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 家 聚 焦 内 蒙 古
服务融入国家向北向西开放

本报6月19日讯 （记者 李
永桃）近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和内
蒙古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举办以“内
蒙古服务融入国家向北向西开放的
思路重点”为主题的第79期内蒙古
发展改革论坛。

来自呼和浩特铁路局、中铁二
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规划院运
输所、内蒙古大学、内蒙古财经大
学、呼伦贝尔学院、中国一带一路网
的专家学者，围绕主题进行了研讨。

向北向西开放是内蒙古落实国
家开放战略、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
放，并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
的现实需要，也是内蒙古的优势所
在、发展需求所在、责任担当所在。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提出10周年，我们要紧紧抓住向北
向西开放的契机，更好地把区位优
势转化为开放优势、发展优势，努力
在推动内蒙古服务融入国家向北向
西开放上有更大作为，取得更大成
效。”专家们建议，要依托中欧班列，
建好向北开放桥头堡。加强自治区
中欧班列一盘棋统筹，一体化管理；
推动中欧班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
中欧班列综合服务效能；加强中欧
班列资源整合，鼓励全区中欧班列
始发城市与满洲里、二连浩特协同，
支持相关盟市及其他地区零散货源
通过公铁联运、海铁联运在乌兰察
布进行集结，组织开行“公共班列”
等。要推动内蒙古口岸与腹地城市
经济联动发展。加快推进满洲里、
二连浩特等重点口岸与腹地盟市合
作，使之成为自治区口岸与腹地城
市联动发展的示范口岸；大力发展
边境贸易，探索“边民互市+落地加
工”产业模式，实行“互联网+边民
互市”海关监管模式；实施“口岸+”
工程，加快推进“口岸+特色加工
业”“口岸+专业市场”“口岸+商贸
物流”“口岸+边境旅游”等“口岸+”
工程建设。要全面建成西部陆海新
通道。形成北以呼包鄂城市群和5
个口岸为起点，南至成都、重庆，进
而衔接西部陆海新通道至北部湾，
东接沿江通道，联动西北的格局。
规划东、西两条铁路通道，东线以呼
包鄂城市群为节点，辐射二连、满都
拉、甘其毛都口岸，经包西、西康等
线达到川渝；西线以蒙西阿拉善盟
等地区为节点，辐射策克、乌力吉口
岸，经兰新、包兰、兰渝、成兰等线达
到川渝。要优化内蒙古北向国际物
流通道布局。创新中欧班列等物流
组织模式，强化呼和浩特、包头区域
中心城市和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
斯等物流节点城市的枢纽辐射作
用，发挥铁路在陆路运输中的作用，
促进形成通道引领、枢纽支撑、衔接
高效、辐射带动的发展格局。建设
自呼和浩特经乌兰察布至二连浩
特、通辽至满洲里两条通道，共同形
成北向国际物流通道的主通道。

我 区 对 供 热 设 备
进 行 全 覆 盖 检 修

本报6月19日讯 （记者 李
永桃）“目前，我们正组织各地利用

‘ 冬 病 夏 治 ’的 关 键 时 期 ，结 合
2022—2023 供 热 期 运 行 情 况 和

‘访民问暖’工作发现的问题，全面
开展供热设施设备维修检修和改造
工作。”近日，自治区住建厅有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

城镇集中供热工作事关民生及
社会和谐稳定，是重要的民生工程、
民心工程。自治区住建厅早安排、
早部署，紧盯问题、压实责任、强化
措施，全力保供。2022-2023年供
热季，全区新建热源厂3个、换热站
200个、新建和改造管道1120公里，
对 1020 个热力站、13030 个换热
站、3.7万公里供热管道进行了全覆
盖维护检修，完成投资40.5亿元。

在2022-2023年供热季，自治
区政府出台《内蒙古自治区2022—
2023 年度城镇供热保障实施方
案》，从摸底排查、设备检修、工程建
设、能源保供等 6个方面提出了明
确要求。

自治区住建厅狠抓落实，千方百
计保证供热工作“零差错”。2022年
到 2023年 5月底，自治区住建厅相
关负责人先后8次赴各盟市对供热
管道维修改造、燃料储备、应急保障、
投诉处理等情况进行实地调研走访，
协调解决发现的问题。各地建立健
全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演练、储备应
急物资。呼和浩特市组建由国有企
业组成的应急接管队伍；呼伦贝尔市
在全市范围内构建“一个中心站、五
个区域中心站”的供热应急抢险抢修
体系；锡林郭勒盟建立了供热应急保
障金制度，设立应急保障资金4628.8
万元；赤峰市组建58支应急抢险队
伍，设置107个维修服务网点，建立
供热应急处置专家库。

