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拉善高新区阿拉善高新区：：续写民族团结新篇章续写民族团结新篇章
□哈斯巴根 魏强 曹明宇 张兆伟

8 责任编辑：高玉璞 版式策划：刘芬 制图：刘芬 2020年11月10日 星期二 观察观察··阿拉善高新区阿拉善高新区

阿拉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聚居着18个民族，一直以来，各族群众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休戚与
共团结奋进，使一个贫穷落后的苏木发展为地区生产总值逾110亿元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019年农
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到20865元。

在阿拉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18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
活着蒙古、汉、回、藏等 18 个民
族。这里地处沙漠戈壁，曾经是
个以牧为主、仅有四五百人的贫
穷苏木。1997年，在阿拉善盟委
行署的决策下决定成立工业园
区。当时，这里的各族群众将他
们赖以生存的牧场腾出来支持建

立工业园区，并积极参与工业经
济建设。他们用实际行动谱写了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的民族团结时代篇章。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高新区工业经济实
现了从无到有、从低小散到高精
尖的华丽转身，一跃成为时间最
早、工业规模最大、各类要素齐聚
的自治区级重点园区之一。先后

被自治区列为首批生态工业园示
范点和循环经济工业示范园区、
十强工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和全区第一批新型工业化
示范基地。高新区所辖乌斯太镇
被批准为自治区首批经济发达镇
改革试点，是自治区确定的重点
建设的千亿元园区和重点培育的
国家级高新区。

转变方式 助力经济加速发展

近年来，高新区各族人民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建设亮丽内蒙
古，共圆伟大中国梦”的殷殷嘱
托，坚持新发展理念，围绕产品国
际化、产能规模化、产业循环化

“三化”目标，聚焦美好化工、美好
生活、美好未来“三个美好”定位，
培育了世界钠都、世界靛蓝之都，
形成世界生产规模最大的高纯钠、
氯酸钠、靛蓝生产基地和光引发剂
生产基地，拥有各类民族企业
1200余家、工业企业225家、上市
企业7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2
家。先后引进全国化工500强企
业9家，中国民营500强企业2家，
中国农药行业500强企业5家，高
新技术企业产值占园区总产值的
46%。金属钠、靛蓝、肌酸产能居
全球之首，氯酸钠单套产能亚洲最
大，苯胺基乙腈产能国内第一，氨
基甘油项目填补国内空白，糊树
脂、氯醋树脂、CPVC产业链领跑
国内高端树脂行业；引进消化吸收
的“甲醇一步法制芳烃”、高温煤焦
油悬浮床加氢、费托合成蜡、高纯

钠等技术世界一流。自主研发的
纳米碳酸钙、还原靛蓝、高纯度氨
基甘油等创新成果达到国内、国际
领先水平。

培育了盐化工、煤化工和精细
化工三大优势产业集群，以及石油
化工、碳材料、清洁能源、储能、特
色沙产业和军民融合产业等成长
型产业，各类工业产品达 380余
种；培育了一批国家级、自治区级
科技创新载体，拥有院士专家工作
站5家，国家级、自治区级众创空
间10家，自治区级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企业研发中心15家，重点实
验室2家，建成自治区首家精细化
工高新技术孵化园。

高新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理念，不忘初心，团结奋斗，
守望相助，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在全
区率先实现居民养老医疗保险和
最低生活保障城乡一体化全覆
盖，城乡低保、城镇最低生活保
障、农牧区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
员供养等多项民生指标位居全区

前列；在全区率先高质量打赢脱
贫攻坚战，城乡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 42669元，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高达20865元，位列全区12个
盟市首位，城乡登记失业率持续
稳定在全区最低水平；在全区率
先实行学前幼儿不分户籍、城乡、
民族免保教费政策，并将在校幼
儿、学生全部纳入本级城镇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在全区率先实行
跨民族地区医疗卫生合作，成为
加强民族团结合作的优秀典范；
在全盟率先修建农牧民小区，搬
迁农牧民入驻率达100%。累计
投资60余亿元，开工建设了供水
管网、垃圾处理厂、安全饮水和危
房改造、保障性住房等工程，高标
准建成苏木镇卫生院、嘎查村办
公场所和文化活动室；在全盟率
先实现园区与园区、企业与企业、
园区与企业道路通达工程，城区
到苏木镇、嘎查、社区道路通畅
率，农牧区广播电视覆盖率、光纤
宽带到户电网通达率均达100%。

