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降低拿地成本
防范低效用地

内蒙古推进新增工业
用地“标准地”改革

本报 11月 1日讯 （记
者 阿妮尔）记者从自治区
自然资源厅获悉，截至目
前，内蒙古累计完成新增
工 业 用 地“ 标 准 地 ”出 让
220 宗，总面积 2158.96 公
顷，土地出让收益达 33.77
亿元，“标准地”在全区各
类开发区新增工业用地中
的占比达到 60.94%。

据了解，今年以来，自
治区自然资源部门持续发
力“放管服”，不断优化营
商环境，推动新增工业用地

“标准地”改革取得实实在
在的成效。

政 务 服 务 更 加 便 捷 。
内蒙古“标准地”出让通过
流程再造、部门联动，推动
了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流程
全面优化，大幅缩短了企
业拿地时间。例如，兴安
盟把功夫下在审批前，提
前预审相关申报材料，对
规划方案、施工图等关键
材料提前介入调查，使企
业在正式报建时各类材料
均能达到审批条件，确保
企业正式报建一次成功。
并在全区率先推出了“标
准 地 ”出 让 与“ 拿 地 即 开
工”联合实施，将审批环节
由 4 个压减至 3 个，审批时
限 由 56 个 工 作 日 压 缩 至
22 个工作日，有效提高了
企业办事便利度。锡林郭
勒盟也推出相关举措，明
确企业在获得土地批复后
可立即拿到《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等相关证照，迅速进
入投资建设阶段。

投 资 环 境 更 加 优 质 。
“标准地”出让通过“政府
统一打包买单”模式，由地
方政府或开发区管委会事
先完成地质灾害、压覆矿
产、环境影响、水土保持、
洪水影响、文物考古等区
域性评价工作，并将相关
成果应用于每宗土地出让
方案中，有效降低了企业
用地资金成本，大幅减轻
了 工 业 项 目 前 期 投 资 压
力。截至今年 7月，全区区
域评估成果专题信息浏览
应用 8.84 万余次，2800 多
个项目已使用区域评估成
果 1.13 万余次，为企业节
约经济成本 2.54 多亿元。
包头市在土地供应前将区
域评估成果及通平条件列
入拟出让地块的“用地清
单”，在土地供应时一并交
付用地单位，将原本由企
业办理的行政审批事项改
为由政府部门统一完成，
变“事后办”为“事前办”，
大大降低了企业的时间成
本和资金压力，营造出更
加优质的投资经营环境。

土 地 利 用 更 加 高 效 。
“标准地”出让通过设置土
地利用控制性指标，规范
项目建设亩均投资强度、
容积率等用地要求，从流
程前端就较好地排除了低
效用地企业，有助于提升
出 让 地 块 的 总 体 利 用 效
率，从而确保土地利用更
加高效。赤峰市鼓励有条
件的园区对标准化厂房实
行带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供
应土地，并提出了全市工
业园区标准化厂房入驻项
目准入标准，对单位面积
固定资产投资、单位面积
年产值、单位面积纳税等
指标按行业类型进行了分
类设置。截至目前，赤峰
市以“标准地”方式出让用
于建设标准化厂房的土地
11 宗，实现标准化厂房用
地带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出
让的有 5宗。

内蒙古新增工业用地
“标准地”改革，目前已在全
区全面铺开。自治区层面
出台指导意见，盟市、旗县
层面结合实际制定实施细
则和工作流程，形成了纵向
贯通、横向衔接的较为完备
的“ 标 准 地 ”改 革 制 度 体
系。各地在实践过程中，针
对工业领域不同行业提出
不同的控制指标，助力工业
园区产业转型升级。

◎看经观潮
内蒙古出台农林生物质
发电项目管理暂行办法

本报 11 月 1 日讯 （记者 康丽
娜）为规范和加强我区农林生物质发电
项目管理，促进全区农林生物质发电项
目有序发展，近日，自治区能源局印发了
《内蒙古自治区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管
理暂行办法》。

