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古金融机构推出
44款涉农信贷产品

本报 11月 6日讯 （记者 李永桃）
记者从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获悉，今
年以来，内蒙古金融系统全力推动农畜产品
生产基地优质高效转型，开展金融科技赋能
乡村振兴示范样板工程，各金融机构先后推
出“粮储贷”“乡村振兴贷”“高标准农田贷”等
44款信贷产品。

同时，全区金融系统指导金融机构运
用自治区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系统开办基
于土地确权数据的贷款业务。9月末，全
区农村土地（草牧场）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
余额 120亿元，较年初增加 19.5亿元。引
导金融机构通过“金融机构+活体牲畜+第
三方监管+保险”等模式拓宽畜牧业质押
担保范围，全区活体牲畜质押贷款余额94
亿元，较年初增加 10.8亿元。发挥农村牧
区信用体系建设在乡村振兴金融支持中的
基础性、保障性作用，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
区分行为全区 1.9万个新型农牧业经营主
体建立信用档案，为9000余个主体发放信
用贷款，贷款余额 10.3亿元。推进农村牧
区支付服务环境建设，采用预约服务、流动
服务车等方式加大基础支付服务供给。前
三季度，全区涉农银行机构在农牧区受理
支付服务预约 1.2 万余份，完成率 98.7%，
42辆流动银行车赴785个嘎查村办理业务
8.6万余笔。

10 月份我区能源
价 格 以 涨 为 主

本报 11月 6日讯 （记者 李永桃）
据各盟市上报自治区价格监测和认定中心
的能源价格监测数据显示，10月份，全区
动力煤、焦炭、LNG（液化天然气）价格上
涨，CNG（压缩天然气）价格保持稳定，成
品油价格2次下调。

10月份，全区动力煤月度平均坑口价
格为 389.08 元/吨，环比上涨 4.41%，同比
下降 2.34%。其中，东部褐煤平均坑口价
格为 323.43 元/吨，环比价格上涨 1.66%，
同比价格下降2.29%。鄂尔多斯地区动力
煤平均坑口价格为 572.5元/吨，环比价格
上涨8.35%，同比价格下降4.58%。

分热值看，3800、4500、5000、5500热
值动力煤坑口平均折标价格分别为每吨
359.88元、434.17元、612.5元、690元。环
比，3800、4500、5000、5500热值动力煤价
格 分 别 上 涨 1.12% 、3.70% 、14.75% 、
8.02%。同比，3800、4500、5000热值动力
煤价格分别下降 1.94%、6.09%、1.21%，
5500热值动力煤价格上涨1.47%。

专家分析指出，随着北方陆续进入供
暖季，各煤炭主产区加大增产保供，煤炭产
量维持高位，虽然取暖需求攀升，但工业用
电、非电用煤需求增速则季节性转弱，北方
港口煤炭库存持续增加，短期内由于国内
多地气温较往年同期偏高，预计动力煤价
格将有所回落。

包头市工程建设项目
实 现“ 多 测 合 一 ”

本报 11月 6日讯 （记者 阿妮尔）
今年以来，包头市全面深化“多测合一”改
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已实现工程建设项
目全阶段“多测合一”，11个测绘事项整合
优化成3个。

据了解，包头市自然资源局作为主要
负责部门，精简整合测绘环节，将原来用地
审批所涉及的用地范围测量（红线测量）、
勘测定界、补充耕地勘测定界、前置地籍调
查整合为 1个用地审批综合测绘事项；将
原来规划许可和施工阶段的放线测量、验
线测量、房产预测绘整合为 1个规划许可
与施工阶段综合测绘事项；将原来竣工验
收阶段的规划核验、人防核验、房产测量、
地籍测量整合为1个竣工验收综合测绘事
项。不仅如此，每一个综合测绘事项只需
要委托1家测绘单位来实施。完成整个工
程建设项目测绘，现在最多只需委托 3
次。还实现了“多测合一”平台与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平台的无缝衔接，测绘服务事项
全程由项目业主在线委托，测绘成果全程
在线提交、“一码共享”，避免了企业来回
跑、重复报。

500 千伏土默特
变电站顺利投运

本报 11月 6日讯 （记者 杨帆）日
前，500千伏土默特变电站投运启动顺利
完成，并实现与敕勒川热电厂、500千伏永
圣域变电站、220千伏惠川变电站、220千
伏前朱堡牵引站联网。至此，这座变电站
正式加入内蒙古电网“大家庭”，对提升呼
和浩特地区500千伏主电网结构具有重要
意义。

