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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天下 八面风

深一度

扫一扫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本报记者 吕学先 高慧 毛锴彦

今年1至6月，北方稀土累计生产
冶炼分离产品比预算进度增加10.1%；
生产功能材料2.5万吨，比预算进度增
加18.3%；营业收入超预算进度4.9%，
利润总额超预算进度0.3%，实现时间
过半任务过半。

上半年，北方稀土积极应对疫情冲
击，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努力克服物流
不畅、原料不足、市场不旺等极端不利
影响，以实施“四降两提”工程为抓手，
持续依靠改革激发内生动力，增强发展
新动能，原料生产屡创新高、人均功能
材料产量增长41.8%、市场销售逆势搏
击、项目建设拉动新增长极，企业生产
经营表现出坚强韧性和旺盛活力。

原料板块企业在疫情较为严重的
时期努力克服不利影响，千方百计稳生
产、保供应。疫情期间，冶炼分公司（华
美公司）一直保持连续生产，在全国大
面积复工复产后，科学联动组产，积极
释放产能、加速赶超，前6个月，累计完

成稀土氧化物较去年同期增长5.47%，
产量再创历史新高，特别是4月份以后
冶炼区域分离生产线平均月分离氧化
物5000吨以上，4至6月连续三个月突
破历史记录。瑞鑫公司根据市场形势，
适时上调年度生产目标，通过调整配电
负荷启动新电解槽，顺利实现扩产；通
过技术改造，月平均单炉产量提升
3.3%。截至上半年，总产量完成全年
计划的 51.4%，力争全年超额完成
9000吨金属生产目标。和发公司努力
克服辅料上涨等不利因素，精心排产，
完成半年生产任务和全年利润目标。
甘肃稀土优化生产组织模式，增加单台
窑投矿量，上半年生产稀土冶炼分离产
品完成年度计划 58.74%，同比增长
29.17%；产品回收率89.46%，同比增长
1.21%，实现历史最高产能。

经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功能材料企
业在经营机制、人工成本、产品质量、市
场开拓等方面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人均功能材料产量由2019年的1.89吨
提升到2.68吨，增长41.8%，北方稀土
前端核心竞争力正在逐步向中下端强

势传导。磁材公司积极推进合金生产
线智能化建设，升级改造磁体生产线，
有力突破发展瓶颈，全面释放产线潜
能，截至6月底，合金产品累计完成产
量4050.57吨，同比增长91.57%；磁体
产品累计完成产量 349.41吨，比上年
同期增加 343.69 吨，实现营业收入
4.41亿元，同比增长21.95%，其中6月
实现单月盈利 370.21万元，打破了近
年来连续亏损的局面。天骄清美构建
以市场为导向快速反应的精益生产体
系，“四面出击”开拓市场，自主研制3D
触控玻璃用抛光材料，成功占领相应市
场份额，1至6月，抛光材料产量同比增
长14%，销量同比增长7%。宁波展昊
借助市场回暖有利时机，努力拓展市
场，全面上线运行生产信息化管理系
统，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设备升级改
造，单台设备产能提升70%，上半年生
产合金产品4886吨，比计划进度增幅
32.05%，实现营业收入超计划完成
151% ，利 润 总 额 超 计 划 完 成
142.59%。稀宝博为不断增强对接市
场需求的能力，产品专业化、稳定性、市

场认可度明显提升，上半年销量较去年
同期提升36%，真正实现“驰影A30”磁
共振诊疗车首次外部市场销售。同时，
向社会捐赠两台“驰影A30”磁共振诊
疗车，树立了企业良好的形象，扩大了
企业社会影响力；全新开发“驰影方舱”
磁共振产品，首台产品已经在包钢三医
院投入使用。

北方稀土围绕上游及配套产业、稀
土现代农业产业、稀土金属-磁材-永
磁电机产业等方面加快自建项目和合
作项目进度，强力培育新动能，实现点

“土”成“金”，推动产业提档升级。利用
稀土冶炼分离过程中产生的富含硝酸
铵、硫酸铵、氯化铵的工业副产品，大力
发展稀土农肥及相关产业，实现资源综
合循环利用，提升产品附加值。在前期
大量调研试验的基础上，建成稀土营养
液及改良剂生产线，一季度累计生产营
养液产品55吨、改良剂产品18.6吨、有
机肥 15吨。此外，加紧建设年产 500
吨铈锆固溶体生产线，预计今年投产，
已与多家汽车尾气治理环保企业达成
初步合作意向。

2020·决胜全面小康

□本报记者 阿妮尔

随着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国际贸易
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全区外贸企业的
日子进入了一段难熬的时期。

如何帮助外贸企业全面复工复产，
是这半年来满洲里海关人始终在想、在
做的一件事。

用心服务，提振企业信心。疫情发
生后，满洲里海关所属通辽海关探索采
用提前申报模式以及在全国海关通关
一体化模式框架之下与大连、南京海关
加强沟通协调，压缩出口货物通关时
间，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日前，走进通辽梅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的生产车间，生产线一片忙碌，工
人们正在赶一批来自韩国的订单。“最
近来自各国的订单逐渐增多，出口环节