《办法》共7章 27条，明确了自治区
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的责任分工、核准
管理、建设管理、运营管理等方面。其
中，明确新建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原则
上应建设在秸秆、畜禽粪便等农林生物
质能资源丰富的地区或周边地区。项目
建设规模要与当地生物质能资源量、电
网接入与消纳等项目建设条件相匹配。

《办法》指出，农林生物质项目原则上
热电联产，严控只发电不供热的农林生物
质发电项目。项目核准重点审查是否存
在掺烧化石能源隐患，要求企业出具不掺
烧化石能源承诺书，并在核准文件中明确
禁止掺烧化石能源。

2个企业项目入选物联网
赋能行业发展典型案例

本报 11 月 1 日讯 （记者 康丽
娜）近日，工信部公示《2023年物联网赋
能行业发展典型案例》，我区2家企业的
2个项目入选：内蒙古生态环境大数据
有限公司的“基于物联网的‘空天地一
体’大气污染精细化监管系统”和国家能
源集团宝日希勒能源有限公司的“面向
极寒型复杂气候环境露天矿的 5G+智
慧矿山”。

基于物联网的“空天地一体”大气污
染精细化监管系统以“物联监测-数据
挖掘-污染溯源-污染防控-管控评估”
为技术主线，建立城市大气污染监测、调
控、评估及监管一体化技术体系。该系
统已在黄河流域工业城市得到了成功应
用，全面提升了大气环境时空感知能力
和精细化治理能力。

“面向极寒型复杂气候环境露天矿
的5G+智慧矿山”以推动智慧矿山建设
为出发点，在极寒型复杂气候环境下，针
对露天矿山生产作业场景，基于 5G通
讯网络，将矿山已有自卸卡车改造为无
人驾驶卡车，与电铲等工程机械、洒水车
等辅助作业车辆组成联合编组单元，进
行露天矿山的采集、运输、排卸生产作
业。该项目通过工业试运行验证，多项
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同类行业领先，各项
性能指标满足使用需求。

中重稀土金属产品
实 现 规 模 化 生 产

本报11月 1日讯（记者 杨帆）日
前，北方稀土瑞鑫公司首批中重稀土金属
产品试制成功。这标志着，该产品在国内
首次实现规模化生产。新产品的下线，不
仅填补了产业空白，丰富了北方稀土金属
及合金类产品品类，补上了北方稀土金属
产业链又一块短板，拓宽了资源价值边
界，也为企业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提供了
重要支撑。

“我们已实现金属钆和钆铁合金的
规模化连续试生产，单炉产量、产品成分
稳定性都达到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目
前钆铁合金中试产品已交付下游磁材企
业试用，反馈良好。”瑞鑫公司电解一部
副部长于兵说。

自治区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未
来，内蒙古将进一步完善中重稀土金属
及合金中试产业链，对标提升中重稀土
金属及合金制备技术水平，满足多样化
市场需求，着力开发更多中重稀土合金
类产品，并引入稀土金属及合金产品深
加工技术，推动金属高附加值产业链条
延伸，实现镝、铽、钆、钆铁、镝铁等单一
稀土金属及合金产品的生产，助力北方
稀土打造世界一流稀土领军企业。

我区受理道路运输“跨省
通办”业务超 23.1 万件

本报 11 月 1 日讯 （记者 高慧）
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获悉，今年
1—9 月，全区共受理道路运输“跨省通
办”业务超23.1万件，平均好评率98%。

2021年 8月，内蒙古实现运政管理
系统与互联网道路运输便民政务服务系
统对接联网与业务协同，“跨省通办”正
式落地。两年来，内蒙古办理道路运输

“跨省通办”业务累计超过35.6万件，好
评率98%。

自“跨省通办”业务上线以来，我区
不断完善系统功能，优化系统参数设置；
在全国率先实现全区出租汽车驾驶员从
业资格证补发、换发、变更、注销和服务
质量信誉考核 5项业务网上办理；加强
政务服务窗口业务办理人员、12328话
务员政策宣贯培训，积极提供业务办理
咨询答疑、帮办、代办服务。

