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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1 月 18 日讯 （记者 王连英）
今年以来，我区各地积极在提升发展质量和
延长产业链上下功夫，运行效益不断向好，
新兴产业加快发展。

前三季度，全区非煤产业、装备制造业、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8.2%、
18.5%和 8.1%，分别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
0.5、10.8 和 0.4 个百分点。1—8 月份，规模
以上工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5.8%，比
上半年提高 0.5 个百分点。

我区新动能培育持续加快

本报 11 月 18 日讯 （记者 阿妮尔）
近日，满洲里海关依法对 14 批次以跨境电
商贸易形式进口的不合格化妆品实施退运
处理，货重为 0.273 吨。不合格原因为未按
照要求提供批件或备案证明。不合格品种
主要为洗面奶、护发素、洗发露等。

为保证消费者在市场上能够买到安全
放心的进口食品、化妆品，满洲里海关对没
有获得准入的国家（地区）的产品一律不准
进口，对应获得注册而未获得注册的境外
生产加工企业的产品一律不准进口，确保
监管责任落实到位。对未获得进口化妆品
卫生许可批件或者备案凭证的化妆品（实
施卫生许可或备案的化妆品）一律不准进
口。对被列入海关总署《进口食品化妆品
风险预警通告》的企业，严格审单，要求进
口商按照通告要求提供相关检测报告和合
格证明材料。今年以来，满洲里海关共计
退运或销毁不合格进口食品化妆品 28 批
次，货重 106.9 吨。

满洲里海关退运
14 批次不合格进口化妆品

本报 11 月 18 日讯 （记者 高慧）据
自治区商务厅消息，前三季度，全区新备案
对外投资企业 48 家，同比增加 14 家，中方
协议投资总额 7.02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有大
幅度提高，同比增长 20.5%。企业在境外主
要从事木材加工、农业合作、矿产开发、食品
加工以及一般贸易等。

前三季度，全区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44
家，同比下降 1 家；实际利用外资 15.58 亿美
元，同比下降 23.3%。从国别（地区）看，外
商投资主要来自中国香港；从投资行业看，
主要集中在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
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等；从资金分布情况
看，主要集中在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巴彦淖
尔市、呼和浩特市。

对外投资同比大幅提高

本报 11 月 18 日讯 （记者 杨帆）今
年 前 三 季 度 ，我 区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22463 元 ，同 比 增 长 7.5%，增 速 与 上 半 年
持平。

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30808 元，增长 6.6%；农村牧区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10153 元，增长 9.3%，比上
半年提高 0.4 个百分点，也比全体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快 1.8 个百分点。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 配 收 入 比 值 为 3.03，比 上 年 同 期 缩 小
0.08。居民生活消费升级。全体居民生活
消费人均支出 15150 元，同比增长 7.2%，
比上半年提高 2.5 个百分点，其中用于教
育文化娱乐支出增长 11.2%，医疗保健支
出增长 10.0%。前三季度，我区接待国内
旅游者人均花费 2405 元。

前三季度全区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22463 元

本报 11 月 18 日讯 （记者 杨帆）记
者从自治区统计局获悉：今年前三季度，我
区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419.3 亿元，
增势较稳，增幅与上半年持平。

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市场完
成 消 费 品 零 售 额 4740.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8% ；乡 村 消 费 市 场 完 成 消 费 品 零 售 额
678.4 亿元，同比增长 6.1%。按消费类型
分，餐饮业营业收入达 812.3 亿元，同比增长
4.9%；商品零售业完成营业收入 4607.0 亿
元，同比增长 3.9%。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
较快。与上年同期相比，今年前三季度，全
区文化办公类用品零售额、新能源汽车销售
额均实现了两位数增速。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达到 5419.3 亿元

本报 11 月 18 日讯 （记者 杨帆）今
年前三季度，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7.7%，比上半年提高 0.6 个百分点，也
比上年同期提高 1.7 个百分点。

从三大门类业态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6.9%，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1%，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5.7%。从主要优势产业看，能源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0%，冶金建材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14.1%，化学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8.8%，农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2.3%。产业链提升进展情况良好，现
代煤化工、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
值同比分别增长 8.2%、8.1%和 18.5%，增速
分别快于规模以上工业 0.5、0.4 和 10.8 个百
分点。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7.7%

本报 11 月 18 日讯 （记者 王连英）
前三季度，我区呈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发
展态势。

