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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内蒙古制造业加制造业加““数数””前行前行

本报6月6日讯（记者 杨帆）
来自自治区统计局的最新消息：今
年4月份，全区原煤产量9495.1万
吨 ，同 比 增 长 14.8% ，日 均 产 量
316.5万吨。这是自去年10月份实
施煤炭保供政策以来，内蒙古连续7
个月原煤日均产量突破300万吨。

2022年以来，为了稳定宏观经济
大盘，服务并满足区内国内市场需求，
按照稳产保供和保大局、保民生、保安
全的发展思路，我区在全面挖潜增效
中保障煤炭供应。今年1-4月，全区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原煤产量3.92亿
吨，同比增长14.6%。需要特别指出
的是，受到4月15日后诸多燃煤发电
供暖企业结束供暖、用煤量减少等因
素影响，今年1-4月，全区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原煤产量同比增速较一季度回
落0.1个百分点。

内蒙古连续7个月
原煤日均产量
突 破 300 万 吨

本报 6月 6日讯（记者 康
丽娜）为了促进工业经济高质量
发展，呼和浩特市于日前发布促
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清
单。清单涵盖税费减免、促进企
业投资、科技创新、培育企业、智
能化发展、绿色化发展、工业园区
建设、金融信贷、保供稳价、降成
本、用地用能用工、优化营商环境
等 12方面 94条政策措施，覆盖
面广、含金量高、扶持力度大。

其中，在税费减免方面，清单
提出延长阶段性税费缓缴政策、
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费”
减免政策、继续推进“非接触式”
办税等措施。在促进企业投资方
面，清单提出引导企业扩大产业
链投资、实施光伏产业创新发展
专项行动、鼓励企业围绕“六大产
业集群”开展延链补链强链行动
等措施。在培育企业方面，清单
明确了支持企业成长壮大、培育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政策措
施。在金融信贷方面，清单提出
稳中求进扩大“助保贷”融资规
模、落实煤电等行业绿色低碳转
型金融政策、对上市企业加大资
金奖补力度等政策措施。

94条举措护航呼和浩特
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6月 6日讯（记者 杨
帆）近日，内蒙古电力（集团）公司
国家重点实验室A级大数据中
心项目开工。

该项目是内蒙古电力（集团）
公司首个以国家重点实验室、数
据中心为主，集全区电力能源大
数据平台、通信调度和科技报告、
数字档案于一体的基础性创新服
务硬件载体，也是公司科研文化
基地一期工程。项目建设内容主
要包括：新能源电力系统国家重
点实验室内蒙古试验研究基地、
电力电子应用技术国家工程研究
中心内蒙古试验研究基地和全区
能源管控平台、院士工作站、博士
后工作站、大数据机房等。

项目建成后，对于我区持续
推动电力科技成果转化、助力能
源企业绿色低碳与数字化转型，
具有重要意义。

内蒙古电力国家重点实验室
A级大数据中心项目开工

本报6月 6日讯（记者 高慧）
近日，自治区商务厅确定首批自治
区级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
区5个，分别是乌海市、鄂尔多斯市、
呼和浩特市、兴安盟、包头市。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是以社区居
民为服务对象，服务半径为步行15
分钟左右的范围内，以满足居民日
常生活基本消费和品质消费等为目
标，以多业态集聚形成的社区商圈。

2021年，自治区商务厅下发《关
于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
的通知》，要求各盟市把便民生活圈
建设作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做好

“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有
效手段，制定城市便民生活圈建设
专项规划，在用地、用房、财政、金
融、营商环境等方面加大政策扶持
力度，重点解决居民消费难点痛点
问题，推动开展城市一刻钟便民生
活圈建设试点，按照试点先行、以点
带面、逐步推开的思路，将便民生活
圈打造成为服务保障民生、推动便
利消费及扩大就业的重要平台和载
体。

首批自治区级城市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试点出炉

本报 6月 6日讯（记者 杨
帆）近日，蒙西第二批保障性并网
光伏项目配套接网工程——涉及
多个盟市的24项、440万千瓦光
伏项目配套接网工程前期准备工
作结束，并全部获得投资主管部
门核准。

