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威

推动政府采购公平、公正、透明、高效
运行，是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放管服改革
的必由之路。

也因此，我区现已全面建成政府采购
“全区一张网”，采购主体所有业务均可实
现“一网通办”，全区政府采购数字化、信
息化水平已处于全国前列。

为提升政府采购标准化、规范化、便
利化水平，我区日前敲定六项任务进一步
推进政府采购领域“一件事一次办”，并向
全区本级预算单位和各盟市进行相关任
务安排部署。

任务一：推动涉企采购流程事项“一
次办”

此项任务主要围绕供应商办理 CA

证书（权威机构颁发的电子身份证或数字
证书）、入库报名参与政府采购、在线提交
文件、参与评审、签订采购合同、质疑投诉、
入驻电子卖场等多个环节开展“一件事一
次办”，实现供应商不同CA证书的全区互
认。在此过程中，供应商只需提交一次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即可参与全区政府采
购。电子卖场中，供应商一地入驻全区通
用，采购全流程一个平台就可“一次办”理
多项业务。

任务二：推动代理机构事项“一次办”
该项任务围绕代理机构登记入库管

理、采购业务代理、采购文件编制、采购公
告发布、采购活动组织、采购档案保存、诚
信评价等，重点做好“代理机构一地登记
全区代理”工作，一个平台即可完成代理
协议签订、采购文件编制、开标评审组织
和档案管理等多项业务。

任务三：推动中小企业事项“一次办”
这项任务主要围绕中小企业合同融

资、推广使用电子保函和为中小企业预留
采购份额、对中小企业评审优惠等内容，
全面推进落实“提供合同融资和电子保函
的银行一地征集信息可全区通用”的政
策，实现中小企业在采购活动中一个平台
可“一次办”理采购合同融资业务、递交响
应文件和缴纳电子保函等。

任务四：推动评审专家事项“一次办”
此项任务主要目的是实现采购评审

专家一次注册、分级管理、全区共享。专
家通过人脸识别、云上认证和采购项目全
流程线上评审，实现评审专家线上培训、
履职情况线上评价的“一次办”，为打造公
平公正的采购环境提供保障。

任务五：推动预算单位事项“一次办”
该项业务围绕政府采购需求管理、意

向公开、计划备案和电子卖场采购、采购活动
委托、采购文件编审、采购合同签订、履约验
收、信用评价等采购“全生命周期”，为预算单
位提供采购需求线上编制、采购文件线上审
核、委托协议与采购合同线上签订、采购计划
线上备案、履约验收线上完成等一个平台“一
次办”理多项事务的集成化办事模式。

任务六：推动采购备案事项“一次办”
这项任务围绕 400万元以下政府采

购项目和 100万元以下采购项目及公开
招标采购项目等，实行采购人申请、主管
预算单位审核备案“一次办”模式，取消财
政部门审核环节，按照“谁采购、谁负责”
原则，夯实采购人主体责任。

自治区财政厅政府采购处负责人认
为，这六项任务环环相扣，必将为优化全
区营商环境和增强市场主体信心注入源
源不断的动力。

推进政府采购六个“一次办”，内蒙古怎么做？

产经前哨

□本报记者 阿妮尔

“坑多坡陡，煤尘满天飞；土地贫瘠，
灰尘遍地是。”——多年前，在当地居民的
记忆中，位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铜川镇的
民达煤矿采煤坑及排土场，主要以黑、灰
为主色调。

经过绿色转型发展，党的十八大以
来，曾经“煤尘满天飞”的矿区逐渐迎来绿
色“蜕变”。如今，每到秋夏时节，一眼望
去，民达煤矿矿区绿意盎然：采煤坑已被
填平，灌木和多年生牧草遍地都是，用于
绿化的蓄水池碧波荡漾。

民达煤矿于2019年进入自治区绿色
矿山名录，按照“开采一块、复垦一块、绿
化一块”的要求，东胜区协调煤矿狠抓矿
山生态修复，累计投入复垦绿化治理资金
近亿元。目前，回填后的采煤坑复垦区绿
化面积已达 8.4平方公里。不仅如此，煤
矿还利用复垦绿化土地大力发展种植业、
养殖业，实现了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
化。秋夏时节来到矿区，林草绿化带到处
都是，仿佛置身于旅游观光区。

从生态修复到绿色发展，民达煤矿引
入无人机测绘、三维矿山数字化技术，建
成集中智能化调度室，同时购入新能源矿
用车服务矿山开采与运输，绿色智慧矿山
已现雏形。

这份成绩，是多年来我区矿山企业从
“山重水复”到“柳暗花明”的真实写照，也
是内蒙古全面开展绿色矿山建设的一个
缩影。截至 2022年 12月，全区共有 344
座矿山纳入自治区绿色矿山名录，其中的
47座矿山纳入国家绿色矿山名录。

