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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康丽娜康丽娜

“猫冬”变“忙冬”，项目不停工。
连日来，全区各地加紧推进新能源项目建设，奋力

冲刺年底全区新能源并网装机规模突破9000万千瓦的
目标。

11月 5日，华能蒙东伊穆直流阿荣旗 20万千瓦风
电项目首台风机并网发电。作为阿荣旗首个 220千伏
并网的风力发电项目，项目投运后，年发电量将达5.5亿
千瓦时，年节约标准煤 17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 64
吨，减少氮氧化物排放91吨，减少烟尘排放19吨。

11月 13日，由内蒙古超高压供电公司承建和运维
的谷山梁 500千伏变电站 220千伏系统及 2号、3号主
变投产工作顺利完成。作为国家第一批大型风电光伏
基地配套项目，该工程建有3回 220千伏线路连接蒙西
基地库布其光伏站，可以满足200万千瓦光伏治沙项目
并网送出需求。

11月 21日，京能查干淖尔电厂风光火储氢示范项
目阿巴嘎旗 30万千瓦风电项目首台风机正式并网发
电。该项目是国内首个将风能、太阳能、火电、储能、制
储氢技术高度集成的第一批大基地项目。项目投运后，
年上网电量达 8.4亿千瓦时，年节约标准煤约 26.26万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65.66万吨。

11月 24日，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20万千瓦光
伏发电项目成功并网，标志着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20万千瓦光伏220kV送出工程项目正式运行。该工程
是国家第一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重要的配套送出工程，
投产后每年输送绿电 2.6亿千瓦时，年节约标准煤 8万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1万吨。

11月 25日，兴安盟二期 200万千瓦风电项目升压
站一次带电成功，标志着该项目正式进入全面调试阶
段。作为国家下达的第一批以“沙戈荒”地区为重点的
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项目之一，该项目投产后，每年
可为电网提供清洁电能超 60亿度，等效年节约标准煤
约2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484万吨。

11月 30日，内蒙古能源集团东苏巴彦乌拉 100万
千瓦风电项目首台风机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该项
目已具备发电和输电的基本条件。该项目全容量并网
投运后，预计年上网电量28.64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
准煤约 85 万吨，减排烟尘 0.02 万吨/年、二氧化硫约
0.09万吨、二氧化碳 256万吨，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经
济效益可观。

“随着东苏巴彦乌拉100万千瓦风电项目正式并网

调试，标志着全区新能源装机规模突破8000万千瓦，有
望跃升至全国第一。”自治区能源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放眼北疆大地，一个个前景广阔、效益可期的新能
源大项目、好项目正快马加鞭掀起建设新高潮，为内蒙
古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摁下“快进键”。

“在全国率先建成以新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供给体
系、率先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到2025
年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火电装机规模、2030年新能源
发电总量超过火电发电总量。”这是2021年自治区第十
一次党代会报告提出的“两率先”“两超过”目标。如今，
内蒙古正锚定“两率先”“两超过”目标任务，全力打造新
能源产业高地，推动内蒙古由化石能源大区向清洁能源
大区加速转变。

尤其是今年以来，全区上下聚焦努力在新能源领域
再造一个“工业内蒙古”的目标要求，铆足干劲、快马加

鞭推进新能源项目建设。今年前 11个月，全区新增新
能源装机量 1900万千瓦，居全国第一。势头强劲的新
能源产业正成为拉动内蒙古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

前不久，《内蒙古自治区新能源倍增行动实施方案》
印发实施，明确提出，立足自治区资源和区位优势，大力
发展以风力发电光伏发电为主体的新能源产业体系，努
力构建绿色低碳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大新能源技术研发
力度持续创新突破。

按照规划，内蒙古将以2022年为基准年，力争2025
年实现新能源规模、新能源质量倍增，新能源带动效益
倍增，新能源科技创新能力、风光氢储电装备制造产业
链倍增；到2030年，新能源装机容量超过3亿千瓦，新能
源发电总量超过火电发电总量。

目标已定，使命在肩，内蒙古发展新能源产业其时
已至、其势已成、其风正劲，未来可期。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永桃李永桃

“我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值由
2013年535亿元上升到今年前10个月1187.9亿
元，占我区贸易总值的比重由 71.9%提升到
77.6%。今年前10个月，我区对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进出口增速高于整体增速 10.1个百分点。”
在日前召开的2023年呼和浩特海关优化营商环
境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这一捷报。

为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今年6月份，海
关总署推出了海关优化营商环境的 16条措施。
呼和浩特海关着眼内蒙古外贸发展，出台了 48
条细化落实措施，形成了稳外贸政策措施的“组
合拳”，从通关提速、物流畅通、助企纾困、减税降