今年以来，随着我区支持实体经济、优
化营商环境、减税降费等调控政策措施的贯
彻落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势头良好。前三
季度，全区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1%，
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 2.4 个百分点，制造
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 37.7%，
较上半年提高 0.6 个百分点。同时，六大高
耗能行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
45.8%，同比回落 6.3 个百分点。

我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本报 11 月 18 日讯 （记者 冯雪玉）
今年前三季度，我区行政机关共立案查处侵
权假冒违法案件 2451 件，办结 2373 件，涉
案金额 1688.59 万元，罚没金额 1751.76 万
元。

今年，我区打击侵权假冒工作领导小组
加强部门协作、联动，深入开展重点领域治
理，推进侵权假冒商品监管综合执法，严厉
打击侵权假冒违法犯罪，营造法治化营商环
境，取得明显成效。据悉，除市场监管部门
等行政机关查处的案件外，公安机关破获侵
权假冒案件 100 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246
人，涉案金额 7087.14 万元；检察机关批捕
案件 89 件、177 人，起诉 227 件、499 人，检
察机关监督 5 起；审判机关受理侵权假冒刑
事案件 39 件，审结 31 件，判决 55 人。

立案查处假冒违法案件
2451 件

□本报记者 康丽娜

民营经济活则全局活，民营经济兴则全局
兴。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最高
检关于促进民营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重要决策部
署，进一步提升服务和保障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
能力和水平，自治区检察院和自治区工商联于日
前联合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检察机关与工商联
沟通联系机制的实施意见》，持续推进法治化营商
环境，助推民营经济稳健发展。

按照《意见》要求，自治区检察院和自治区工
商联要拓宽沟通协作渠道，通过建立联席会议制
度、建立日常联络机制、开展专题联合调研等举

措，深入了解民营企业家的需求，优化服务举措。
全区各级检察机关要依托 12309检察服务平台，
畅通民营企业申请法律监督渠道，对工商联反映
的涉及民营企业的司法诉求，特别是涉及案件办
理的有关问题，要优先受理，快速办理，跟踪问
效。全区各级工商联要依托工商联官方网站维权
投诉平台，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涉民营企业
相关信息的互通共享，发现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
线索的，及时向同级检察机关反映和移交。各级
检察机关可在工商联设立检察工作室，完善相关
工作制度，开展法律咨询和法律维权等工作。

《意见》强调，全区各级检察机关办理涉民营
企业案件，要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准确根据
法律政策界限，充分听取企业和企业家、律师的建

议，全面客观地判断具体问题，严格区分罪与非
罪、此罪与彼罪、企业家个人财产与企业法人财
产、涉案财产与非涉案财产、合法经营所得与违法
犯罪所得界限，依法监督有关机关慎重立案、慎重
采取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措施，防止“构罪
即捕”“入罪即诉”。

此外，《意见》还指出，要充分发挥商会人民调
解委员会等非诉调解平台的作用，推行涉企案件
联动调解。全区各级检察机关要加强与商会人民
调解委员会、行业调解组织的沟通协调，共同搭建
好非诉调解平台，形成调解合力。检察机关办理
涉民营企业案件，对其中民事部分适于调解、和解
的，可以邀请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行业调解组
织调解。

用法治化构筑最佳营商环境

□本报记者 高慧

1956 年 1 月 4 日，首趟中蒙苏国际联运列车
开通。二连海关，新中国陆路口岸首批设立的
13 个海关之一，也在这里竖起了关旗。

不毛之地竖起了海关旗帜
1955 年 6 月 22 日，为了迎接即将开通的中

蒙苏国际铁路联运，从全国海关抽调的 59 人在
满洲里学习陆运口岸海关的各项业务。11 月学
习结束后，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山东、浙江、江
苏、辽宁、黑龙江、广东等地的 33 名热血青年，踏
上列车奔赴二连浩特，成为二连海关和二连口
岸的第一批拓荒者、建设者。

1963 年，23 岁的张秉仁乘着火车一路向
北，刚从包头医学院毕业的他被分到了二连卫
生检验局，火车到站，放眼望去，是茫茫戈壁，只
有一座火车站和几处联检单位的小房子提醒着
他，这里是中国对蒙最大的陆路口岸。

“我刚到二连的时候，整个镇子只有一条马
路 3 辆 车 。 铁 路、海 关 加 地 方 常 住 人 口 不 到
3000 人。这里经常刮沙尘暴，日常生活和工作
缺水少电，饮用水是从 200 公里以外的土牧尔台
用 火 车 拉 来 的 ，电 是 用 柴 油 发 电 机 限 时 供 应
的。”今年 79 岁的张秉仁回忆道。