500千伏土默特变电站设备区采用节
地方式布局，围墙、防火墙采用环保低碳
的装配式结构建设，变电站工程建设全过
程采用“三维设计+BIM（建筑信息模型）”
技术，不仅提升了整体设计水平与施工质
量，还大大节约了工程造价。作为内蒙古
电网 500千伏主网首座室内智能变电站，
500 千伏土默特变电站通过智能网络架
构实现“三个一体化”，变电站监控系统一
体化、智能辅助控制系统一体化、交直流
电源系统一体化，以全面提升变电站“维
护智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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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无论是到内蒙古考察调研，还是在全
国两会上，都始终深情牵挂着内蒙古
各族人民，在内蒙古发展的每一个关
键节点，都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为内
蒙古把脉定向，叮嘱把内蒙古建设成
为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祖国
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国家重要能源和
战略资源基地、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
产基地、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

坚持生态优先，把我国北方重要
生态安全屏障构筑得牢不可破，内蒙
古勇毅前行。

中国八大沙漠之一的乌兰布和
沙漠地处巴彦淖尔市和阿拉善盟境
内，曾经，这里“一年一场风，从冬刮到
春”“12年前，这里除了肆虐的沙漠
外，连水泥路都没有”……当地人如此
回忆。12年间，这里创造了“绿进沙
退”的奇迹。

今年夏季，乌兰布和沙漠的贝贝
南瓜经过采摘、装车，远销上海。如今
乌兰布和沙漠绿色越来越多，沙尘越
来越少，植物多样性增加，有机食品走
俏全国。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后，蜥蜴、
狐狸、獾子等野生动物开始频繁出没，
就连白鹭、猫头鹰等沙漠罕见的鸟类
也在这里安了家。

从“死亡之海”到绿色家园，从
人沙博弈到人沙和谐，中国第七大
沙漠——库布其沙漠也实现了由

“黄”到“绿”的逆袭，展现出“绿肥黄
廋”的风景。过去每年向黄河输沙
2400多万吨的库布其沙漠，在沙区
人民的努力下，有6000多平方公里
披上“绿装”，动植物由 100多种增
至 530 多种。沙区百姓收入跃升，
生活质量大幅提高。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党的
十八大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全面加
强自然生态保护，持续深化生态环境
领域改革，切实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
题，大力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
保护和系统治理，坚决守护好内蒙古
这片碧绿、这方蔚蓝、这份纯净，全区
生态保护建设步入力度最大、变化最
显著的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三北’防护
林体系建设、京津风沙源治理等一系列
重点工程的大力实施下，内蒙古累计营
造林1.31亿亩、种草3.18亿亩、防沙治
沙1.38亿亩，规模均居全国第一。创建
10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8个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
地，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奠定了坚实的生态环境基础。”自治区
林草局副局长马强介绍。

伴随着国家“双碳”战略的实施，

内蒙古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深入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全社会资
源全面节约集约的指导意见》，构建了
以指导意见为主体，能源、土地、矿产、
粮食等重点领域专项落实方案为配套
的“1+N”政策体系。

2022年 8月15日至19日，内蒙
古连开5场新闻发布会，宣布对待批
项目、“半拉子”工程、闲置土地、沉淀
资金、开发区闲置资源要素五个方面
进行大起底。如今，“五个大起底”行
动持续走深走实，有效盘活了一批闲
置资源资产，有力破解了全区经济社
会领域长期存在的低质低效、闲置浪
费等问题。

厚植“北疆绿”、增色“中国蓝”。
2021-2022年，全区能耗强度累计下
降11%以上，完成“十四五”目标进度
70%以上，位居全国前列。今年上半
年，全区能耗强度下降3.5%以上，固
投和GDP分别增长 34.5%和 7.3%，
分别居全国第二和第五位。在扎实推
进节能降碳的同时，有力保障了扩大
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动力源”，实
现了节能降碳和经济发展协同并进。

绿色是内蒙古的底色和价值，生
态是内蒙古的责任和潜力。内蒙古的
生态状况如何，不仅关系自治区各族
群众的生存和发展，也关系华北、东
北、西北乃至全国的生态安全。习近
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加强
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
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
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
高事业。要勇担使命、不畏艰辛、久久
为功，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
新奇迹，把祖国北疆这道万里绿色屏
障构筑得更加牢固，在建设美丽中国
上取得更大成就。

之后，黄河“几字弯”攻坚战，科尔
沁、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
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北”工程
三大标志性战役相继展开，全区各地因
地制宜推进防沙治沙，推进资源节约集
约利用。内蒙古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的道路上弦歌不辍、步履铿锵。