越来越顺畅，我们心里也有底了。”公司
生产部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上半年该公司主要产品谷
氨酸钠出口5.66亿元，增长46.08%；苏
氨酸出口4.31亿元，增长31.88%。面
对疫情影响，交出这样的成绩单实属不
易。

由于疫情影响，内蒙古科沁万佳食
品有限公司出口贸易受到了严重影
响。满洲里海关所属阿尔山海关了解
到这一情况后，量身定制监管措施，最
大限度缩短企业的通关时间和降低物
流成本，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疫情期间，船期多次变更，海关不
厌其烦地为我们办理审批手续，挽回了
损失。还派遣专人与公司对接，讲解企
业认证事宜，让我们感到很温暖。”公司
有关负责人说。

专业指导，支持企业拓展渠道。为

支持辖区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发展，
满洲里海关为赤峰市40余家电商、物
流企业有针对性地讲解跨境电商政策，
让企业用好用足这些政策的同时推动
企业复工复产。

8月4日，赤峰市的内蒙古克孜勒
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员工正在分配、拣
货、打包网友下单订购的商品，不久将
送到消费者手中。

“疫情发生后，通关快速、不见面
交易的特点让跨境电商订单越来越
多，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机遇，上半
年公司通过跨境电商模式进口主要商
品有面粉、矿泉水、啤酒、植脂末等，货
值近400万元。”公司总经理蒋志明介
绍。

坐落于呼伦贝尔岭东工业开发区
的东北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
海关AEO认证企业，目前产品出口到

北美、欧洲、非洲、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等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公司外贸部经理王山告诉记者：
“我们公司正在积极拓展和稳固东盟市
场。今年起，输往印尼的‘中国—东盟’
原产地证书可以自助打印后，足不出户
就可以完成原产地证书的申报、审核、
打印、签证等环节，省了不少事。”

随着海关各项促外贸、稳增长措施
的实行，以及各种政策红利的释放，该
公司进出口量逐渐恢复到往年平均水
平。据统计，上半年，海关为该公司签
发 原 产 地 证 书 1136 份 ，签 证 金 额
9748.52万美元，出口苏氨酸、谷氨酸、
葡萄糖等商品近13万吨，与去年同期
持平。

如今，满洲里海关关区外贸企业进
出口业务正在全面恢复，企业发展将重
新走上快车道。

外贸企业普享海关全方位服务

北方稀土北方稀土：：
逆势搏击展现旺盛活力逆势搏击展现旺盛活力 本报8月10日讯 （记者 杨

帆）为深入推动解决盟市统计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我区向突出问题“开
火”、对顽固问题“开刀”、对疑难问
题“开方”。近日，针对上半年专业
数据质量及重点工作中存在的突出
问题，自治区统计系统召开部分盟
市统计工作谈话会。

会议聚焦统计短板弱项，通报
了其中三市上半年在专业统计工作
和提高统计数据质量方面存在的突
出问题。同时要求，各地必须强化
对各项统计业务的重视，确保工作
责任到人；优化人员结构，把功夫下
在平时，不做统计工作“二传手”；要
在人口普查、部门数据共享、乡镇统
计等方面积极创新，不断提高统计
数据质量；把整改工作落到细处、实
处、深处，明确整改时限，助力全区
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区“开刀”解决
盟市统计突出问题

本报8月10日讯 （记者 阿
妮尔）8月1日，二连海关综合业务
科正式为二连浩特市金太贸易有限
公司签发了一份电子化《入境货物
检验检疫证明》，这也是呼和浩特海
关辖区首份《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
明》电子证书。

据悉，此前，企业需要亲自到海
关大厅领取证书，而现在《入境货物
检验检疫证明》电子化后企业可根
据手机收到的查询码短信，登陆中
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或电子证书
信息查询系统查询，并根据自身需
求下载电子版本。足不出户获取证
书，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路，企业
少跑腿”。

据介绍，《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
明》主要是海关完成对入境货物所
有检验检疫结果合格后，依据企业
申请进行签发的证书，证明该批货
物被准予在国内进行销售、使用。

呼和浩特海关
签发首份电子化
《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

本报8月10日讯 （记者 杨
帆）今年以来，作为内蒙古最大的钢
铁企业，包钢不断开发具有高效能、
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新产品，技
术创新载体——中试试验平台成为
企业转型“孵化器”。

包钢技术中心中试试验基
地——冶轧实验室，具有冶、铸、控
轧控冷、热处理、焊接等全流程模拟
试制能力，先进的设备和国内一流
的智能控制系统，为进一步提高产
品档次、改善产品结构奠定了基础；
先进的热轧、冷轧试验机组配套智
能过程自动化控制系统，在实现冷
却方式、速度、温度等工艺参数精确
控制的同时，可对数据进行实时采
集监控，为管线钢、低合金钢、高强
钢等产品研发开辟了道路。3台不
同规格的真空中频感应炉，不仅能
确保化学成分精准控制，还降低了
产品开发成本，缩短了研发周期。

