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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以来的内蒙古外贸坐标上，一串串数
据清晰而醒目：今年前5个月，全区外贸进出口总
值 757.8 亿元，同比增长 38.4%。其中，出口值
293.2 亿元，增长 22.2%；进口值 464.6 亿元，增长
51.1%。

这条稳定上扬的外贸曲线，彰显出我区外贸
的强劲韧性，串联起内蒙古向北开放、扩大外贸

“朋友圈”的精彩故事。

立体通道：带动大开放

6月 25日凌晨 3时，一架满载 27吨货物的飞
机从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呼啸升空，经乌兰巴
托飞往伊斯坦布尔……

“呼和浩特-乌兰巴托-伊斯坦布尔”全货运
包机航线自今年开通以来，这是第16次起航。该
航线班次固定、货源稳定，全货运包机现已进入常
态化运行，目前经此航线的出口贸易额已突破
1000万美元。

“这趟全货运包机，是内蒙古联接‘一带一路’
新的空中走廊。”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海关监管
二科科长栾宏达的介绍令人振奋。

毫无疑问，内蒙古正沿着“打造我国向北开放
重要桥头堡”的方向阔步前行。

今年以来，内蒙古充分发挥处于中蒙俄经济
走廊及“一带一路”重要节点的区位优势，大力提
升公路、铁路运输效能，积极拓展并采用航空货
运、TIR（建立在联合国公约基础上的全球性海关
便利通关系统）等新的跨境运输、跨境通关方式，
打造全方位立体式跨境物流大通道，为高水平对
外开放和外贸高质量发展蓄势助力。

古老商队的驼铃声渐行渐远。时至今日，众
多“钢铁驼队”驭风前行。在巍峨庄严的国门下，
伴着嘹亮的汽笛声，满载各类商品的中欧班列从
满洲里铁路口岸、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快速驶向“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

对满洲里、二连浩特市而言，2013年注定是
一个不平凡的年份。这一年，两地敞开怀抱迎来
首趟中欧班列。迢迢十年长路，经满洲里铁路口
岸进出境中欧班列累计突破 20000列，线路增至
57条；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累计
突破12500列，线路增至68条。

中欧班列之“热”，折射市场之“暖”。今年前5
个月，内蒙古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值
高达520.6亿元，66.8%的增幅依旧夺目。

作为内蒙古参与开放合作、融入共建“一带一
路”的重要载体，截至 6月底，今年满洲里铁路口
岸进出境中欧班列已突破2000列，二连浩特铁路
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已突破1500列。

今天，中欧班列搭载的货物已不仅仅是水果
蔬菜、日用百货产品，还有光伏产品、电动载人汽
车等。满满当当的集装箱里，高附加值产品越来
越多，返程中欧班列也满载而归……从增量到提
质，中欧班列经内蒙古口岸运行十载，跑出一条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黄金丝路”。
今年3月24日，“乌兰察布-乌兰巴托-乌兰乌德”

公路物流干线正式开通运营，引起各界广泛关注。
“三乌”中蒙俄公路物流通道，采用TIR国际

公路运输方式，货车从俄罗斯新西伯利亚装货启
程，途经恰克图口岸过境蒙古国，再经二连浩特口
岸入境我国后直抵乌兰察布市。

“这是以TIR运输方式首次横跨三国的物流
干线，为内蒙古扩大进出口贸易开辟了新的通
道。”集宁海关关长包慧泉说。

TIR同各类运输方式有效互补，形成四通八
达的贸易畅通“高速路网”，成为“一带一路”上内
蒙古向北开放的新名片。

创新模式：通关更便利

6月 26日23时，满洲里公路口岸依然灯火通
明，一辆辆货车有序穿梭。

作为向北开放的前沿阵地，满洲里公路口岸
在促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发展、保
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今年 5月 15日，满洲里公路口岸试行的 24
小时货运通关模式正式启动，该口岸也成为全国
首个试行昼夜通关模式的边境公路口岸。”满洲里
十八里海关副关长张文刚介绍，目前满洲里公路
口岸昼夜开放，过境车辆运行有序。

如今，满洲里公路口岸试行的货运昼夜通关
模式早已“满月”。在此过程中，究竟带来了哪些
变化？

据统计，试行新模式后，5月 15日至 6月 14
日，满洲里公路口岸验放进出境车辆11691辆，环
比增长20.7%。

“全天候通关使得货运周转加快，企业收益自
然也增加了，我们对满洲里外贸发展充满信心！”满
洲里恒坤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浩宇说。