以绿为底 厚植“北疆绿”增色“中国蓝”

2014 年 1月，隆冬时节，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内蒙古兴安盟、锡林郭勒盟、呼和浩特市等
地，深入林场、牧场、企业、牧户、社区调研考察，
给各族干部群众送去党中央的关心和关怀。在
地处边陲的林区棚户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
们党员干部都要有这样一个意识：只要还有一
家一户乃至一个人没有解决基本生活问题，我
们就不能安之若素；只要群众对幸福生活的憧
憬还没有变成现实，我们就要毫不懈怠团结带
领群众一起奋斗。

2023年深秋时节，走进阿尔山市林海街鸿
旭小区，笔直的兴安落叶松环抱着幢幢亮丽的
回迁楼，这里承载着林区工人的“安居梦”。

“9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家，问寒问
暖、深情嘱托，特别强调要让大家早日住上新房。
总书记真真切切把老百姓的疾苦放在了心坎上。”
回忆起当时的场景，郭永财老两口仍难掩激动，

“现在我们告别了‘板夹泥’房，住上了新楼房。冬
天屋里既暖和又干净，我们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大
大提升了！”

阿尔山是老国有林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
九十年代，一直是我国重要的木材供应地，为国家
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随着林区经济转型和全面
禁伐，大面积棚户区成为制约阿尔山市经济社会
发展、影响群众幸福指数的瓶颈。

牢记嘱托，阿尔山市委、市政府将棚户区改造
作为“天字号”工程和重大政治任务来抓，到2019
年，阿尔山市所有棚户区居民全部“出棚进楼”。
棚户区改造工程惠及全市一半以上居民，3万人
从“忧居”实现“优居”。

民生连着民心。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认真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住房保障和
供应体系建设的决策部署，全区共实施棚户区改造
151万套，约320万棚改居民“出棚进楼”，阿尔山棚
户区、包头北梁棚户区、赤峰铁南棚户区改造已圆满
完成，乌兰察布市、巴彦淖尔市先后被评为2018年、
2019年全国棚户区改造工作积极主动、成效明显的
地区；内蒙古累计改造老旧小区5108个，惠及居民
67.76万户。

内蒙古在发展中仍存在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生态环境脆弱、产业结构单一、区域发展不平衡、
公共服务能力不强等突出困难和问题。

补齐短板，内蒙古奋力作为。
2021年，内蒙古157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57个贫困旗县全部摘帽，3681个贫困嘎查村全
部出列，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与全国一
道共圆小康梦、迈上新征程，在中国减贫史上交出
精彩的内蒙古答卷。

乡村振兴全面推进，东中西部差异化协调发
展格局初步形成。张呼、通新、喀赤高铁相继通
车，水利、能源、信息等一批重大工程建成投运。

社会保障政策体系逐步完善。党的十八大
以来，内蒙古连年提高养老金、医保补助、低保保
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城镇新增就业年均
20万人以上，教育普及、医疗卫生、文体服务和社
会保障水平全面提升。

打通“主动脉”、畅通“微循环”。截至2022
年底，全区公路通车总里程21.6万公里，12个盟
市所在地全部通高速公路，103个旗县（市区）全
部通一级及以上公路，具备条件的苏木乡镇、嘎查
村全部通硬化路，高速、一级公路出区通道达46
个，与周边八省区的高等级公路全面打通，自治区

“四横十二纵”综合运输大通道初步形成。
今朝犹可忆，明日更可期。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内蒙古正在新政引领下蓄势腾飞、奔向未来！

以民为本 夯实根基增进福祉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永桃李永桃

时间年轮刻录历史荣光，时代
方位标注崭新未来。

2023年 10月，国务院印发《关
于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奋力书
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意见》，
为内蒙古下一阶段高质量发展标
定方向。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望，党的
十八大以来，无论是到内蒙古考察，
还是参加全国人代会内蒙古代表团
审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内蒙古
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推动全区经
济社会发展注入磅礴伟力。

感恩奋进，内蒙古久久为功、笃
行不怠，努力完成好习近平总书记
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全方位
建设模范自治区，奋力书写中国式
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看实力，内蒙古地区生产总值

增加到2022年的2.3万亿元。2022
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在上一年高
增长基数上实现增长17.6%，位居全
国第一。“内蒙古自治区全力扩大有
效投资取得新进展”作为国务院第
九次大督查发现的典型经验在全国
被通报表扬。