这批接网工程，突出了“条件
成熟”和“配置优选”，消纳新能源
电量是工程建设的初衷。几个月
来，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巴
彦淖尔、锡林郭勒、阿拉善等工程
所在地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给予
建设施工方推动工程前期工作最
大力度的支持；国电电力、大唐国
际、国电投、中广核、远景、金风等
新能源本体项目企业与内蒙古电
力（集团）公司积极配合，在方案
完善中积极协调促进，全力以赴
推动配套接网工程各项准备工
作，为工程获得核准和尽快施工
建设争取了宝贵时间。

蒙西第二批保障性并网光伏
项目配套接网工程获得核准

本报 6 月 6 日讯（记者 高
慧）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获
悉，331国道二（二连浩特）艾（艾
勒格庙）段项目计划年内通车。

331国道二艾段公路工程起
点位于二连浩特市疏港公路k9+
300处，止于锡林郭勒盟苏尼特
右旗与四子王旗交界处艾勒格
庙，总长约66.8公里。目前二连
浩特境内42公里主线路面全部
贯通，路基防护工程正在全速推
进；苏尼特右旗境内底基层已全
部摊铺完毕，基层、防护、排水等
工程同步实施。

为了减小疫情对工程施工影
响，项目部在施工过程中实施“网
格化”管理，将大区域划分为小区
域，有效地避免人员交叉流动。
目前，项目部一方面主抓剩余工
程建设，另一方面着手准备二连
浩特境内已完工程交工验收工
作，全力向目标冲刺。

331国道二艾项目
计 划 年 内 通 车

本报 6月 6日讯（记者 李永
桃）记者从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
支行获悉，跨境金融服务平台于
2020年在我区建成后运行良好，目
前已开通了“出口应收账款融资”

“企业跨境信用信息授权查证”“资
本项目收入支付便利化真实性审
核”及“服务贸易税务备案电子化银
行核验”四个场景，在助力解决中小
企业融资难、银行风控难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今年1-4月，通过跨
境金融服务平台为企业融资 693.3
万美元，同比增长37.3%。

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会
同辖区外汇指定银行深入开展“企业
汇率风险中性理念”宣传活动，督促银
行及时响应企业汇率避险需求、开发
简便线上衍生产品，通过差异化指导、
银企对接、政策产品推介等形式，帮助
企业主动适应汇率双向波动常态，有
效规避汇率风险，减少汇兑损失。1-
4月，全区企业衍生产品履约额2.45
亿美元，为上年同期的1.91倍，履约
口径的外汇套保比率为4.67%，较上
年同期增长1.95个百分点。

跨境金融服务平台
为企业融资
693.3万美元

本报 6 月 6 日讯（记者 李永
桃）根据自治区价格监测和认定中心
在全区12个盟市共计41个监测点
出场价格的监测数据显示，5月份，
全区生猪出场价格及猪粮比价继续
上涨，与去年同期相比，生猪出场价
格、猪粮比价均出现回落。

5月份，全区生猪平均出场价格
为736.62元/50公斤，比上月价格上
涨11.83%，涨幅扩大9.97个百分点，
比去年同期下降27.99%。

从监测周期来看，5月 4日、11
日、18日、25日，全区每50公斤生猪
平均出场价格分别为 717.83 元、
735.5元、741.83元、751.33元，生猪
出场价格逐周上涨。

专家指出，此轮生猪价格上涨
的主要原因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
整，生猪阶段性供应过剩的局面得
到有效改善；受疫情期间居民囤货
行为影响，生猪形成阶段性、区域性
供需偏紧；行业预期看好，养殖户压
栏惜售挺价，主动收缩猪源，进一步
推动价格上涨。

全区生猪出场
价格环比上涨

◎头条纵伸

内蒙古 TCL 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员工正在生产线上组装电视
机。

工 人 在 包 头
江馨微电机科技
有限公司数字化
百级无尘车间赶
制配套 5G 手机产
品的音圈马达。

弘元新材料（包头）有限公
司的员工在生产车间内工作。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包头盛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包头盛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

