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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2 月 20 日讯 （记者 冯雪玉）为提高
政务服务效率，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大力推行在
线审批、自助式办理、非接触式网上办公。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要求各盟市交通运输系
统在全力防控疫情的同时，抓好重点公路建设
项目前期工作和开复工工作。建立健全工地疫
情防控制度及工作预案，明确疫情各单位防控
责任和要求，细化施工场区环境卫生清理、消毒

等防疫措施，强化返场人员疫情监控，确保全区
重点公路建设项目有序复工；同时，交通运输系
统近期大力推进审批审查事项“网上办理”。除
现场勘查和有关专家进行咨询审查外，取消现
场调研和评审会议等环节，根据申报人提交材
料办理项目工可或设计批复文件。自治区交通
运输厅现有行政许可、行政确认及其他行政审
批事项共42 项，已全部实现网上办理。

“互联网+政务服务”助力重点公路建设项目开复工

本报2月20日讯 （记者 李永桃）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全区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迅速反应，
以实际行动落实中央和自治区疫情防控工作部署，
压实责任、落实政策、强化调度、加强监管，全力做
好疫情防控期间保供稳价工作。疫情发生以来，全
区主要副食品供应充足，价格总体保持平稳，市场
购销秩序井然。

包头市发改委集中党员力量组建五个价格监
测巡查临时党支部，坚持一线工作。通辽市发改委
要求全市自2月11日起由发改委批复收费标准的
公立医院停车场免收停车费直至疫情结束。乌海
市发改委配合商务部门加大蔬菜储备和投放，满足
市民需求。二连浩特市发改委指派相关负责人每
天带队开展疫情防控物资市场价格巡查。

各级发展改革部门全力保供稳价

本报 2 月 20 日讯 （记者 毛锴彦）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鄂尔多斯消防部门为了做
到疫情期间消防监管不断档、检查力度不放
松、火灾隐患不留存的监管目标。通过实施

“两函一微一承诺”的消防监督管理模式，加强
消防安全管理的力度。

“两函”是指消防部门向社会单位发放一份
《疫情期间消防监督检查函》，接受检查的单位
在进行消防安全自查后向消防部门反馈一份

《疫情期间消防监督检查回函》。“一微”指通过
微信视频连线进行远程抽查，即通过微信现场

视频，由消防部门监督员口述检查要求，单位消
防安全管理人到达监督员所指定的重点部位，
按照监督员要求进行现场自查。“一承诺”是指
接受检查的单位通过《消防安全承诺书》进行承
诺，如存在检查上报不实，愿意承担全部法律、
行政责任。

截至目前，通过这一模式，鄂尔多斯在全市
范围内已对 84 家二级消防安全重点单位进行
了监督检查，发现隐患 65 处，当即自主整改 42
处，针对难以立即整改的隐患，被监管单位已发
布消防安全承诺书，并按照整改计划限时实施。

鄂尔多斯市推广“两函一微一承诺”消防监督管理模式

深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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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天下

本报 2 月 20 日讯 （记者 梁亮）为将疫
情对奶业发展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疫情期
间，蒙牛集团统筹协调疫情防控、安全生产、保
障供应、公益捐赠等各项工作，采取生鲜乳喷
粉、成品折价、免费赠奶等实际行动，维护奶业
相关方面稳定发展。

据悉，为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农业农村

部、中国奶业协会关于维护畜牧业正常产销秩
序，做好“肉蛋奶”稳产保供的号召，蒙牛集团提
出“稳定信心、守护上游”五大保障举措，分别在
收购、供应、运力、资金、运营方面提供保障，维护
广大奶农的利益不受损，保障牧场正常生产经
营，保障牧场饲草料“运得进”、生鲜乳“送得出”，
缓减牧场经营压力，帮助牧场实现降本增效。

蒙牛五大保障举措助推奶业振兴发展

本报 2 月 20 日讯 （记者 杨帆）疫情期
间，蒙能集团金山热电公司在做好疫情防控的
同时，高效完成了紧急物资调运，为保电供热
和复工复产加油助力。

连日来，面对公司脱硫专业突发浆液循环
泵电机零部件损坏和零部件原生产厂家休假
停产的实际困难，公司物资部人员不等不靠，
拿着样品寻找加工厂，按照测量尺寸加班生

产，仅用 4 天时间就完成发货，保障了浆液循
环泵正常运行。为保障生产人员健康安全，仅
用两天时间就将口罩、浓度 75%的酒精和呼吸
器过滤元件等防疫物资调拨到位。面对电气
专业 6 号氧化风机电机口轴承损坏和疫情期
间货源难寻的实际困难，公司发动一切力量寻
找货源，仅用 3 天时间到货，及时保障了氧化
风机正常运转。

金山热电公司为保电供热和复工复产助力

本报 2 月 20 日讯 （记者 杨帆）疫情期
间，为保证生产经营有序开展，内蒙古能建集
团坚持值班报告和疫情日报告制度，及时了解
掌握基层企业疫情防控动态，在最大限度降低
感染风险的同时保证项目开复工。

