向各终端用户收取的电费总和，不
得超过其向电网企业缴纳的电费。转供
电单位对终端用户各分表电量抄表时
间、电费收缴周期应与总表保持一致。
转供电单位应定期向全体终端用户公开
向电网缴纳电费凭证的复印件，以及同
期向终端用户收费的清单，接受终端用
户监督。

降电价 我区为中小微企业减负出实招

□本报记者 康丽娜

9月14日上午10时12分，在内蒙
古农业大学食堂门口，一辆食品快检车
引来学生们的驻足围观。随着“滴滴”
两声脆响，蔬菜农残检测结果出来了。
记者看了下时间，用时10分钟，检测结
果显示合格。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综合协调科科长李婕瑄表示，这
次主要检测食材和餐具，包括农药残
留、餐具洁净度、食用油品质等方面。

快检车开进学校？在学生们看来
可是新鲜事。

一个围观的女学生急切地问记者：
“结果出来了吗？学校食堂的食材应该
很安全吧。”听到肯定的回答后，她一脸
兴奋地对身边的同伴说：“有这样的食
品检测真好。”

实际上，感受到食品检测便利性的
不仅这个女学生。自今年7月份，被称
为“移动实验室”的食品快检车在内蒙
古103个旗县（市区）广泛应用以来，各
大农贸市场、便民超市、学校食堂、餐饮
单位、展会会场等总能看到它们的身
影，食品检测的触角已然延伸到全区的
各个角落。

同日，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的2018年南北方特色食品展销会上，

来自大江南北的名优特食品琳琅满目，
令人目不暇接。

美食之外，会展上还有吸引眼球的
食品快检车。

“有专门的人员现场免费检测，买
着放心多了，我多买点。”王阿姨拿着刚
买的咸菜在排队等待检测的间隙对记
者说。

每天一到单位，呼和浩特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快
检室主任赵明红忙得就像陀螺一样打
转，自从配备了快检车，快检的任务更
重了，“累并快乐着”是赵明红对自己工
作状态的描述。

实验室、食品快速检测盒、标准化

快检室、食品快检车，赵明红亲眼见证
了自治区食品检验检测体系的逐步完
善过程，也深感食品检验检测的重要
性。“食品检验检测在食品产品质量安
全、市场监管和产品贸易等方面担负
着重要的技术支撑作用，对保证食品
质量安全、提高食品行业整体水平具
有重要作用。食品检验检测体系的建
立，就是为了构建食品安全初级‘过滤
网’，把食品安全事故消灭在萌芽状
态。”

“中秋节临近，这两天我们着重检
测农副产品和月饼，确保市民在节日期
间的饮食安全。”据赵明红介绍，8月份，
该分局共快检 186 批次食品，全部合

格。检测项目包括农药残留、瘦肉精、
亚硝酸盐、吊白块等130多种，实现了
快检在餐饮业态的全覆盖。

不仅在呼和浩特，在鄂尔多斯，在
赤峰，在包头，忙碌的食品检验检测场
景无疑都是一道道亮丽风景线。日前，
鄂尔多斯鄂托克前旗市场监管局将食
品快检车开到了农贸市场，免费为市民
进行果蔬农残的检测，现场抽样、现场
检测、现场公示检测结果，真正达到了
食品检测“快速筛选、靶向抽样、服务民
生”的目的。

据了解，从 2014 年开始，自治区
食药监局累计争取 3.51 亿元中央专
项资金，建设和改造了 23个自治区、

盟市和旗县食品检验检测机构；从
2015年开始，自治区政府利用 3年时
间，投入 5400 万元，为自治区 103 个
旗县（市、区）和12个开发区配置食品
安全快检设备；从 2016 年开始，自治
区食药监局争取中央专项资金和地
方配套资金共 1.26 亿元，为全区旗县
（市、区）食药监管部门配置食品快速
检测车及设备。五年时间里，从实验
室到“移动实验室”，内蒙古食品检验
检测框架一步步搭建完成，最终实现
了自治区突出“高精尖”、盟市满足

“全覆盖”、旗县达到“最基本”、乡镇
实现“最快速”的食品检验检测体系
建设目标。

□张志栋

近年来，在工业经济下行压
力较大的背景下，我区服务业保
持了较好发展态势，服务业占
GDP 比重由 2015 年的 40%上升
到 2017 年的 50%，成为现代产业
体系较为理想的比重。

但我区服务业特别是生产
性服务业仍存在很多问题和不
足，难以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需求——目前，我区生产性服务
业总量和比重较小，生产性服务
业占 GDP 比重仅为 20%左右，占
全部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也不足
45%，加之生产性服务业供给能
力和供给质量不高，其发展动力
和后劲亟待加强。

为此，从四个方面做大做优
做强生产性服务业，对于正在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蒙古而
言，迫在眉睫。

一是围绕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抓好服务供给。加大对传统
产业转型发展的技术、设计、市场
等方面的服务创新投入，强化研
发设计、运营管理、检验检测等服
务环节，不断延伸产业链；引导工
业企业剥离非核心业务，大力发
展信息技术服务业、现代物流、产
业科技、信息技术、“互联网+”、
物联网、电子商务、售后服务、检
验检测认证、融资租赁、服务外
包、人力资源等服务业，促进煤炭
等行业发展由生产型向生产服务
型转变。