限公司的流水线上限公司的流水线上，，人工和智能人工和智能
机械配合默契机械配合默契，，生产繁忙有序生产繁忙有序。。

创新内蒙古创新内蒙古 活力迸发活力迸发

内蒙古通威二期5万吨高纯晶硅项目。

呼和浩特市小黑河沿岸呼和浩特市小黑河沿岸。。

□本报记者 康丽娜

2分半钟，这是包钢集团首个自
主研发贴签机器人完成一卷钢卷自动
贴签的所用时长。机器人代替人工
后，不仅解决了包钢机器人领域关键
技术被外部厂商垄断的问题，还大大
提高了贴签效率和准确度；

20分钟，这是“乌兰察布造”PC
主机从一个个零部件组装为成品的用
时。在乌兰察布同方智能制造产业基
地，一台台计算机经组装、测试、检验
等层层质量把控后，源源不断走下生
产线发往全国各地；

38分钟，这是装配一台5G无人
驾驶新能源矿用车的时间。在内蒙古
铁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总装车间内，
一条崭新的智能化生产线正高速运
转，工人们有条不紊地进行装配作业；

1小时，这是伊利现代智慧健康
谷液态奶工厂灌装生产线灌装40000
包牛奶的时间。由于引进全球最先进
的利乐E3超高速灌装机，鲜奶灌装速
度大大提升，效率提升1.67倍……

惊人速度的背后，是一场前所未
有的智能制造变革。

向“智造”要活力，以创新拓市
场。放眼亮丽北疆，智能制造热潮喷
涌，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在新一代信
息技术驱动下，内蒙古制造正在演绎
产业发展的“速度与激情”。

“速度与激情”，来自于制造业的
“增”。

今年1-4月份，全区规模以上制
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2%，拉动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3.6个百分点。
全区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57.6%，对
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44.0%。

“速度与激情”，来自于创新链的
“新”。

今年1-4月份，全区规模以上高
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3%。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185.6%。其
中，医药制造业投资增长43.1%，电子
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 2.6倍。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疫情多点散发
的形势下，内蒙古制造业取得如此成
绩实属不易。

“着力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智
能制造是关键一招。”业内人士表示。

走进包钢金属制造公司冷轧库
区，看不到一个操作工人，头顶上巨大
的机械臂在来回吊卸钢卷。

这就是包钢的“智慧工厂”，又名
“黑灯工厂”，因无需人工操作，即使关
灯也可运行而得名。也是包钢股份重
点打造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智能制
造工厂样板，在2019年 10月正式投
产运行。

工厂应用的轧后库无人行车及智
能库管系统，通过模型算法，可实现行
车智能调度、路径规划、垛位分配、自
动避障、多车协作等功能，智能化完成
五条生产线所生产钢卷的下线入库、
上线出库、库内倒垛等作业。

“无人智能库运行后，减少了36名
吊车司机和4名地面人员，钢卷吊损率
下降了90%。不仅提高了作业效率，
还优化了库存，改造后库区利用率可
提高 25%以上，年吞吐量可提高
20%。”包钢金属制造公司有关负责人
介绍。

传统产业向智能化转型，包钢不
是个例。

如今，智能制造作为制造强国的
主攻方向已成为制造业企业的共识。

在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公司电石
二分厂，见不到传统出炉工人手持铁
钳、大汗淋漓的劳动场景，取而代之的
是电石冶炼智能出炉机器人挥动着机
械臂高速运转，自动搭电、自动烧穿、
自动开眼、自动带钎、自动堵眼和清炉
舌等一系列自动作业一气呵成。

“机器人上岗后，电石炉穿烧器烧
开炉眼标准工时由24分钟降至19分
钟，生产效率提高26%。”项目负责人
介绍道。

包头昊锐稀土有限公司投资
88.03万元进行生产管理系统及抛光
粉砂磨工艺自动化改造，实现了工艺
过程的自动控制，降低人工成本
30%，减少设备维修费 20%，提高产
品稳定性10%，减少物料损耗10%。

蒙牛中国乳业产业园八期项目
32条生产线无需人工调试，可自动切
换不同的生产工艺，用一条生产线完
成多品类同时生产，实现定制化生
产。该项目充分体现了生产智能化、
集约化和低碳化的理念，致力于打造
成自治区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乳业
样板工程。