看活力，内蒙古与京津冀、长三
角、粤港澳大湾区和东三省的联通
进一步加强；主动服务融入“一带一
路”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已与
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往
来关系。2022年，内蒙古外贸逆势
跑出“上扬线”，全年进出口总额
1523.6亿元，同比增长 23.2％；引进
国内到位资金3409亿元，同比增长
59.7%。内蒙古在联通国内国际双
循环中正在发挥更大作用。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时光回
溯，从转型“蝶变”到重构发展版图，
内蒙古始终在继往开来、驰而不息中
书写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亮丽答卷。

弘元新材料包头有限公司单晶片生产线。
贾荣 摄

内蒙古新特硅材料有限公司内蒙古新特硅材料有限公司 1010 万吨万吨
高纯多晶硅项目现场高纯多晶硅项目现场。。 宫伟恩宫伟恩 摄摄

准格尔旗黄河大峡谷准格尔旗黄河大峡谷。。 李颖李颖 摄摄

亿利库布其沙峰绿谷生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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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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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坚持绿

色发展是必由之路。推动传统能源产业转型升
级，大力发展绿色能源，做大做强国家重要能源
基地，是内蒙古发展的重中之重。在这方面内蒙
古方向明确、路子对头、前景很好，大有作为、大
有前途。

立足资源禀赋、战略定位，内蒙古全力做好
现代能源经济这篇文章。

一块黑色煤炭、一瓶白色聚丙烯颗粒、一卷
透明保鲜膜，在久泰公司的展台上一字排开，直
观呈现出煤炭“由黑到白”的神奇变化。煤炭在
这里被“吃干榨净”“由黑变白”，身价水涨船高。

立足煤、延伸煤、超越煤，盛产“黑金”的鄂尔
多斯市以煤为基，构建起煤制油气、煤制醇醚、煤
制烯烃等多条产业链，实现煤炭从原料到材料、
由低端到高端的产业升级，推动煤化工产业高端
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成为国内门类最全、规
模最大的现代煤化工示范项目集中区，构建起集
资源开发、就地转化、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能
源经济体系。

内蒙古一方面全力推动传统能源“老树发新
芽”，瞄准“煤头化尾”，延伸煤基产业链条，提升
煤炭就地转化率、精深加工度；另一方面全力推
动新能源全产业链发展，一手抓开发利用，一手
抓装备制造，努力在新能源领域再造一个“工业
内蒙古”。

自第一家光伏企业落户以来，包头仅用不到
7年时间，集聚了通威、大全、协鑫、新特等头部
企业在内的40多家光伏企业。2022年，包头市
光伏产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成为全国首个光
伏产业产值超千亿元的城市。包头，这座老工业
基地正在优化产业结构，焕发新动能。2023年5
月，包头市被全球绿色能源理事会授予“世界绿
色硅都”荣誉称号。

立足禀赋特点和战略定位，内蒙古大力发展
优势特色产业，积极探索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新
路径，加快构建体现内蒙古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
系和开放优势。

农牧业“聚链成势”——内蒙古大力推动玉
米、奶业、肉牛、肉羊、羊绒、马铃薯、饲草7条农
牧业产业链建设，培育形成奶业、玉米2个千亿
级产业集群，肉牛、肉羊、羊绒、马铃薯等10个百
亿级产业集群。锡林郭勒羊、兴安盟大米、赤峰
敖汉小米、乌兰察布马铃薯、呼伦贝尔芥花油等
一系列地方品牌闪耀国内外市场，国家重要农畜
产品生产基地声名远扬。

新能源产业“追风逐日”——2021年以来，内
蒙古累计获得国家及自治区批复新能源规模超1.7
亿千瓦。其中国家在“沙戈荒”地区批复的大型
风电光伏基地项目规模超过 1亿千瓦，居全国
第一。截至今年 6月底，内蒙古新增新能源并
网规模超 800万千瓦，居全国首位。今年前 8
个月，全区新能源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101.2%，
继续保持倍增态势。内蒙古已成为全国最大
的新能源基地，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
建设势强劲足。

向北开放风生水起——作为祖国北大门，内
蒙古在绵延8000里的边境线上，分布着20个对
外开放口岸，其中航空口岸6个，陆路口岸14个
（铁路口岸2个，公路口岸12个），形成了多方位、
立体化的口岸开放格局。2022年，内蒙古国际
道路运输完成货物运输量2611.3万吨，同比增
长60.4％，居全国第一。

以转为要 培优增效厚积薄发

达拉特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