多措并举下，全区城镇供热总
体运行平稳，未出现影响较大的安
全事故、大面积停供事件，居民满意
度大幅提升。

前 5月全区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1574.4亿元

本报6月 19日讯 （记者 杨帆）
自治区财政厅最新消息：2023 年 1-5
月，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74.4 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224 亿多元，增长
16.6%。

其中，税收收入 1178亿元，比上年
同期增加 133.7亿元，增长 12.8%；非税
收入 396.4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90.8
亿元，增长 29.7%。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中，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
源税四大税种税收收入占全部预算收入
的 57.5%，其他税收收入占全部预算收
入的 17.3%，非税收入占全部预算收入
的25.2%。

与此同时，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入128.6亿元，比上年增加10.3亿元，增
长 8.7%；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466.1亿
元 ，比 上 年 增 加 230.1 亿 元 ，增 长
97.5%。另外，今年1-5月，全区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232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238.6亿元，增长11.4%。

11个亿元以上项目落户
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

本报 6 月 19 日讯 （记者 李永
桃）今年以来，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
采取“走出去、引进来”办法，已累计签约
项目 21个，总投资额 144亿元，其中亿
元以上项目11个，总投资额140亿元。

该开发区制定印发《呼和浩特经济
技术开发区以更优营商环境服务市场主
体实施方案》，提出契合工作实际的105
条好政策，全面推行“一网通办”。为了
最大程度地便民利企，让企业和群众少
跑路，该开发区全面提供企业员工 2条
免费公交专线等一系列“全流程”的精细
化服务，让审批流程驶上“快车道”。

该开发区还以最大力度、最优服务、
最强保障落实好各项优惠政策。今年前
5个月，共为驻区企业兑现优惠政策资
金 5900万元，实现贷款授信额度达 25
亿元以上。

内蒙古企业法人达43.1万个

本报6月 19日讯 （记者 杨帆）
自治区统计局最新消息：截至2023年 5
月末，全区企业法人 43.1 万个，较上年
同期增加4.3万个，增长11.1%。

分三次产业看，第一产业领域企业
法人同比增长3.0%；第二产业领域企业
法人9.0万个，同比增长7.7%；第三产业
领 域 企 业 法 人 32.2 万 个 ，同 比 增 长
12.7%。全区一、二、三产领域，企业法
人分别占全区企业法人总量的 4.5%、
20.9%和74.6%。

分行业看，各行业企业法人持续增
长。其中，批发和零售业领域企业法人
14.7万个，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领域企
业法人2.9万个，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领域
企业法人5.4万个，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
同比增长14.0%、22.8%和10.1%，分别拉
动同期全区企业法人增长4.7个、1.4个和
1.3个百分点。企业法人数量居前三位的
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5.4万个)、建筑业(4.6万个)。企业法人同
比增速高于全区平均水平的行业与领域
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领域，卫生和
社会工作领域（21.2%），水利、环境和公共
设施管理业领域（14.4%），批发和零售业
领域（1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
供应业领域（12.9%），住宿和餐饮业领域
（12.1%），交通运输和仓储、邮政业领域
（11.9%）。

分地区看，全区各盟市企业法人均
呈增长态势。其中，与上年同期相比，兴
安盟、乌海市和锡林郭勒盟企业法人增
长较快，同比增速分别为 23.6%、17.4%
和 15.3%。企业法人同比增速高于全区
平均水平的盟市还有包头市（14.3%）、
巴彦淖尔市（13.6%）、阿拉善盟（13.2%）
和呼伦贝尔市（12.9%）。

能 源 价 格 继 续 下 降

本报6月19日讯（记者 李永桃）
据各盟市上报自治区价格监测中心的能
源价格监测数据显示，5月份，全区动力
煤、焦炭、天然气价格均延续下降走势，
成品油价格“一上一下”2次调整。

5月份，全区动力煤月度平均坑口
价格为 395.54 元/吨，环比下降 1.83%，
同比略涨 0.07%。其中，东部褐煤平均
坑口价格为 333.73 元/吨，环比价格略
涨0.72%，同比价格上涨1.72%；鄂尔多
斯地区动力煤平均坑口价格为 580元/
吨，环比价格下降4.62%，同比价格下降
2.52%。