“碳达峰、碳中和，对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提出了新要求，必须进一步优化矿业布
局，积极构建以绿色大中型矿山开采企业
为主体的矿企发展新格局，才能持续推动
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能源基地建设。”自
治区自然资源厅有关负责人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始终坚持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与
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为建设国家重要能
源基地注入“绿能量”。

华能伊敏露天矿坐落于呼伦贝尔草原
腹地，如今已现“花木繁茂鸟筑巢”的景
象。2022年8月底，在露天矿所在地，总面
积2047.24公顷的生态修复示范区免费对
外开放，矿区原始湖泊——伊和诺尔湖引
来鸥鹭、麻鸭等多种野生动物“安家落户”。

2021年以来，伊敏露天矿以打造“国
内一流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区”为目标，生
态修复治理成效持续显现。

何止于此？如今，在伊敏露天矿区，
一辆辆电动卡车进进出出，却丝毫看不到
煤尘飞扬。露天矿先后引进亚洲首套半
连续采煤系统和世界首套紧凑型轮斗连

续剥离系统抑尘防尘，引进 40台电动卡
车防止尾气污染。2022年，电动卡车代
替燃油卡车后，露天矿节约费用 2369万
元，在坚持绿色发展中完成 3500万吨煤
炭生产任务，为能源保供作出重要贡献。

矿区绿色转型，是内蒙古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缩影。

2022年 8月 3日，中国铝工业高质量
发展峰会在霍林郭勒市开幕。峰会上云
集了全国有色金属行业诸多“大咖”精英、
行业翘楚，这座缘煤而建、因铝而兴的边
陲小城魅力无限。

多年来，霍林郭勒市一直在煤电铝一体
化、铝电节能减排、现代能源示范、矿山生态
修复等方面深耕细作，绿色成为助力能源基
地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底色。

推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霍林郭勒市
及周边现已形成5000万吨煤炭生产能力
和 1000万千瓦自备电力装机能力，生产
装备、减排技术、能耗水平同步跨入全国
先进行列，正在倾力打造以绿色低碳、能
源清洁循环利用为重点，以延伸产业链、
攀升价值链为目标的千亿级铝基绿色新
材料生产基地和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

如此“以绿为媒”的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现已在我区成为常态。

时间是最好的见证者。近年来，内蒙
古将持续增加的“绿能量”注入能源产业，
提高能源综合利用率，加快构建多种能源

协同互补、综合利用、集约高效的高质量
供给新体系。

构建新体系的路上，自治区“十四五”
能源发展规划、绿色矿山建设方案等一系
列政策措施纷纷出台，为内蒙古建设国家
重要能源基地加油助威。

加油助威的路上，一幅“写实画”引人
注目：2022年，内蒙古煤炭实际产能12.2
亿吨，电力装机容量 1.73亿千瓦，新能源
并网装机规模突破 6000万千瓦；发电量
6465亿度，完成煤炭保供任务9.45亿吨，
外送电量2640亿度，均居全国第一。

这是内蒙古擦亮生态文明底色、走好
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的生动实践——还是
在 2022年，内蒙古风电、太阳能发电、光
伏等大批新能源项目投资增长5倍以上，
为优化能源供给结构注入“绿能量”。

心中有梦，脚下有路。回顾过去，是
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

2023年，我区要紧扣高质量建设“两
个基地”，推动传统产业“脱胎换骨”、新兴
产业“强筋壮骨”、支柱产业“聚链成
群”……已经绘就的发展新蓝图，与能源
基地建设提档升级息息相关。

新的一年，已到来；新的征程，已起
航。我们坚信：2023年，内蒙古将以更高
站位、更宽视野勇于担当、砥砺前行，继续
为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基地注入源源不断
的“绿能量”，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经济视眼眼