2 月 10 日复工以来，集团公司总部各部门
主要负责人主动到岗，部署任务、工作汇报等
会议均采取视频形式进行。公司稳妥有序推

进项目开复工，针对自投自建项目，正在抓紧
落实筹资融资等工作；针对承揽的待建在建工
程项目，特别是针对阿里地区联网工程等重大
项目，严格按照国家电网公司等业主单位要
求，提前做好开复工准备，有效保证了生产经
营的正常开展。复工期间，能建集团总部在一
楼大厅设置测温区，切实加强对上岗人员的登
记监测，全方位落实办公场所消毒措施。

能建集团稳妥有序推进项目开复工

本报 2 月 20 日讯 （记者 阿妮尔）连日
来，满洲里海关以实实在在的举措，做好疫情
防控和服务外贸工作，积极为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和促外贸稳增长做贡献。

为支持企业及时复工复产，满洲里海关设
立快速通关专用窗口，提供多种快速通关模式
供企业自主选择。开展网上行政审批、原产地
证书签发等工作，保证出口货物单证及时签

发。并通过关企互动平台推送相关政策及解
读，积极助力辖区呼伦贝尔东北阜丰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通辽梅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
第一时间复工复产，减少疫情对企业出口业务
的影响。2月 3日至今，满洲里海关受理呼伦贝
尔东北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出境检验检疫单
109 批次，出具检验检疫证书 159 份，签发原产
地证书75份，减免进出口关税28.37万美元。

满洲里海关战疫情抓服务促外贸

扫一扫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2020·决胜全面小康

财经眼

风向标

本报 2 月 20 日讯 （记者 康丽娜）近日，
记者从内蒙古电力集团了解到，该集团圆满完
成国家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目标任务，比预期
提前一年。自 2016 年以来，集团累计安排投资
规模 205 亿元，共新建及改造 110 千伏和 35 千
伏线路 6916 千米，变电容量 878 万千伏安；10
千伏及以下线路 25577 千米，配变容量 343 万千
伏安。农网供电可靠率达到 99.81%，综合电压
合格率达到 99.37%，户均配变容量达到 2.93 千
伏安，“两率一户”指标平均值达到国家要求。

新一轮农网改造是重要的民生工程，关系
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关系到千家万户农民群
众的切实利益。作为内蒙古西部 8 个盟市的农
网改造实施主体单位，内蒙古电力集团积极践

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使命，全面满足农
牧区人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解决了近 2 万眼机
井的通电问题，惠及农田 254 万余亩；实施了农
牧区通网电工程，解决了偏远农牧区近 8000 户
农牧户通电难题；为 89 个自然村通上生产动力
电。

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为贫困地区和人口
提供稳定的电力保障。完成了 108 个贫困村和
61 个抵边村通动力电工程；累计完成了 573 个
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配套电网建设，接网总容量
31.6 万千瓦，受益贫困户近 7 万户；完成了 183
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配套供电工程，供电
住房面积 30 余万平方米；133 户贫困户实现接
入大网电；为 20 个贫困旗县脱贫摘帽提供强有

力的供电保障。
截至 2019 年底，该集团供电区内县域全社

会用电量 1451.3 亿千瓦时，是 2015 年的 1.59
倍。农牧区电网薄弱问题得到极大改善，供电
区 2354 个小城镇（中心村）农网改造效果显著，
涉及农村居民 83 万余人；建成了 2 个小康电示
范县，近 40 万人口用上了稳定的小康电。

内蒙古电力集团：提前一年完成
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目标任务

□本报记者 康丽娜

为规范民族传统奶制品生产，提升产品标
准化水平，提高民族传统奶制品产业发展质量
和效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
动全区民族传统奶制品产业发展若干措施》（以
下简称《措施》）于日前发布。

《措施》提出，要推动民族传统奶制品生产
企业高质量发展。

——优化市场准入服务。实现申请、审批
全程网上办理，简化许可审批流程，缩短审批时
限，将审批时限由 20 个工作日压减至 10 个工
作日；

——推动产业升级。打造种养加分工协
作、联系紧密的产业链条，支持民族传统奶制品
生产设备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培育“专精特
新”民族传统奶制品示范企业；

——完善标准体系。建设集奶牛养殖、良
种繁育、饲草种植、产品加工等于一体的生产标
准体系，推动民族传统奶制品生产实现标准化、
集约化发展；

——推进品牌建设。鼓励地方及行业协会
等注册区域公共品牌商标或申请地理标志产品
保护，加大民族传统奶制品优秀品牌培育力度，
对符合条件的要积极开展“蒙字标”认证。

《措施》强调，要推动民族传统奶制品小作
坊健康发展。

——实现奶制品小作坊登记便利化。制定
《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传统奶制品生产加工小作
坊登记办法》，实行简化登记流程，缩短登记时
限，推行网上登记；

