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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飞委员：建议进一步优化自治

区营商环境，进一步提升政府相关部门
的服务能力，让企业更有发展前景和发
展后劲。

包凤英委员：建议补全我区冷链物
流短板，更好地打造绿色农产品加工输
出基地，提升绿色农产品附加值，进而
助推我区经济社会发展。

赵永红委员：建议自治区相关部门
加大对信息通信网络技术融合创新支

持奖励力度，盟市层面加强数字经济顶
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助力自治区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周济生委员：建议各地制定的人才
引进政策应及时兑现，提高现有的人才
待遇，使人才能够安心为本地区发展助
力。

刘晓宇委员：建 议 提 高 青 少 年 心
理健康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政府相关
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家庭教育的理论研
究，不断改进和完善校内学生心理健
康的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强部门协同

联动。
尹玉和委员：建议自治区农牧厅主

导，重新恢复组建自治区马铃薯产业技
术体系，持续加大对自治区马铃薯种业
技术创新中心平台载体建设。

程晓虎委员：建议政府加大山羊优
良品种保护力度，加大羊绒产业发展力
度，加快龙头企业和农牧户联动机制，
更好促进农牧民增收。

张春玲委员：建议加大我区规模养

殖奶牛“两病”（布病、结核病）的监测力
度，创建动物疫病净化场，从而提高牛
奶的产量和品质。

肖茂锋委员：建立健全乡村振兴发
展规划格局，实现“一镇一设计，一村一
规划，一村一特色”，实现产业多元化发
展，为乡村振兴赋能。

李艳茹委员：希望各民主党派、工
商联在三级联动监督式协商中更积极

主动发挥作用。
张玉山委员：做好跨境电商及线下

订单采购团的接单准备工作，要主动走
出去，推动经济多元化发展。

杨永胜委员：建 议 在 推 进 专 题 协
商、提 高 落 实 方 面 加 大 监 督 力 度 ，推
动“ 呼 包 鄂 乌 ”一 体 化 发 展 及 绿 色 转
型。

（本报记者 徐跃 整理）

1 月 21 日，呼伦贝尔市代表团代表李继荣建议，希
望批准在呼伦贝尔成立冰雪运动学院，推动全区冰雪产
业发展。 本报记者 金泉 摄

1 月 20 日下午，自治区政协委员胡春玲建议，发挥政
府主导作用，规范家政市场，建立健全行业标准，加强从
业人员培训，提升服务水平。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1 月 21 日，列席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的政协委员在会间交流。 本报记者 金泉 摄

1 月 21 日，鄂尔多斯市代表团代表在会议间隙认真讨论。 本报记者 金泉 摄

□本报记者 李永桃

1 月 11 日 11 时，伴随着一声风笛
长鸣，首列运输煤炭的 84688 次货运列
车驶出锡林浩特火车站。至此，锡林郭
勒盟进京货运新通道虎丰一期既有线
改造工程田桥镇站至虎什哈站正式开
通运营。这为锡林郭勒盟绿色农畜产
品、矿产资源、建筑材料等大宗货物运
销京津冀地区打通了“肠梗阻”。

1 月 10 日，由自治区科技厅组织的
首批“揭榜挂帅”项目签约仪式在呼和
浩特市举行。来自中国科学院微生物
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中国
农业大学等区内外 49 家科研单位与内
蒙古 12 家榜单企业签署技术攻关“军
令状”，协议研发总金额达 1.9 亿元。自
治 区 本 级 科 技 资 金 支 持 额 度 将 达 到
5000 万 元 以 上 。 项 目 聚 焦 攻 关 难 度
高、研发投入大、单纯依靠企业自身甚
至区内科研力量难以解决的“卡脖子”
难题，助力破冰前行。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启航新征
程，内蒙古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
开新局。1 月 21 日开幕的内蒙古自治

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擘画出今年我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作战图”和“路线图”。

新征程上，内蒙古底气十足。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见证着 2021

年内蒙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高光时
刻”：经济保持平稳健康运行。实施重
大项目 3074 个、完成投资 4658 亿元。
工业投资、民间投资分别增长 21.1%、
14.4%。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2 万亿
元 、增 长 6.3％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增 长
9.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6.3％，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14.6％；产业转
型升级迈出积极步伐。实施奶业、种业
振兴行动，粮食生产“十八连丰”，畜牧
业生产“十七连稳”。制造业、高新技术
业分别增长 11.3％、22.4％⋯⋯

新征程上，内蒙古信心满怀。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在乌兰察布，数字经济正成为推动这里
创新发展的新引擎。去年仅阿里巴巴
一家企业入规，就拉动该市信息行业规
上营业收入增长近 13 倍。

自治区人大代表、乌兰察布市市长
奇飞云信心坚定地说：“我们将用好用
活国家网络枢纽节点优惠政策，以产业

数字化、数字产业化为抓手，围绕延链
补链强链，加快布局重点项目，推动数
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数字
产业集群式发展。乌兰察布市将以全
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建设
为契机，充分发挥毗邻京津冀和绿能充
沛、PUE 值低等突出优势，加快布局重
点项目，形成一批‘东数西算’‘南数北
算’典型示范场景和应用。”

年关将至，乌海市海勃湾工业园区
“不打烊”。煤焦化企业副产的富氢焦
炉煤气每天都会通过管道输送到另一
头的冶炼铸造企业，通过世界首创的
氢基熔融还原技术工艺，生产出高铁、
核电等高端装备制造所必需的基础材
料——高纯铸造生铁，开启了一条“煤
焦化——氢冶金”的绿色化、精深化、高
端化产业链。