“我们将持续优化道路运输便民政
务服务事项，为广大驾驶员提供诚信考
核等级、计分情况查询等服务，同时继续
提升高频事项‘跨省通办’业务办结率和
办理成功率。”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相关负
责人表示。

八面点经
经济经济深一度深一度

□本报记者 高慧

10月 10日，在满洲里公路口岸国际物流中心，两
辆满载新鲜果蔬的车辆正在装车，48小时后，这些果蔬
出现在俄罗斯乌兰乌德市的市场上。数据显示，今年前
7个月，经满洲里口岸出口的果蔬同比增长了102.8%，
货值6.1亿元。

“果蔬出口，过去集中去俄罗斯赤塔、乌兰乌德、伊
尔库茨克等周边距离满洲里口岸1000-2000公里的地
方，交通便利后，近两年很多果蔬经营商直接在莫斯科
设立销售点，最远可到圣彼得堡，而且是由满洲里直
发。随着海满高速公路的开通和24小时通关政策的实
施，物流会更快捷。”满洲里交通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负责
人李政说。

“东亚之窗”满洲里，这座北接俄罗斯、西临蒙古国
的小城，是中俄贸易通道的第一站。“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十年来，满洲里口岸已成为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畅
通中欧贸易以及连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要通
道。作为国家向北开放的前沿，满洲里公路口岸实现了
跨境货物运输“双向”提速增效，今年前7个月，满洲里
公路口岸进出口货物 90.3万吨，同比增长 2.5倍，创该
口岸历年来过货量新高。

“满洲里公路口岸出口货物十年前主要以百货为

主，如今，特色农产品、高附加值的‘中国造’汽车、机电
产品等已成为口岸出口新的增长点。”满洲里十八里海
关副关长吕路宽说。

夜幕降临，口岸车辆通关并未停止。从今年5月15
日起，满洲里公路口岸试行24小时通关制，满洲里市交
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口岸中队执法人员以“四班组
四班倒”方式办理口岸客、货车车辆出入境登记业务，同
时与口岸边检、海关等“一站式”联合检查，保障国门客
货用车辆高效通关。

“新鲜果蔬出口，最大的特点就是‘鲜、活、急’，如果
出口物流环节慢一些，就可能带来综合物流成本增加、
果蔬变质、订单流失等风险。现在通关更加便捷，大大
降低了风险。”经营果蔬出口生意的许云峰说。

内蒙古地处祖国北疆，内连八省区、外接俄罗斯和
蒙古国，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在绵延4200多公里的
边境线上，如珍珠般镶嵌着20个对外开放口岸。今年
上半年，全区口岸进出境货运量为4728.6万吨，同比增
长 140%，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公路口岸进出境货运
量为2869.6万吨，同比增长317%。

“近年来，内蒙古大力实施向北开放战略，以交通运
输高水平互联互通促进自治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截至目前，内蒙古与蒙古国、俄罗斯达成开通协议国际
道路客货运输线路共有42条，基本形成了以口岸地区
重点城市为中心、边境口岸为节点、覆盖蒙俄边境地区

重点城市、重点矿区并向其腹地不断延伸的道路运输网
络。”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截至2022年底，内蒙古与俄蒙开放的12个公路口
岸全部通了二级以上公路，其中满洲里、珠恩嘎达布其
等 6个口岸通一级以上公路。而二（连浩特）赛（汉塔
拉）高速公路的开通，实现了二连浩特口岸与秦皇岛、天
津港及环渤海地区的高速公路连通；将于今年建成的海
（拉尔）满（洲里）高速公路，不仅实现绥满高速公路全线
贯通，也连接起绥芬河、东宁、满洲里三个国家一类口
岸。2013-2022年，全区国际道路运输累计完成货运
量 2.83亿吨、货运周转量 101.7亿吨公里，分别是上十
年的3.35倍、2.79倍。

“中国小商品、日用品在蒙古国很受欢迎，乌兰巴托
市的公交车大部分都是中国制造。每届中蒙博览会我
都会参加，我们带来的羊绒制品、皮具也倍受中国消费
者青睐。今年我们不仅展销了商品，还和中国朋友签订
了日用品和机电产品供货合同。”刚参加完今年第四届
中蒙博览会的蒙古国商人巴雅尔高兴地说。