5月份，焦炭下游需求不足，价格连
续5周下行。全区焦炭月度平均价格为
1784 元/吨，环比价格下降 19.71%，同
比价格下降41.34%。

专家分析指出，近期，随着电厂日耗
回升，各环节煤炭库存持续回落，预计6
月份我区煤炭价格将趋稳运行。同时，
进入6月份以来，焦煤价格继续下降，焦
煤供应充足，短期内尚不足以对焦炭价
格形成支撑。随着北方高温天气和南方
梅雨季节的到来，钢材传统淡季焦炭下
游需求将继续偏弱。预计6月份焦炭价
格整体仍将延续弱势下行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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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永桃

6月的内蒙古，草木葳蕤、气象万千。在乌兰察布
察右后旗田家卜村，农户姚某望着2000多亩长势喜人
的农田，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就在 2个月前，他还因为春耕备耕农资没有着落
而发愁。中国银行乌兰察布市分行为他家发放的 80
万元春耕备耕授信款就像一场“及时雨”解了他的燃眉
之急。

打赢粮食生产第一仗，助力内蒙古粮食产量再创新
高，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发放春耕备耕贷款23.8亿元，
同比新增超4亿元，惠及750余家企业、1万多户农户。

这只是金融“活水”赋能内蒙古“五大任务”的一个
缩影。

化殷殷嘱托为生动实践，内蒙古金融机构将“五大
任务”摆在重要位置，倾心倾力为经营主体精准“滴
灌”。

围绕自治区“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农业发展
银行内蒙古分行大力支持生态修复、污染防治、清洁能
源建设等。今年该行已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领域发放
贷款21亿元，支持项目12个。

聚焦“能源保供”“能源安全”，国开行内蒙古分行
积极支持新能源项目建设，持续助力传统能源升级改
造，服务自治区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截至5月底，
该行发放能源领域贷款92.83亿元，其中煤炭清洁高效
利用专项贷款18.67亿元。

“为更好推动‘五大任务’见行见效，我们进一步优
化布局、完善政策、创新举措，全面践行金融工作的政
治性、人民性，提升专业性，从金融维度认识‘五大任

务’，以金融思维谋划‘五大任务’，引导金融资源精准
高效服务‘五大任务’。今年2月 17日，我们联合人民
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内蒙古银保监局、内蒙古证监
局共同下发《内蒙古自治区关于做好金融服务五大任
务工作方案》及配套方案的通知。4月26日，我们又印
发了《内蒙古自治区推进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
五大任务行动方案》，架起金融助力‘五大任务’的‘四
梁八柱’。”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

顶层设计下，各金融机构奋力作为，汇聚起推动
“五大任务”的磅礴之力。

金融助力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方面，
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积极履行“牵头抓总”职
责，制定金融支持内蒙古绿色低碳转型发展、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推进绿色金融工作等多项指导意见，完善
政策激励约束体系。实施“贷”动绿色发展专项行动，
指导金融机构成立绿色金融工作组、设立绿色支行，精
准对接融资需求，实现差异化金融服务，绿色贷款在贷
款余额中的比重高于全国水平并持续提升。一季度
末，内蒙古绿色贷款余额 3773.1亿元，增速 34.2%，同
比多增323.6亿元。

金融助力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方面，我区
加快构建金融服务小微企业敢贷愿贷能贷会贷长效机
制建设等，1到 4月份，全区金融机构累计为 1.8万家
（次）普惠小微企业办理延期还本付息125.8亿元；累计
发放支小再贷款48.8亿元，同比增加26.2亿元，撬动中
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多增368.3亿元。

金融助力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方
面，我区推进重点产业链 1+N金融服务工作，自治区
政府确定的现代煤化工、生物制药、稀土、有色金属等

16条重点产业链，基本涵盖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
兴产业发展壮大的各个领域。4月末，全区16条重点
产业链核心企业和上下游企业贷款余额1607.3亿元。
一季度，全区16家金融机构发放符合碳减排工具贷款
60.7亿元，支持企业79家，获得碳减排工具36.4亿元，
带动减少碳排放量216.9万吨；7家金融机构运用煤炭
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发放贷款67.8亿元，支持企
业 32家。我区获得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余
额占全国比重达到 20.4%，有效发挥了金融工具对绿
色低碳转型的支撑作用。