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仍有一批批风华正茂的
年轻人，怀揣着报效祖国、建设边疆的豪情壮志，从
祖国的四面八方赶来，从此扎根边关，严把国门，用
初心和忠贞，铸就祖国向北开放的桥头堡。

从“小铁棒”查验到“H986”机检
1992 年，二连浩特市被国务院列为 13 个沿

边开放城市之一，随之而来的是中蒙贸易的日
渐繁荣。进出口岸的嘎斯 69 车辆逐渐增多，一
些人打起了夹藏走私的主意。

当时海关一线查验缺乏科技设备，25 岁的
杨作军从前辈手中接过自创的检验工具——一
根小铁棒。“小铁棒主要用来敲击轮胎，如果夹
带东西，敲击发出的声音比较闷，听起来和正常

的轮胎不一样。”杨作军介绍。
如今，小铁棒已经被收藏在二连海关的关史

陈列室中。接替小铁棒工作的是现代化科技监
管设备。从2001年二连口岸首台铁路钴60集装
箱检查系统投入使用开始，在接下来的十几年
中，口岸海关科技监管设备迅速换档升级，铁路
货运列车检查系统、公路组合移动式集装箱检查
系统、PVS450乘用车安全检查系统、自动轮胎行
走式986检查系统等科技设备陆续上阵。

“机检设备上来以后，一辆被布控的嘎斯
69，从开进去到机检完，用时 2 分钟，坐在控制室
里对着电脑屏幕查看机检图像，有没有夹藏一
目了然”。杨作军说。

改革开放之初，二连口岸货物报关申报完
全依靠纸质单据。1986 年入关的张志平回忆
道：“刚入关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档案柜。”

当时的通关手续全靠人工逐票办理，费时费力，
浩如烟海的各类纸质单证归类存档，形成一排排整
齐的档案柜，深深震撼了这个刚入关的年轻人。

报关厅是口岸当时最为繁忙的地方之一，
报关企业需要携带各类单证到窗口办理通关手
续，税费缴纳甚至会遇到报关员携带“麻袋”装
满现金缴税的情况。

自 1995 年二连海关上线 H883 通关系统开
始，几十年中，二连口岸通关手续陆续经历“通
关无纸化”“全国通关一体化”“税费电子支付”
等改革，如今报关手续足不出户就能办理。报
关厅从昔日的熙熙攘攘，到如今的冷冷清清，背
后是数十年间不断提升的通关效率。

从边境小站到中欧班列中通道
2013 年 9 月，第一列中欧班列从二连口岸

呼啸而出。
2016 年 10 月 ，《中 欧 班 列 建 设 发 展 规 划

（2016-2020）》印发，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被明确
为中欧班列进出境“中通道”唯一口岸。

目前，二连口岸常态化开行中欧班列有 14
条。国内始发地包括郑州、长沙、重庆、西安、厦
门、成都、苏州等城市，国外发送地覆盖德国、俄

罗斯、白俄罗斯、荷兰等欧洲国家。中欧班列“中
通道”的朋友圈越来越广，德国的啤酒、俄罗斯的
木材、波兰的饼干、法国的红酒，这些抢手的“海
淘货”经过二连口岸逐步走进国人的生活。

为助力中欧班列高效运营，二连海关采取
优先政策宣讲、优先单证审核、优先机检查验、
优先班列验放、优先问题解决“五优”工作机制，
提供 365 天 24 小时通关验放的“绿色通道”，目
前班列通关手续办理时间压缩至 30 分钟以内。

二连海关铁路监管二科负责人杨生柳介绍：
“下一步，二连海关将会继续加大中欧班列服务
和监管力度，同时扩大公路口岸接驳矿能产品规
模，为中欧班列释放出更多的铁路运力。”

据二连海关统计，截至 2019 年 9 月底，二连
浩特铁路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累计已经突破
3000 列。

时间的车轮碾过岁月，继续向前，这座承载
着一甲子变迁的戈壁雄关，将继续完成新时代
赋予它的新使命。

边 关 巨 变 一 甲 子边 关 巨 变 一 甲 子

复垦复绿

近日，自治区易地扶贫搬迁拆旧复垦复绿试点项目启动仪式暨资金
使用协议签约仪式在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供济堂镇举行。