勇于担当勇于担当勇于担当勇于担当勇于担当勇于担当勇于担当勇于担当勇于担当勇于担当勇于担当勇于担当勇于担当勇于担当勇于担当勇于担当勇于担当勇于担当勇于担当勇于担当勇于担当勇于担当勇于担当勇于担当勇于担当勇于担当勇于担当勇于担当勇于担当勇于担当勇于担当勇于担当：：：：：：：：：：：：：：：：：：：：：：：：：：：：：：：：为建设能源基地注入为建设能源基地注入为建设能源基地注入为建设能源基地注入为建设能源基地注入为建设能源基地注入为建设能源基地注入为建设能源基地注入为建设能源基地注入为建设能源基地注入为建设能源基地注入为建设能源基地注入为建设能源基地注入为建设能源基地注入为建设能源基地注入为建设能源基地注入为建设能源基地注入为建设能源基地注入为建设能源基地注入为建设能源基地注入为建设能源基地注入为建设能源基地注入为建设能源基地注入为建设能源基地注入为建设能源基地注入为建设能源基地注入为建设能源基地注入为建设能源基地注入为建设能源基地注入为建设能源基地注入为建设能源基地注入为建设能源基地注入““““““““““““““““““““““““““““““““绿能量绿能量绿能量绿能量绿能量绿能量绿能量绿能量绿能量绿能量绿能量绿能量绿能量绿能量绿能量绿能量绿能量绿能量绿能量绿能量绿能量绿能量绿能量绿能量绿能量绿能量绿能量绿能量绿能量绿能量绿能量绿能量””””””””””””””””””””””””””””””””

突破突破 500500 亿千瓦时亿千瓦时！！

□杨威

数九寒天，包头供电公司 149座变电站
为草原钢城输入源源不断的电能。2022年，
包头供电公司售电量突破 500亿千瓦时，为
包头市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2022 年以来，包头供电公司投资 21.41
亿元，承建电网工程 86项。其中，98天为新
特多晶硅项目架起电源大动脉，117天让通威
高纯晶硅绿色制造生产线通电，265天建成英
华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零上门、零审
批、零投资”的特色售电服务惠及全市12622
户用电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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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经济深一度深一度

大青山上的光电汇入包头电网大青山上的光电汇入包头电网。。

供电线路检修供电线路检修。。
英华英华 500500千伏变电站千伏变电站。。

◎看经观潮 八面点经

赤 峰 两 条 公 路 正 式 投 入 运 营
本报1月30日讯（记者 高

慧）近日，经相关部门综合评议，
304省道乌兰布统至四道河子段
公路工程和乌丹至灯笼河子段公
路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并正式进
入运营期。

304省道乌兰布统至四道河
子段公路全长36.889公里，概算
总投资 2.091 亿元，于 2018 年 7
月开工建设；304省道乌丹至灯
笼河子段公路全长 109.6 公里，
概算总投资 6.78 亿元，于 2014
年7月开工建设。

上述两条公路，不仅是自治
区干线公路网和赤峰市与锡盟、
通辽市便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赤峰市中西部“北疆风
景大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两条
公路的投运，对改善赤峰市区域
交通条件、提高公路通行能力、
完善公路运输网络和带动沿线
旅游业大发展，均具有重大意
义。

乌兰察布羊盘洼分散式风电场竣工
本报1月30日讯（记者 杨

帆）自 治 区 国 资 委 最 新 消 息 ：
克服疫情及大风、低温极端天
气等多种不利因素影响，经过
历时 3 个月的努力，乌兰察布
市 能 投 公 司 察 右 后 旗 羊 盘 洼
分 散 式 风 电 场 项 目 近 日 正 式
竣工。

项目由乌兰察布市能投公
司投资建设，总装机容量 5万千
瓦，建设 8 台 6.25MW 风机，总
投资 2.5亿元，年发电量 16410.5
万 kWh，预计营业收入 4195 万
元，实现税收 460万元。项目的
竣工，充分彰显了内蒙古国企

“奉献清洁能源、践行绿色发展
理念”的初心使命，不仅填补了
公司自主开发建设风电场的空
白，也为当地企业今后建设相
关 项 目 提 供 了 可 资 借 鉴 的 经
验，对促进当地新能源产业再
上新台阶、再出新成效，具有示
范意义。

我区制发公路水运工程监理电子证照
本报1月30日讯（记者 高

慧）近日，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完成
首批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
电子证照（无纸证照）的正式制
发。这标志着，全区各地公路水
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照已进入
电子化时代。

近年来，为持续深化放管
服改革，我区交通运输部门进
一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
工作，全力推动“减证便民”，并
结 合 实 际 制 定 了 相 关 工 作 方
案，积极协调对接交通运输部、
自治区政务服务平台，及时优
化办证审批流程，努力让信息
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电子证
照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公路水
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电子证照
快速融入自治区政务服务平台
电子证照库。

此次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
业电子证照的制发，为持续培育
自治区公路水运工程建设市场
主体、高质量推进交通建设创造
了有利条件。