金融助力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方面，1
到4月，全区累计发放支农再贷款23.4亿元，撬动新增
涉农贷款972.9亿元，新增额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达
63.4%，较去年同期提高28.8个百分点，金融活水切实
助力了农牧业农村牧区高质量发展。同时，一季度末，
全区通过土地流转平台完成土地流转交易 4万笔，惠
及农牧民10万户。

金融助力建设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方面，1到
4 月末，全区跨境收支金额 147 亿美元，同比增长
33.8%；全区对俄蒙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120亿元，同
比增长104.7%。此外，我区还实现优质企业贸易外汇
收支便利化试点 12个盟市全覆盖，惠及乳制品、生物
制药、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冶炼、羊绒制品等外贸重点
行业。目前，累计为试点企业办理业务 2806笔、金额
14.5亿美元。持续推进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服务，帮助
企业树立正确的汇率避险理念。1到 4月，有 39家企
业享受减费让利及保证金减免，累计节约成本107.2万
美元。金融机构加大对口岸基础设施、配套设施建设
信贷支持力度。截至4月末，全区累计向口岸20余个
建设项目投放基金和贷款超60亿元。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下称救助基金），是
指在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中，依法筹集的用于垫付受
害人人身伤亡丧葬费用和部分或全部抢救费用的专
项基金。

2022 年以来，为
了解决全区各地普遍
存在的救助基金垫付
核销难、使用效率低、
覆盖面不高等问题，
自治区财政厅坚持问
题导向，联合6部门修
订了《内蒙古自治区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
助 基 金 管 理 办 法》。
那么，内蒙古是如何让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有效发
挥扶危济困作用的？

坚持守正创新，改革救助基金运行模式——自治
区财政厅根据救助基金的运行特点和规律先行先试，
改救助基金部门管为专业机构管，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的方式委托专业保险公司管理救助基金。目前，已在

全区12个盟市设立工作机构，专人专职专业化负责救
助基金管理。

坚持人民至上，扩大救助基金覆盖面——为切实

保障交通事故中受伤群众得到及时有效救治，自治区
财政将被保险机动车本车人员和被保险人纳入救助
范围，抢救费用垫付时限由原来的 72小时延长至 7
日，救助基金管理机构的审核时间从5个工作日缩短
至 3个工作日，救助申请审核通过后 2个工作日内拨
付资金，有效畅通了生命救助“绿色通道”，更大限度

地发挥了救助基金关键时刻“救人一命”的积极作用。
坚持系统观念，保障救助基金高效可持续运行

——自治区财政厅在做好基金筹集、保证救助基金规
模控制在合理区间的基
础上，强化救助基金管
理，实行基金单独核算、
专户管理，确保其不用
于担保、出借、投资或其
他用途。

救助基金运行管理
与改革 1 年多来，基金
救危、救急、救困的作用
得到有效发挥，基金使
用效率大幅提高，更多

群众得到及时救助。2022年至今，全区累计垫付救助
基金9300多万元，超过历年垫付总额，救助群众超过
2900人次。根据公安交管部门数据，2022年以来，全
区因道路交通事故导致的人员伤残率、死亡率大幅下
降，交通事故信访案件下降明显；受益于改革，我区有
效减少了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财产和人身伤亡损失。

看内蒙古这项财政救助基金如何扶危济困？
□本报记者 杨帆

金融金融““活水活水””赋能赋能
内蒙古内蒙古““五大任务五大任务””见行见效见行见效

财经前哨

□文/图 本报记者 李新军

满洲里铁路口岸充分发挥中欧班列东通道的区位运输优势，对中欧班列实行“一日
一图”制，动态掌握中欧班列运行状态，严格执行“班列优先、先到先换、先换先返”，缩短
中欧班列在口岸站停留时间，开启“加速跑”模式，为国内外贸易循环畅通注入新动力。

今年前 5 个月，经满洲里铁路口岸通行的进出境中欧班列达 2174 列、发送货物
231130标箱，同比增加126列、39550标箱，增幅分别为6.1%、20.6%。

中欧班列中欧班列““加速跑加速跑””

经济视眼眼

等待出关的工程车辆等待出关的工程车辆。。

等待检验出关等待检验出关。。

出境班列现场检验出境班列现场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