通过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拆旧复垦项目，充分释放城乡建设用地增减
挂钩节余指标跨区域交易政策红利，不仅可以增加扶贫资金来源，而且
对集约利用土地资源、优化城乡用地利用总体结构、改善农村牧区生态
人居环境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据悉，四子王旗拆旧复垦可产生增减挂钩节余指标 4991 亩，预计产
生收益约 4 亿元。 本报记者 李永桃 摄

□本报记者 高慧

“双11”已经过去了一周，购物车里心仪已久
的商品，也已经陆陆续续送到了很多人手中，对于
大多数人来说，这场中国电子商务行业的年度狂
欢已经开始落幕，但对于快递小哥来说，考验还在
进行中。

“结合近年来我区旺季期间业务量实际情况来
看，电商平台集中揽件收寄后，到达我区进港时间
是集中在16—20日左右，且出港件也将于旺季后
半期大幅提升，所以‘双11’后期揽投压力将更加突
出。”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处处长李埃介绍。

据自治区邮政管理局数据统计，“双 11”当
天，全区揽收业务量达 110万件，11月 11日—11
月17日七天内，全区共处理快件2899万件，同比
增长33.04%。其中快递业务投递量完成2381万
件，快递业务出港量完成 518 万件。目前最高日
处理量出现在11月16日，当日处理快件量达469
万件。初步统计，我区快递小哥人均每天处理快
递在200件左右。

“面对是平时2—3倍的业务量，我们在车辆和
人员方面都做了准备。长线大挂车增加了5辆，新

能源厢式货车新增了 50 辆。全区每个网点新增
2—3个派送人员，分拨中心的分拣人员一天三班
倒，一个班次新增近100人。为了降低工作人员的
工作强度，还上了一条1小时能处理2万件的智能
分拣设备。为了避免污染和浪费，目前使用的是电
子运单、循环中转袋，同时对快递小哥进行了培训，
避免随意包装和过度包装，并在网点设置了绿色回
收箱，对包装材料进行再回收再利用。可以说从分
拨中心到快递小哥，目前是全员蓄力、全力以赴，我
们有信心做好今年的寄递服务！”内蒙古吉祥中通
快递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加明告诉记者。

“双11”期间，忙的不仅是快递小哥，还有各大快
递公司分拨中心的工作人员。在呼和浩特邮区中心
局，王振兴师傅一边手里不停的从传送带上卸货，一
边介绍：“我们这个卸车口算是分拨中心的第一道工
序，往日这里开6条线，为了应对‘双11’，现在又增
加了6条线。一个线一天能卸10个车，一个车的货
物按大小件不同，在3000—10000件左右。”现场工
作场地不算暖和，王师傅的额头上却渗出了汗珠。

“今年快递业务旺季期间，我区寄递服务业仍
以‘稳’字为先，以实现‘两不’（全网不瘫痪、重要
节点不爆仓）‘三保’（保畅通、保安全、保平稳）为
目标，坚持服务与安全并重，坚持发展与环保并

重，全力保障全区行业平稳运行，努力打造质量
‘双11’和服务‘双11’。”李埃说。

快递很多，“小哥”很忙，但在同时，快递工作
人员的休息权等劳动权益也该更加得到关注和保
障。11月13、14日，内蒙古总工会、内蒙古邮政管
理局、内蒙古快递协会联合组织开展2019年快递
旺季“双11”送温暖活动。3家单位共筹集7万元，
分别慰问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的部分快递企
业分拨中心及营业网点的一线工作人员。

截至目前，内蒙古 776 处乡镇全部设立了快
递服务网点，快递下乡覆盖率达100%。全区已有
11092个建制村全部实现直接通邮。全区设立快
递末端公共服务站点1441处，农村快递公共取送
点1680处，城市三级服务网络平台建设取得新进
展，新投放智能快件箱格口数已突破 22 万格口，
集智能化与信息化于一体的快递末端公共服务站
在全区范围内展开建设。全区快递从业人员达到
4.5 万人，新增 4208 人，新增临时聘用人员 2520
人，机动车辆新增604辆，非机动车新增1473辆，
快递服务网点达到 4596 处，新增 538 处，运输线
路新增194条，运输车辆新增320台，处理场地新
增 4.26万平方米，新增 41条自动化分拣设备，全
区行业新增基础设施投入1.14亿元。

“双 11”过去一周，快递小哥还很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