紧扣产业链供应链部署创新链，内
蒙古在时代答卷上奋笔疾书。住区全
国政协委员、自治区科技厅厅长孙俊青
胸有成竹地说：“今年，我们将以‘稳’的
基础、‘进’的方向、‘高’的目标为全区
科技创新发展谋篇布局。进一步推进
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启动科技创新
重大示范工程，组织有效关键技术攻

关，加快先进技术成果落地转化。并将
2022 年作为‘科技政策落实年’，加强
整体谋划，推动国家和自治区各项科技
政策扎实落地。”

优化营商环境，是支撑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基础工程。自治区人大代
表、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
局长胡苏华铿锵有力地说：“我们要将
两 会 精 神 转 化 为 干 事 创 业 的 生 动 实
践。聚焦助力市场主体减负纾困，更好
激发市场活力，深化税务领域‘放管服’
改革，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认真落
实好大规模、阶段性、组合式减税降费
政策，加大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
制造业等企业行业的支持力度。在运
用大数据精准推送税费优惠政策信息
的同时，全面推行‘自行判别、申报享
受、资料留存备查’的税费优惠享受方
式。”

星光不问赶路人，历史属于奋斗
者。“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要完成
5200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因此，要在
项目推进上靠前发力，切实做好前期工
作，继续优化服务保障，用足用好国家
专项债券等资金，加快推进项目落地见
效，跟踪解决经济运行当中出现的新情

况、新问题。”自治区人大代表、自治区
发展改革委主任龚明珠说。

春天不语，已在路上。鄂尔多斯
已经开始在“双碳”上精耕细作，抢抓
独 特 的 资 源 优 势、土 地 优 势、通 道 优
势、消纳优势和距受端市场近的优势，
加快推进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结
构调整优化，沿着产业门类推进建链
补链延链强链，推动形成越往下细分
占比越高的产业门类结构，加快构建
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
的发展局面。

不负历史、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着力扩投资促消费防风险，保持经济
平稳健康发展，打一场保稳促进的硬
仗。”“紧扣‘两个基地’建设，深入开展
质量提升行动，集中打造绿色农畜产品
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新型化工、现代
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现代服
务业等产业集群，首批打造 12 条重点
产业链，带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

沿着政府工作报告精心描摹的新
路线，代表、委员们信心满怀，纷纷表示
要携手全区各族人民群众攻坚克难，共
同开辟内蒙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康庄
大道！

稳产业强链条育动能稳产业强链条育动能 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

□文/本报记者 梁亮 图/本报记者 金泉

“乳业一头连着田间地头、一头连着
市场终端，是典型的‘粮头食尾’全链条
产业，也是保障经济平稳发展的‘稳定
器’之一。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
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打造绿色农
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乳业是先行者和
排头兵。”自治区人大代表卢敏放说。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总裁卢敏放表示，内蒙古着
力在转方式、调结构、促创新、补短板上
下功夫，做了大量工作，但仍面临乳产业
及产业链关联项目用地和基础配套与产
业发展需求不完全匹配、行业整体距离

“双碳”目标仍有差距等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卢敏放认为，在国家推

进奶业振兴战略机遇期，应充分发挥自治区
乳业优势产区和产业集聚区优势，将内蒙古
打造成中国乃至世界乳业先行示范区，在全
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将
首府由“中国乳都”升级为“世界乳都”。

卢敏放建议，自治区对重点项目用
地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需求要进行统一梳

理和规划，重点解决选址、用地、基础设
施配套难等问题；加强对牧场建设选地
用地工作的指导，并给予政策支持；依托
资源条件、产业及研发基础，进一步强化
研发投入攻坚、重大科技攻关、创新主体
培育，全面改善科技创新生态、完善科技
创新体系、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把构建绿
色特色优势现代产业体系作为主要抓
手，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围绕
乳都核心区建设若干“零碳”特色农畜产
品产业带和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基础高
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卢敏放代表：加快推进加快推进
绿色农畜产品绿色农畜产品产业集群建设

□文/本报记者 柴思源
图/本报记者 安寅东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集中打造绿色农
畜产品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新型化工、现代
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
等产业集群，首批打造12条重点产业链，带
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这让我对目前
从事的行业充满信心！”聆听了政府工作报
告，自治区政协委员、微科（内蒙古）新材料科
技责任有限公司董事长宋光荣倍感振奋。

近年来，内蒙古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
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今年，宋光荣带来了
关于建设内蒙古新能源产业一体化发展创
新生态圈的提案。他认为，现阶段我区以风
电、光伏等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领域可以加
强信息共享、优势互补，形成发展合力，共同
弥补上下游产业链存在的缺口，促进我区建
设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及创新链。

他建议，出台支持政策，加强对新能源
产业的补贴力度，进一步保证补贴时效，降
低企业成本；通过政府整合资源，搭建新能
源产业沟通交流、协同发展的合作平台，实
现信息互通、数据共享，构建新能源行业新
格局，形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能源产

业生态圈。宋光荣认为，可以充分发挥
企业家在信息渠道、商务渠道、人脉资源
等方面的优势，聚焦当前内蒙古地区新
能源产业链缺口进行招商，细化每一条
产业链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规划一
批招商项目并进行广泛推介，推动新能
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宋光荣说：“当前我国已从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能源产业是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和
壮大新能源产业是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
和的必要举措。希望未来，内蒙古能够成
为全国新能源产业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宋光荣委员宋光荣委员：：聚焦产业链
推动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