再生水利用40%！包头紧盯目标努力
本报 1月 30日讯 自治区

国资委最新消息：为推进国资
国企改革，加快提升再生水利
用水平，近日，包头市水务集团
所属的包头市再生水资源及污
水 处 理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正 式 挂
牌。挂牌不是目的，下一步，新
成立的公司将全力拓展再生水
用户，力争到 2025年，实现包头
市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40%的发
展目标，为加快推进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国
企力量。

据悉，包头市再生水资源
及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是
由包头市国资委出资监管的原
包头市排水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更名而来，是顺应新时代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大势和积极履
行国企社会责任的重大决策，
对于缓解水资源短缺具有深远
意义。公司挂牌后，将进一步
加强再生水供水“互联互通”系
统建设，实现“厂、网、站”一体
化管理，大幅度提高包头市再
生水利用率。

（杨威）

绿色制造示范单位创建工作启动
本报1月30日讯（记者 康

丽娜）日前，自治区工信厅印发
《关于开展 2023 年度绿色制造
示范单位创建工作的通知》，绿
色制造示范单位创建工作正式
启动。通知称，今年我区将选
择一批基础好、代表性强、产业
链稳定、有绿色示范创建意愿
的企业和园区作为培育对象，
推动绿色制造示范单位创建。

其中，在创建国家级绿色制
造示范单位中，我区将按照工信
部相关文件通知要求，本着“优中
选优、宁缺毋滥”的原则，从自治
区级绿色示范单位中组织企业
（含驻地央企分支公司）、园区等
开展培育与申报。在创建自治区
级绿色制造示范单位中，我区将
选择培育成熟的企业和园区建设
绿色工厂和绿色园区；重点推荐
汽车、电子电器、通信、现代装备
制造、现代煤化工、新材料等行业
中代表性强、影响力大、经营实力
雄厚、供应链管理基础好的核心
制造企业培育申报绿色供应链管
理企业。

内蒙古加快构建国资管理新体系
本报 1 月 30 日讯 （记者

杨帆）自治区国资委最新消息：
为推动全区国有经济布局结构
调整，我区目前正在加快构建

“1+3+N”的国有资本管理框架
新体系。

“1+3+N”即：深化国有资本
运营公司改革，改组 3个国有资
本投资公司，做强一批实体产业
集团。

为此，我区明确了总体思路：
加快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调整优
化国有经济布局，重点实施混合
所有制改革、战略性重组等七大
工程，扎实推动国有经济高质量
发展。同时，我区明确了2025年
发展目标：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趋
于合理，国有资本配置效率显著
提高；区属国企主业优势更加突
出，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盈利能力
与抗风险能力增强。按照思路和
目标，促进全区国有资本整体规
模和实力显著增强，总资产突破
万亿元，营业收入力争实现4000
亿元，培育资产规模超过千亿元
且营业收入超过千亿元的大型企
业集团 2户，培育资产规模超过
500亿元且营业收入超过100亿
元的企业4-5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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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兴安1月30日电 （记
者 高敏娜）1 月 29 日，内蒙古

兴安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面

向液态奶行业“5G+工业互联网

平台”应用智能制造新技术示范

项目一期首批 4 条生产线正式

投产。

在兴安伊利生产车间繁忙

有序的生产线上，工人们正按

照金典纯牛奶的加工工艺及流

程，对各个环节进行操作。“绿

色智能”生产流程、创新、数字

化技术等科技手段在这里得以

应用，经过标准化、超高温、无

菌灌装等环节，一盒盒纯牛奶

走下生产线。

2020 年内蒙古兴安伊利面

向液态奶行业“5G+工业互联网

平台”应用智能制造新技术示范

项目扎根兴安盟黄金奶源带。该

项目一期首批4条生产线主要生

产金典、伊利纯牛奶等产品，到3

月份日产量可达 600吨，全年预

计生产10万吨，年产值达5亿元

以上，带动500人直接就业，带动

兴安盟7座牧场同步快速发展，带

动全产业链3万人增收。

同时，兴安盟将紧紧抓住自

治区推进奶业振兴政策措施的

窗口期，与伊利集团紧密合作，

尽快推动二期项目建设，加快实

现日产能 1500 吨的规模，同时

拉动当地种植业、养殖业、饲料

加工、乳制品加工和物流、包装

等相关产业链协同发展，为打造

自治区奶产业发展副中心城市

打下坚实基础。

“盟、旗两级党委政府始终坚

持以最优的营商环境全力服务我

们项目的引进、落地、投产各环

节，从项目建设初期各种手续的

加班加点办理，到政府承建的水

电供应、市政道路、市政污水处理

等相关配套工程都做到了100%

兑现。政企联手积极践行自治区

‘点绿成金’的目标要求。”内蒙古

兴安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王福森说。

兴安伊利4条生产线正式投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