二 是 围 绕 新 型 产 业 发 展 ，
抓 好 创 新 服 务 供 给 。 以 新 能
源、新材料、节能环保、高端装
备、大数据云计算、生物科技、
蒙中医药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为重点，积极发展节能环保
服务业、绿色信贷、环境产权交
易、研发设计、系统集成等配套
服务业，不断创新服务内容和
服务方式，更好地满足新兴产
业的服务需求。

三是围绕能源经济建设，抓
好配套服务。将能源经济做大
做强是党中央对我区的要求，也
是内蒙古的产业优势。我区要
着力引进和培育能矿装备制造
服务业、现代能源产业建筑安装
业、能源金融服务业等相关配套
产业。

四是围绕提升供给质量，抓
好服务资源优化。对于产业来
讲，基本上体量决定地位，我区生
产性服务业发展质量不高，规模
小、经营散是主要原因。我区应
推动生产性服务企业兼并重组和
优化组合，扩大服务规模和范围，
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以呼包鄂
城市群及赤峰、通辽等其它区域
中心为重点，构建产业特色鲜明、
功能完整突出、二三产业融合配
套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形成
产业集中集聚效应，进一步提升
服务和配套能力；加速互联网大
数据在生产性服务业中的应用，
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的智能化水
平，进一步拓展服务领域和功能，
推动“内蒙古制造”向“内蒙古智
造”转变。

(作者系内蒙古发展研究中
心副研究员)

内蒙古提升生产性
服务业水平迫在眉睫

执行主编：张俊在 责任编辑：高慧
版式策划：卓娜 制图：安宁
2018年10月9日 星期二
邮箱：nmrbgsb@163.com 9经济周刊 扫一扫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构建初级构建初级““过滤网过滤网”” 严把食品安全关严把食品安全关

财经眼

9 月 18 日，在自治区产品质量
检验研究院金银珠宝检测中心开
展的2018年“质量月”“金银珠宝免
费测”咨询服务活动中，共接待消
费者 290 余人次，鉴定金银饰品与
珠宝玉石1100多件。其中，金银饰
品 160 余件，珠宝玉石 950 余件。
检测结果显示，所检金银饰品未发
现质量问题。而740余件购买于旅
游景点、展销会临时展位的珠宝玉
石类商品则存在以假充真、以次充
好 现 象 ，约 占 所 检 珠 宝 玉 石 的
78%。 文/图 本报记者 冯雪玉

内蒙古质检院开展金银珠宝饰品免费测活动

风向标

本报 10 月 8 日讯 （记
者 杨帆）今年以来 呼和浩
特市财政部门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保障教育发
展资金投入。1-8月，呼和浩
特市财政累计拨付教育发展
资金2.52亿元，支持教育优先
发展。

据了解，资金主要用于：农
村牧区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
并专项用于日常维修改造和抗
震加固；双语授课寄宿生生活
费补助；特殊教育教师培训、特
殊教育学校建设和特殊教育学
校设备购置，医教结合及送教
上门；文化惠民卡经费；改善农
村牧区寄宿制学校就餐、洗浴、
取暖等条件的教育附加资金；
教育现代化推进工程投资；武
川县第一中学基础教育；呼和
浩特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
项目经费等方面。

呼和浩特
财政拨付教育发展
资金2.52亿元

本报 10 月 8 日讯 （记
者 高慧）今年1-8月，我区实
现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4577.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7.0%。其中城镇消费品零售
额 4128.0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7% ；乡 村 消 费 品 零 售 额
449.5 亿元，同比增长 9.4%。
按照消费形态分，餐饮收入
712.2亿元，同比增长8.4%；商
品零售3865.4亿元，同比增长
6.7%。

从限额以上单位的消费品
类值看，石油及制品类持续增
长，增幅达到9.8%，比 1-7月
扩大1.8个百分点；汽车、家具
类销售持续下降，同比分别下
降 12.7%、9.6%，降幅分别比
1-7 月扩大 0.8 和 3.2 个百分
点；粮油食品烟酒类、服装鞋帽
针纺织品、家电类增幅继续回
落。

前8月我区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增长7.0%

本报 10 月 8 日讯 （记
者 杨帆）今年1—8月，我区
彩票销售额达到 90.85 亿元，
同比增长27.70%。

其中，福利彩票销售额达
43.57 亿元，同比增长 3.77%；
体育彩票销售额达 47.28 亿
元，同比增长62.17%。与上年
同期相比，全区共有12个盟市
彩票销售额呈现增长态势。其
中，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和呼和
浩特市增加额较多，同比分别
增加 4.58 亿元、3.50 亿元和
3.44亿元。通过彩票销售，全
区共筹集彩票公益金23.83亿
多 元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17.35%。从 8 月份彩票销售
看，与上年同期相比，全区各盟
市彩票销售额均呈现增长趋
势，呼包鄂三市增加额同样较
多。

我区彩票销售额
超9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