满洲里公路口岸试行24小时通关模式以来，
实现了跨境货物运输“双向”提速增效，为内蒙古

“打造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和推动高水平对

外开放加油助威。
智能化监管，更是为口岸通关提速。进入 4

月下旬以来，每天一大早，甘其毛都口岸刚刚开
关，附近的毅腾国际物流园区里，一辆辆货运车川
流不息，一台台起重机伸缩摇臂，一节节集装箱被
整齐堆码……

“看！那是 AGV（无人搬运）无人驾驶车。”
指着穿梭在重载公路上的一辆辆橘红色运输车，
乌拉特中旗毅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张贵山
说，他们启用“传统汽运+AGV无人驾驶车跨境过
货”多式联运方式，不仅运输效率大幅提升，煤炭
日进口量也持续攀升。

“AGV无人驾驶车跨境过货，这在全国也是
首创。它可以沿着设定好的路线自动行驶。”张贵
山进一步介绍。

今年以来，随着口岸通关智能化水平的不断
提升，甘其毛都口岸货物通关速度明显加快，过货
量持续增加。6月 19日，甘其毛都口岸过货量达
到17.15万吨，刷新单日过货量历史记录。

从甘其毛都口岸看全区，随着通关提速，能源
原材料成为内蒙古进口货物“主力军”：前5个月，
全区进口煤炭货值187.6亿元，同比增长250.7%；
进口铜矿砂货值97亿元，同比增长29.3%；进口原
油货值12亿元，同比增长32.7%。

“恢复通关后，我是第一次来到二连浩特，并
发现口岸通关时用上了智能闸机这一新设备，只
需要扫一下二维码，很快就能通关，同时可通过4
个人。”近日抵达二连浩特口岸的蒙古国客商奥
特根吉日嘎拉说。

因岸施策，力促口岸通关“加速度”。与此同
时，内蒙古探索创新卫生检疫“一口岸一方案”措
施，实行人货分离、分段运输、封闭管理，加大智能

闸机等新设备推广应用力度，大大提高了口岸货
物、车辆和人的验放通关效率。

保稳提质：发展动力足

走进呼伦贝尔大雁乳业有限公司加工车间，
生产线上的工人们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新晋为
全区外贸企业的这家公司，近期陆续接到国外炼
乳订单，公司效益好，大家干劲十足。

“我们一直都是呼伦贝尔市深受消费者喜爱
的乳品企业，很多孩子都是喝着我们厂里的牛奶、
吃着我们厂里的雪糕长大的。”大雁乳业有限公
司负责人孙文感言，现在，“好酒也怕巷子深”，因
而海关帮助他们牵线搭桥拿订单，全力支持公司
在研发新产品中走出国门。

呼伦贝尔市有名目繁多的牛羊肉、奶和野生
菌等食品，深受国内消费者喜爱。但之前出口货
物仅有谷氨酸钠（味精主要成分）、一水葡萄糖、啤
酒这“老三样”。为此，海拉尔海关推动外贸保稳
提质的各项措施纷纷落地见效，助力辖区外贸企
业通过补链强链开拓海外市场。

如今，呼伦贝尔市不断扩大出口食品种类及
范围，实现了炼乳、白砂糖、食用油出口常态化，

“老三样”基础上增加“新三样”，为外贸企业发展
注入生机活力。截至目前，今年海拉尔海关监管
出口食品货值增至8200多万元。

今年，内蒙古鼎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成为巴
彦淖尔市首家获准向蒙古国出口蔬菜的企业。“我
们将巴彦淖尔市的萝卜、黄瓜等新鲜蔬菜出口到
蒙古国，下游销售半径逐步扩大。”内蒙古鼎农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单嘉豪说。

目前，巴彦淖尔市的番茄罐头、脱水蔬菜、草
原肉羊、绒纺制品和中药材等特色农产品远销 6
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巴彦淖尔市还通过政
策支持，引导企业登录阿里巴巴国际网站等电商
平台联系客户，争取线上走单，并帮助企业用足用
好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优惠政
策，享受关税减让红利，降低经营成本。

6月 2日，呼和浩特海关所属的赛罕海关为内
蒙古博源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出口至菲律宾的
小苏打签发了RCEP原产地证书，这是内蒙古首
个出口菲律宾产品的RCEP原产地证书。