“机器换人”“设备换芯”“生产换
线”……乘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的东风，内蒙古加快推进新一代信息
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发展，制造
业发展加“数”前行。

产业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支持。
近年来，我区深入实施大数据与

产业深度融合行动计划，以智能制造
为引领，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引导更
多企业安上智能的“大脑”、接上互联
网的“云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水平稳步提高。

尤其是今年以来，随着《内蒙古自
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制造业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意见》的出
台，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的路径越来越清晰。

按照部署，到2025年，全区制造
业产业智能化升级、数字化赋能取得
新突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设备
数字化率达到60%，关键工序数控化
率达到68%，工业互联网平台普及率
达到45%，工业园区全部建成智慧园
区。

目标既定，未来可期。
在政策指引下，制造业通过数字

化转型提质增效蔚然成风，众多行业
内领军企业乘势而上，纷纷上马智能
制造项目。

3月25日，总体规划用地2100亩
的百亿重大项目明阳新能源智能制造
产业园在包头石拐区破土动工。产业
园区建成后，将成为国内陆上风电整
机制造产能最大、核心部件集中度最
高、属地化产业配套最完备、单机容量
最大的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

4月28日，准格尔旗徐工新能源
矿业装备智能制造园区开工。项目建
成后，将形成年产 8000套新能源矿
车、挖机、破碎机、平地机、推土机、装
载机等设备的智能化制造、测试、研
发、销售及再制造能力。

5月17日，包头韵升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年产15000吨高性能稀土永磁
材料智能制造项目在稀土高新区开
工。项目建成后，包头韵升将成为全
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稀土永磁材料生产
基地。

5月24日，东方电气风电智能制
造基地产业基地项目开工。项目主要
建设年产风电整机150万千瓦智能风
机装备制造厂及年产大型风电叶片

500 套以上能力的风机叶片制造厂
等，对于促进呼和浩特市装备制造业
转型升级有重要意义。

……
今年以来，这样的高端智能制造

项目在自治区竞相落地，成为北疆大
地一道道亮丽风景。

向高端迈进、向智能升级。借力
智能制造，内蒙古制造业正阔步迈向
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的发展
新征程。光辉前景，值得期待！

□本报记者 康丽娜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兴
国之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关乎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全局。

新征程上，如何推动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
业深度融合是关键之举。

作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
于促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发展的意见》的配套方案之一，《促进
制造业智能化发展实施方案》明确提
出，以建设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为
基本路径，以加快工业数字化转型为
目标，建设 5G 基础设施、具有地方特
色的工业互联网、智慧工业园区和智
慧矿山，实施工业数字化改造，促进新
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5G+智慧矿山——在露天及井工
煤矿规划部署5G信号网络，推动智能
矿山改造项目，重点支持在大型露天煤
矿和井工煤矿打造不同条件、场景、模
式下的5G+无人驾驶、5G+智能化采掘
示范项目，挂牌一批5G+智能化煤矿示
范基地。到2025年，对分布在重点露天
煤矿的1200个矿车力争实现无人驾驶，
全区井工煤矿全部实现采掘面“智能
化”采掘。

5G+智慧园区——以新一代信息
技术和智慧应用为支撑，重点打造“一
平台、两中心、六系统”，工业园区全部
建成智慧园区，实现园区内企业生产、
环保、安全、能耗、物流等关键数据敏
捷采集、传输、存储、分析和智能响应。

5G+智能制造——制造业智能化
改造方面，围绕冶金、化工、绿色农畜
产品加工、建材（水泥）、装备制造、民
爆等行业实施人工转机械、机械转自
动、单台转成套、数字转智能技术改造
滚动计划。到 2025年，累计打造智能
工厂37个、数字化车间64个。

5G+工业互联网应用——重点在
五个领先行业开展应用实践，支持电
子设备制造业、装备制造业、钢铁行
业、采矿行业和电力行业的应用项
目。到 2025年，工业领域重点行业的
规上企业实现“5G+工业互联网”典型
场景应用。

阔步新时代，启航新征程。新征程
上，5G赋能内蒙古制造向“智造”加速挺
进。

5G赋能
内蒙古制造

向“智造”挺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