费、平台升级、产业发展6个角度合围攻坚，扎实
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

利好政策落地，改革创新推进。呼和浩特海
关结合自治区口岸发展诉求，扎实推进智慧监管
项目先行先试，通过强化口岸大数据监测分析，
提升口岸智能化管理水平，搭建智慧监管企业服
务平台等探索实现对人流、物流、信息流全方位、
全链条、全覆盖的信息化和数字化管理，进一步
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同时，有力有序推进
二连浩特口岸“智慧口岸”建设试点。对接海关
总署智慧旅检项目建设，完成智慧旅检系统对接
总署新旅通卫生处置模块分布式系统，实现旅客
自助化、智能化健康申报和“一码通关”，助力通
关进入“读秒时代”。

初冬时节，在满洲里铁路口岸海关监管作业

区内，满洲里车站海关关员正在认真核对中欧班
列集装箱唛头和关封锁号，来自各地的中欧班列
将通过满洲里口岸奔赴欧洲大陆。

自 2013 年首班中欧班列“苏满欧”开通以
来，满洲里海关积极推动铁路新舱单和运输工具
系统上线，实现了铁路部门传输的运输工具及舱
单信息自动处理，自动置入确报、理货标识，作业
时间由原来的5-6小时缩短至5分钟。同时，满
洲里海关充分利用铁路在线检测、智能审图等科
技手段，实现满洲里铁路口岸进境班列 24小时
不停车实时扫描，为中欧班列在口岸加装“新引
擎”，打造通关“高速路”。今年前 10个月，满洲
里海关监管进出境中欧班列 4191列，搭载集装
箱33.71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5.62%、6.35%。

一滴水折射太阳的光芒。纵观全区，在持续

优化的营商环境带动下，外贸主要指标昂扬向上。
民营企业担当主力。前 10个月，我区民营

企业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值达950.9亿
元，同比增长 44.3%，占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贸易总值的 80%，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 3.2个百
分点。

贸易商品较为集中。出口主要为机电、钢
材，进口主要为矿能产品。前10个月，我区对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机电产品172.5亿元，同
比增长171%，占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值
的42.2%。同期，我区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
口煤炭365亿元，增长82.8%；进口金属矿砂275
亿元，增长 28.8%；进口原油 12.5 亿元，增长
35.6%。上述商品合计占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进口值的83.8%。

加装口岸“新引擎” 打造通关“高速路”

内蒙古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额持续提高

前10个月内蒙古一般公共
预 算 收 入 超 2600 亿 元

本报12月4日讯 （记者 杨帆）自治区
财政厅消息：今年1-10月，全区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2646.4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209.7 亿
元，增长8.6%。

其中，税收收入 1989.2 亿元，增加 132.2
亿元，增长 7.1%；非税收入 657.2 亿元，增加
77.5亿元，增长13.4%。

与此同时，今年1-10月，全区政府性基金
预算收入329.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3亿元，
增长4.1%；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901.2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310.3亿元，增长 52.5%。
今年 1-10月，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178.3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22.9亿元，增长11.2%。

内蒙古建立“双公示”信息通报制度

本报12月4日讯 （记者 李永桃）记者
从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获悉，为扎实做好行政许
可和行政处罚（以下简称“双公示”）归集报送
工作，切实提升数据报送质效，2023年自治区
发展改革委联合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税
务局印发相关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双公示”信
息报送路径、时限及统计规则，并对盟市持续
开展“双公示”信息月度通报工作。

公开公示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
息，是打造透明政府和公信政府的重要体现，
是促进简政放权，实现放管结合，切实转变政
府职能的有效手段，也是全区营商环境指标考
核的重要内容。2023年 10月份，各盟市上报

“双公示”信息 33088条，清洗入库 33088条，
数据总体合规率为100%，迟报率为0.2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双公示’信息月
通报工作，进一步提高各盟市对‘双公示’信息报
送工作的认识，全面解决我区‘双公示’信息漏
报、迟报等问题，同时推进行政强制、行政确认、
行政裁决、行政奖励、行政监督检查等5类行政
管理信息的归集报送工作，扩大信用信息归集范
围。”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内蒙古上线会计专业技术
资 格 证 书 信 息 查 询 系 统

本报12月4日讯 （记者 杨帆）自治区
财政厅消息：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全国会计专
业技术资格考试合格信息查询系统”在内蒙古
会计网上线试运行。