“在菲律宾通关时，因为有 RCEP 原产地证
书，我们的产品免交关税，大大提升了产品国际市
场竞争力。”内蒙古博源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负
责人陈向伟说。

开发新产品、拓展新渠道、享受新政策，内蒙古
厚植发展沃土，为外贸企业成长注入澎湃动能。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前5个月，内蒙古民营企
业进出口值 576.6 亿元，同比增长 57.3%，占全区
进出口总值的 76.1%，内蒙古外贸活力持续凸显
已是不争的事实。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
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内蒙古对外开放、合
作共赢的故事仍在继续……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为此，党的二
十大报告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万里征程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继往开
来，内蒙古正在全面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中
积极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加快“打造我国向北开
放重要桥头堡”，以更大气魄扩大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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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5月全区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10%
本报7月17日讯 （记者 康丽娜）今

年1-5月，全区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10%。
从盟市用电看，锡林郭勒盟、包头市、赤

峰市、兴安盟、乌兰察布市工业用电量同比
增速均高于全区平均水平，另外7个盟市工
业用电量同比增速均低于全区平均水平。

从行业用电看，全区采矿业用电量同比
增长1%。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用电量
同比下降 0.5%；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用电
量同比增长17%。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11.8%。其中，医药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18.6%；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75%；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用电量同
比增长10.3%；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用电量同比增长 3.2%；汽车制造业用电量
同比增长 27.2%。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
产和供应业用电量同比增长5.4%。

中石化内蒙古首座加氢站投入运营
本报7月17日讯 （记者 康丽娜）近

日，中石化在内蒙古布局的首座加氢站——
乌海市纬七街加氢站正式投入运营。

纬七街加氢站位于乌海市海勃湾区，占
地面积约 1000平方米，设有橇体增压装置
1台。目前，该站主要为乌海市氢燃料电池
公交车加注液态氢，每日为 15辆车加注液
态氢300公斤，每辆车加满氢后可续航240
公里，真正做到了零污染、零排放。该站的
正式投运，为内蒙古加快构建安全、稳定、高
效的氢能供应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经
验。未来，该站还将为垃圾处理、冷链物流、
快递配送等领域的氢燃料车辆提供服务。

内蒙古能源资源富集，制氢潜力巨大，
发展氢能产业市场前景广阔。作为内蒙古
氢经济示范市，乌海市近年来持续发展制
氢、储氢、用氢等氢能源产业，现已初步形成
覆盖全产业链的氢能发展模式。

我区国企与远景集团开展碳汇合作
本报 7 月 17 日讯 （记者 杨帆）近

日，内蒙古森工集团与远景科技集团林业碳
汇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牙克石市举行。按
照协议，双方将围绕碳中和、绿色新基建等
多个零碳业务领域开展深度合作，以技术创
新成果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与此同时，双方将在消纳碳汇产品、实
现碳汇产品价值转化、加强森林生态系统应
对气候变化科技研究和探索绿色金融等方
面深入对接，以创建多维度零碳业务合作模
式，实现互惠共赢、共同发展。作为我区大型
国有企业，内蒙古森工集团大兴安岭林区森
林覆盖率高，开发林业碳汇项目潜力巨大。
为深入贯彻落实“双碳”战略，森工集团近年
来林业碳汇交易额逐年增加，在全国率先探
索出一条提升森林生态产品价值的新路子。

内蒙古垫付交通事故救助金超亿元
本报7月17日讯 （记者 杨帆）截至

目前，我区2022年以来累计垫付道路交通事
故社会救助基金超过1亿元，救助群众超过
3100人次，受助者分布于全区各盟市、旗县区。

2022年，我区根据国家有关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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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率先推开救助基金改
革工作，以进一步理顺救助基金管理体制，
扩大基金救助覆盖面。一年多以来，基金使
用效率大幅提高，有效避免了有关群众因交
通事故致贫返贫现象的发生。

“今后，我们将继续加强救助基金管理，
依法监督基金的筹集、使用和追偿，确保基
金稳健、规范、高效使用。”自治区财政厅金
融外经处负责人说。

包头市外贸企业及商品亮相蒙古国
本报 7 月 17 日讯 （记者 高慧）近

日，包头市外贸企业及商品在蒙古国举办的
中国商品展会上亮相。

2023年中国商品展在蒙古国首都乌兰
巴托市米歇尔展览中心举行。展会上，内蒙
古一机集团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一
机徐工特种装备有限公司、包头北方创业有
限责任公司等外贸企业及其商品参展，展品
包括汽车、推土机、钻杆及防护装备等。