——规范小作坊生产经营。引导和支持民
族传统奶制品小作坊进入食品园区，实施统一
管理、统一检验，规范生产经营，打造规模优势；

——强化检验检测服务。按照属地就近检

验的原则，逐步建立健全民族传统奶制品检验
检测服务体系；

——提供标准服务。市场监管部门引导小
作坊依法制定产品、服务等标准，按规定备案或
自我声明公开后实施，鼓励民族传统奶制品协
会、商会制定团体标准；

——畅通销售渠道。扶持小作坊奶制品取
得商品条形码，积极注册商标，提高包装水平。
搭建民族传统奶制品电商销售渠道，扩大网络
销售。

《措施》要求，要开展推动民族传统奶制品
产业发展专项行动。全面启动各项试点示范工
作，开展民族传统奶制品园区建设示范、种养加
合作经营试点、打造区域公共品牌试点、建设小
作坊示范店等典型示范带动行动。推进技术攻
关，开展专业技艺培训，着力提升民族传统奶制
品加工工艺水平，推动民族传统奶制品产业健
康发展。

10 条措施盘活民族传统奶制品产业

□本报记者 王连英

走进苏尼特金曦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
矿区，只见道路两侧的花坛、办公楼前的草坪绿
化带、车间门口小花园里都安装了许多浇灌设
施，这是该公司致力打造“花园式”矿山的大举
措。近年来，金曦黄金矿业公司以绿色矿山建
设为抓手，立足长远发展，在各区域主体建筑施
工前及排土场、尾矿库排渣前均进行了表土剥
离，剥离的表土用于办公生活区、选矿工业区、
采矿工业区等区域的土地复垦；多余的表土拉
运至表土堆放场进行集中堆存，并对表土堆放
场进行了种草绿化，真正实现了矿业开发与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走出了一条“建设

与绿化同步、剥离与复垦对接、治理与保护并
重”的生态文明建设新路子。

这里只是我区进行绿色矿山建设的一个缩
影。所谓绿色矿山是指矿山企业在矿产资源开
发全过程中，实行科学有序开采，对矿区及周边
生态环境扰动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建设矿区
环境生态化、开采方式科学化、资源利用高效
化、企业管理规范化和矿区社区和谐化的矿山。

“内蒙古是矿业大区，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原
材料基地。建设绿色矿山是加快转变矿业高质
量发展方式的现实途径，是实现矿山企业高质
量发展的必然要求。”2019 年 8 月召开的内蒙古
自治区落实中央环保督查整改推进绿色矿山建
设现场会提出。

近年来，我区大力推进绿色矿山建设。进

一步加强绿色矿山体制机制建设，起草了《内蒙
古自治区绿色矿山建设行动方案》《内蒙古自治
区绿色矿山管理办法》，印发了《内蒙古自治区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管理办法》和《关于
推进全区露天矿山综合整治工作的实施方案》，
并在鄂尔多斯市召开了全区落实中央环保督察
整改推进绿色矿山建设现场会。同时，严格新
建矿山准入标准，研究制定了《关于以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推动我区矿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草案）》。印发了全国首个以省级政府名义实
施的绿色矿山建设方案，明确了总体目标：到
2020 年，全区矿山总体达到绿色矿山建设基本
条件标准，自然保护区内的矿山企业全部退出；
到 2025 年，全部矿山达到绿色矿山建设标准，
不符合绿色矿山标准的矿山企业逐步退出市

场，实现“绿则存，不绿则退”。
几年来，在政府和矿山企业的合力下，我区

绿色矿山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特别是自治区
党委十届九次全会明确提出在全区全面开展绿
色矿山建设行动，自治区绿色矿山建设步入快
车道。2019 年 12 月自治区政府召开的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新闻发布会发布的绿色矿山建设
成绩令人欣慰。

——目前，我区已有 35 座矿山被确定为“国
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位居全国前列，其中
有 12 家矿山企业已被确定为“国家级绿色矿
山”，引领了矿山企业发展方向；另有 69 家矿山
企业列入自治区绿色矿山名录。

——自 2016 年到 2019 年 9 月底，全区累计
完成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验收面积 336 平方公里。

——截至目前，自然保护区内 600 个勘查开
采企业共退出 580 个，退出率 96.7%。

下一步我区绿色矿山建设的目标已确定：
全力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各项重点工作，严格落
实自治区级绿色矿山规划，强化矿山地质环境
恢复治理，突出抓好绿色矿山示范区建设，严格
新建矿山准入标准；切实加强绿色矿山建设的
组织保障，用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生态
文明重要思想，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努力开创全
区绿色矿山建设工作新局面，为“建设亮丽内蒙
古，共圆伟大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发展中保护，
在保护中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相
信，绿色发展理念必将深深植入每一个内蒙古
人的心中。

绿色矿山的建设路径

包钢集团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生产经营，在最大限度保障职工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的同时，推动企业生产经营改革发展稳定平稳运行，做到疫情防控与生产经营两手
抓两不误两促进。图为工人们坚守在生产一线。 高爱云 摄

生产防疫两不误
财经眼财经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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