把路修通，把门打开。内蒙古向内连接着国内广大
消费市场，向外连接着俄罗斯和蒙古国，通过俄蒙陆路
与欧洲大陆相互连通。如今，在贸易互通的开放之路
上，雄壮的“钢铁驼队”如长龙呼啸穿越草原，国际卡车
在国际路网上往来穿梭。畅通道，促贸易，内蒙古对外
开放步伐越走越实。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老年人的健康服务需求
日趋强烈。推进医养结合是优化老年健康和养老服务
供给的重要举措，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增强老年
人获得感和满意度的
重要途径。内蒙古紧
盯 养 老 服 务 市 场 需
求，完善政策与保障
机 制 ，通 过“ 加 大 投
入+健全机制”赋能、

“政府购买+市场化”
发力，支持全区养老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支持养老综合服
务业发展——2023年
以来，内蒙古安排资
金 20638 万元，用于支持全区养老综合服务业发展。
其中，争取中央基建资金11008万元，支持公办养老服
务机构、敬老院、颐养康复中心等项目建设；安排社区
养老服务补助资金 8000万元，用于支持基层新建 350
个乡镇养老服务中心，帮助 200所农村互助养老幸福
院提升服务功能；争取“中央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
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1330万元，用于支持养老服务
相关项目建设；下达一般公共预算支持养老服务专项
补助资金300万元。

支持医养领域民生兜底工作——做好经费保障，
自治区财政为兜牢基层民生底线提供强有力支持。一
是扎实做好基本公共卫生工作，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均等化，全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
由2022年的 84元提高至2023年的 89元；二是保障重
点对象养老，提高城、乡低保标准，提标后新的城、乡
低保标准将分别达到每月人均 840元和 670元，同比
平均增幅6.6%。

同时，在税收领域，根据财政部公告〔2019〕76号
文件精神，自治区层面积极落实相关优惠政策，对提
供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
税；提供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服务取得的收入，在计

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按90%计入收入总额。
支持鼓励养老服务产业市场化——根据财政部、

商务部下发的财办建〔2014〕48号文件精神，通过中央
财政引导资金、金融资
本和社会资本等共同
出资，内蒙古设立了养
老服务产业基金，支持
以市场化模式开展养
老服务试点，支持发展
居家养老、集中养老等
面向基层大众的养老
服务产业，以促进养老
服务业加速融合发展。

2022年，自治区财
政厅将基本养老服务

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管理，鼓励在社区养老
领域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把适合市场化方式提供的服
务事项交给社会力量承担；2023年，自治区财政厅将
优化社区社会保障服务纳入重点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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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购买服务。

“未来，自治区财政将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全区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
展。”自治区财政厅相关负责人说。

“政府购买+市场化”发力

看内蒙古如何推动养老服务业发展
□本报记者 杨帆

财经前哨

畅通开放畅通开放““强动脉强动脉”” 驶出发展驶出发展““新天地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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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慧

随着北方陆续进入供暖期，冬季供暖迎来耗煤高
峰，为保障煤炭“迎峰度冬”期间运输畅通，中国铁路呼
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发挥浩吉、唐包、大准、东乌等运
输大通道优势，加强装运卸组织协调，提高电煤装车比
重，密切与自治区各盟市地方政府、企业沟通联系，精准
投放运力，为电厂和供暖企业提供可靠运输保障。今年
以来截至10月 25日，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共发运煤炭
1.3亿吨，日均煤炭发运量达43.7万吨。

精准投放运力精准投放运力
确保煤炭运输畅通高效确保煤炭运输畅通高效

经济视眼眼

二（连浩特）赛（汉塔拉）高速公路。

电煤列车行驶在唐包铁路线上电煤列车行驶在唐包铁路线上。。 李宪李宪 摄摄满载电煤的万吨列车缓缓驶出呼和浩特南站满载电煤的万吨列车缓缓驶出呼和浩特南站。。 杨睿迪杨睿迪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