据悉，该系统可以查询1992年至今 32年
来自治区相关专业技术资格合格人员信息。
其中，也包括 1992年至 2017年自治区级初、
中级相关专业技术合格人员和 1992 年至
2000年内蒙古考区国家级初、中级相关专业
技术合格人员信息。

系统同时提供查询、下载和打印功能，可
为用人单位招录会计人员、查询考生信息提供
服务，是财政部门主动作为、打击会计专业技
术资格证书造假的实际行动。

G5511大查高速公路开通运营

本报12月4日讯 （记者 高慧）据自治
区交通运输厅消息，近日，G5511二广高速集
宁至阿荣旗联络线大板至查白音他拉段高速
公路（简称大查高速）正式开通运营。

大查高速公路项目位于赤峰市境内，于
2020年 8月开工建设，总投资 80.27 亿元，途
经巴林右旗、巴林左旗、阿鲁科尔沁旗三个旗
县，涉及13个乡镇、58个行政村。项目主线全
长211.695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
准建设，设计速度100公里／小时。

大查高速是国家和内蒙古高速公路网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内蒙古西部盟市去往东北三省
的重要通道。项目的开通运营，对完善国家和
自治区高速公路网建设，实现省际通道全线高
速化，带动赤峰市旅游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促
进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内蒙古积极争取以工代赈
专 项 资 金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本报12月4日讯 （记者 李永桃）记者
从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获悉，2023年我区充分发
挥以工代赈政策功能作用，为当地群众特别是
返乡农牧民、防返贫监测对象及时提供务工岗
位，打造农村牧区就业的“蓄水池”“稳定器”，全
面推动以工代赈相关工作助力乡村振兴。

积极争取以工代赈中央专项资金。截至目
前，自治区已争取2023年中央以工代赈专项资
金34658万元，实施81个项目，带动当地农牧民
群众参与务工人数2918人，发放劳务报酬1991
万元。同时，积极做好2024年度中央财政以工
代赈任务和中央预算内以工代赈示范工程项目
储备任务，目前已建立自治区级项目储备库。

积极推广以工代赈方式。在农业农村牧
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建立推广以工代赈方式
项目库，在农业农村、能源、交通和生态等基础
设施领域推广实施以工代赈项目 41个，总投
资 12.1亿元。目前已带动群众就业 2700人，
发放劳务报酬640万元。

做好重点工程项目实施以工代赈。自治
区发展改革委联合自治区交通厅、水利厅、住
建厅、文旅厅、林草局、能源局、体育局、民航机
场集团等部门分3个批次印发《2023年度自治
区重点工程项目实施以工代赈项目清单》。截
至目前，列入自治区重点工程项目清单的 56
个项目，已吸纳 5828名当地务工群众参与工
程建设，已发放劳务报酬9855万元。

“下一步，我们要继续做好以工代赈项目
管理，进一步提升我区以工代赈工作质效，切
实发挥好以工代赈的政策功能作用。”自治区
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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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月月3030日日，，内蒙古能源集团东苏巴彦内蒙古能源集团东苏巴彦
乌拉乌拉 100100万千瓦风储项目首台风机成功并万千瓦风储项目首台风机成功并
网发电网发电。 裴国庆裴国庆 摄摄1111月月2121日日，，京能查干淖尔电厂风光火储氢示范项目阿巴嘎旗京能查干淖尔电厂风光火储氢示范项目阿巴嘎旗3030万千瓦风电项目首台风机正式并网发电万千瓦风电项目首台风机正式并网发电。。

““十四五十四五””时期国家第一批开工建设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之一时期国家第一批开工建设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之一、、全国单体规模最大的光伏治沙项目全国单体规模最大的光伏治沙项目———蒙西基—蒙西基
地库布其地库布其200200万千瓦光伏治沙项目成功并网万千瓦光伏治沙项目成功并网。 雷盼雷盼 摄摄

由内蒙古能源集团所由内蒙古能源集团所
属送变电公司承建的东苏属送变电公司承建的东苏
巴彦乌拉巴彦乌拉 100100万千瓦风储万千瓦风储
项目项目 220220千伏送出工程顺千伏送出工程顺
利完工利完工，，为项目夯实了电为项目夯实了电
力送出条件力送出条件。。裴国庆裴国庆 摄摄

蒙格风电场工作人员蒙格风电场工作人员
正在对充电中的电容模块进正在对充电中的电容模块进
行测温行测温。。 赵晟宏赵晟宏 摄摄

1111月月55日日，，华能蒙东伊穆直流阿荣旗华能蒙东伊穆直流阿荣旗2020万千瓦万千瓦
风电项目首台风机并网发电风电项目首台风机并网发电。。 张鹏张鹏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