创造辉煌 共享发展成果红利

高新区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积极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
导向的新路子”，着力把高新区建设成为全
区乃至全国重要的工业反哺生态样板区。
近年来大力实施退牧还草、退耕还林、天然
林保护、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等生态工程,
持续开展“蓝天、碧水、净土”专项行动，通过
重点实施黄河国家湿地公园、水源地保护等
工程，对沿黄地区乌斯太段进行植被恢复，
栽植乔木3万余株、水生植物75亩。黄河流
域乌斯太断面、乌斯太镇酒店湾—大迈力沟
水源地与青年桥水源地水质指标均100%达
标。新能源生态科技馆、环境监测与大数据
管理中心建成投用。建成年处置10.5万吨
危废综合处置中心，园区危废安全处置率达
100%，区域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生态优先
共建幸福绿色家园

突出重点领域，聚焦瓶颈制约，高新区
坚持从体制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打造综合
审批服务和综合行政执法两大平台为突破
口，加快构建小机构、大服务格局。成立行
政审批服务局，采用“划转+进驻”的模式，
将11个部门79项行政许可事项、24个部门
280项依申请事项全部划转，并做好简、管、
服三篇文章，实现了“一枚印章管审批”。

着力在“管”字上下功夫。大力推行“互
联网+监管”和“好差评”制度，构建起“集中
高效审批、强化协同监管、综合政务服务”的
审批服务体系；着力在“服务”上提水平。深
化“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开通“工
业项目绿色通道”，实行项目承诺制、代办制
和包办制。改革结构服务经济发展成立综
合执法局，将12个部门的执法权限进行整
合，统一行使城市规划、市容环境卫生等32
个方面的767项行政权力，有效解决了重复
执法、多头执法等难题。

改革创新
全力提升服务效能

高新区以“党建为魂、聚力凝心”为主线，
创新实施“党建+”工程，着力丰富“党建+”的
内涵，实施了一批民族团结项目，进一步彰显
了党建引领民族团结工作的“龙头”作用。

创新党建模式，坚持把健全完善非公企
业党建作为加强园区党建工作的重中之重
来抓。通过创新三个模式，实现三个目标，
实现了企业建到哪里党组织就延伸覆盖到
哪里；党员融入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全过
程；机关党组织与非公企业党组织“一对一”
结对全覆盖。

创建阵地促园区强基固本，坚持把阵地
建设作为基础性工作来抓，通过打造“四个
阵地”，不断夯实园区的发展根基；倾情帮
联，力促园区跨越发展，立足园区发展短板
和薄弱环节，着力打造服务园区长远发展的

“六大平台”，扎实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注
重党建连心促园区和谐共建，注重企业家精
神和工匠精神培育，着力构建新型政商关
系，以党建为引领带动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高新区各族群众将继续团结奋进共同
谱写新时代的新篇章，为建设祖国北疆亮丽
风景线不懈努力，作出更大贡献。
（本版图片由阿拉善高新区融媒体中心提供）

党建引领
凝聚民族团结力量

乌兰牧骑下基层慰问演出。
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举行升旗仪式。

嘎查志愿者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活动。

玛拉沁社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

阿拉善盟统战部有关领导率盟创建办相关人员到高新区调
研督查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工作。

阿拉善盟政协有关领导率观摩团视察2020年争创“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盟”工作情况。

党建引领，政务服务为各族群众画好同心圆。

牧民变股民，资产变股权。

政务服务局干部职工聆听《加强民族团结 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讲座。

高新区党工委召开民族团结创建工作推
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