中试试验平台
成为包钢转型“孵化器”

本报8月10日讯 （记者 康
丽娜）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获悉，为进一步提升疫苗管理能
力水平，形成权责清晰、运行高效的
疫苗管理体系，日前，鄂尔多斯市建
立了疫苗管理部门联席会议制度。

联席会议由市市场监管局、市
卫生健康委牵头，由市委宣传部、机
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市发展改革
委等十部门组成。根据联席会议制
度，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深
入研究疫苗管理工作有关问题，制
定相关配套政策措施或提出政策措
施建议；认真落实联席会议确定的
工作任务和议定事项；加强沟通，密
切配合，相互支持，形成合力，充分
发挥联席会议作用，形成高效运行
的工作机制，切实推动该市疫苗管
理工作高质量发展。

鄂尔多斯市建立了
疫苗管理部门
联席会议制度

本报 8 月 10 日讯 （记者
王连英）今年以来，全区金融机构坚
决落实国家出台的金融政策，支持
疫情防控，保供应链、保市场主体、
保就业，千方百计缓解中小微企业
融资困难，加大资金投放，上半年贷
款增速回升，利率明显下降。

截至6月末，全区人民币贷
款余额23902.53亿元，同比增长
4.5%，增速较上年同期上升1.1个
百分点；上半年新增贷款817.41
亿元，同比多增133亿元。总体
看，企业流动性获得较多，上半年
新 增 173.84 亿 元 ，同 比 多 增
217.92亿元；投放较多的金融机
构是国有大型银行和农村合作金
融机构，共投放604.95亿元，占全
部贷款74%；投放的主要地区是
呼和浩特市、赤峰市和鄂尔多斯
市，共投放599.54亿元。同时，企
业融资成本持续下降，还款压力
进一步减轻，全区一般贷款和小
微企业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
6.13%和6.06%，比年初分别下降
0.29个和0.49个百分点。

我区人民币贷款余额
同比增长4.5%

本报 8 月 10 日讯 （记者
高慧）近日，呼和浩特市商务局召
开“家政服务业信用体系建设推
进会暨商务部家政服务信用信息
录入培训会”。记者在会上获悉，
目前首府已有35家家政服务企
业、1725名家政服务员通过商务
部家政服务信用平台审核，并建
立信用档案。

“今年我市计划围绕家政服务
诚信主题，培训家政服务企业200
家以上，培训家政从业人员4400
人以上，并纳入商务部家政服务信
用平台管理，逐步实现家政服务人
员持家政诚信服务卡上门服务。
鼓励消费者在选择家政服务时优
先考虑建立家政服务诚信档案且
无不良记录的家政企业和家政服
务员，引导家政企业和家政服务人
员建立诚信档案，开展诚信规范经
营和服务，实现我市家政服务行业
规范发展。”呼和浩特市商务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

首府1725名
家政服务员有了信用档案

本报 8 月 10 日讯 （记者
杨帆）自治区财政厅传出消息：今
年上半年，乌海市完成税收收入
25.33 亿元，同比增加 0.1 亿元，
增长0.4%，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的84.2%，全市财政收入结构进
一步优化。

上半年，乌海市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30.1亿元，同比增加1.62
亿元，增长5.7%，完成年初预算的
61.7%，较均衡进度超收 5.7 亿
元。其中，非税收入4.77亿元，同
比增加1.52亿元，增长46.7%，占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15.8%。上
半年，乌海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2.39亿元，同比增加0.06亿元，
增长0.1%。从各项完成情况看，
市本级支出29.7亿元，同比下降
1.1%；海勃湾区支出9.32亿元，同
比下降 13.4%；乌达区支出 6.74
亿元，同比增长17.2%；海南区支
出6.63亿元，同比增长14.8%。

乌海市税收收入
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84.2%

本报 8 月 10 日讯 （记者
李国萍）来自包头市发改委的消
息显示，1—6月份，全市 635个
亿 元 以 上 重 大 项 目 ，总 投 资
3612.6 亿 元 ，当 年 计 划 投 资
1009.8亿元。续建项目311个，
总投资2197.5亿元，当年计划投
资517.7亿元；新建项目324个，
总投资1415.1亿元，当年计划投
资429.1亿元。1—6月份，已开
复工590个，开复工率93%，高于
去年同期3个百分点。

从行业情况看，39个农林水
利生态项目全部开复工；256个工
业项目，开复工239个；115个基
础设施项目，开复工97个；26个
商贸流通项目全部开复工；69个
社会事业项目，开复工66个；10
个文化旅游项目全部开复工；17
个交通项目，开复工12个；103个
房地产项目，开复工102个。

包头市亿元以上重大项目
开复工率达到93%

财经眼财经眼

室韦镇，坐落在源远流长的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河右岸，额尔古纳河也是中俄界河，左岸
便是俄罗斯。室韦地处内蒙古最北方，作为边境小镇是额尔古纳的明珠，也是一张旅游名片。
来到这里可以亲临中俄边境，让眼之所及“出趟国门”。 本报记者 马建荃 摄

让眼睛出趟国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