近年来，包头市对蒙贸易额逐年递增，
蒙古国已跃居为包头市第一大贸易伙伴。
2023年 1-5月，包头市对蒙贸易额 35.2亿
元，同比增长537%。

“内蒙古将以此为契机，在参与中蒙俄
经济走廊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自治区商
务厅厅长张鸿福说。

我区出台预案应对轨道交通突发事件
本报 7 月 17 日讯 （记者 高慧）近

日，我区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下称预案），以建
立健全相关工作机制，及时高效地应对处置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

据了解，预案适用于自治区行政区域内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中发生的因各种情况（列
车撞击、脱轨和设施设备故障、损毁等情况）
导致的人员伤亡、行车中断、财产损失等突
发事件应对。

预案明确，初判发生特别重大、重大运
营突发事件，由自治区人民政府负责应对处
置工作；初判发生较大、一般运营突发事件，
由属地盟行署、市人民政府负责应对处置工
作。跨城市运营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要求
有关地方建立跨区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合
作机制。

海关关员在食品外贸企业比对信息海关关员在食品外贸企业比对信息。。
陈东陈东 摄摄

为规范政府购买服务行为，促进政府职能转
变，改善公共服务供给，自治区财政厅近日印发
《内蒙古自治区深化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工作方
案》（下称方案）。

方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牢牢把握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推进政事分开和政社分开（把政府行政
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分开）、在改善民生
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的要求，以
进一步放开公共服务市场准入，改革创
新机制与方式，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优
质高效的公共服务。

方案明确了内蒙古深化政府购买服
务改革的七大领域。

加大就业服务扶持力度——强化政
府购买就业公共服务，重点支持高校毕业生等青
年就业创业；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素质，帮助农民
工、脱贫人口等重点群体就业，依托用工企业、职
业院校、技能学校等，持续开展岗前培训、职业技
能提升培训；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提供劳动人事争议调解、集体协商指导等服

务，提升劳动人事争议协商调解水平。
增强教育服务能力——针对义务教育阶段

公共学位不足的问题，优化完善政府购买民办义
务教育学校学位（服务）机制，合理确定购买学位

（服务）的学校范围、购买标准与方式，支持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与水平——完善政
府购买公共卫生服务机制，引导社会力量积极规
范参与，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服务能
力与水平。

优化社区社保服务——支持对符合条件的
特殊困难群体开展养老、精神障碍社区康复等，
健全基本养老和康复关爱服务体系，推进对老年
群体、特殊群体的关爱保护；发展服务类社会救

助，探索“物质+服务”救助方式，为社会救助家庭
等提供访视照料、康复护理、送医陪护等服务。

创新生态环境治理机制——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能力建设，鼓励运用市场机制支持重点生态
区保护修复，购买碳汇监测与评估、生态资源调
查、生态管护、环保监测等服务，促进自然生态系

统和农田生态、矿山生态等保护修复。
助力乡村振兴——创新农业农村公共服务供

给方式，通过重点购买公共服务，围绕具有较强公
益性，且对农民增收、乡村产业发展和乡村治理带

动能力强的服务领域给予帮扶；鼓励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开展农业技术推广、农
业农村人才培训、民俗文化活动等，促进
乡村产业发展，加强乡村文化建设。

探索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支持
方式——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创新政府公
共服务供给方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为
经营主体发展提供技术、人才、培训、咨
询等各类专业公共服务，激发市场活力。

“方案从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改革
举措。一是规范管理，提升政府购买服
务的改革科学化水平。二是统筹兼顾，

深化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改革。三是完善机
制，支持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自治区财
政厅相关负责人说。

方案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强化组织领
导，加强调查研究，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推动政府
购买服务改革向纵深推进。

坚持“两个分开” 聚焦优质高效

看这七大领域如何深化购买服务改革？
□本报记者 杨帆

财经前哨

稳稳定上扬曲线定上扬曲线 彰显外贸韧性彰显外贸韧性

内蒙古以更大气魄扩大开放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阿妮尔阿妮尔

中欧班列(苏满欧)在满洲里铁路口岸首发出境。 李玉琢 摄

中欧班列集装箱吊装作业。
冀其 摄

铁路口岸集装箱场。 张丽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