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面点经

鄂尔多斯市 472个重大
项目完成投资1675亿元

本报 1 月 7 日讯 （记者 李永
桃）记者从自治区发改委获悉：目前，鄂
尔多斯市2023年实施的472个重大项
目完成投资 1675亿元，超额完成年度
投资目标（1400亿元）任务。

2023 年，为加快推动重大项目建
设，鄂尔多斯市通过“上门服务审批”

“集中联动审批”“帮办代办服务”等举
措，持续帮助企业办理项目手续，解决
企业项目审批的难点堵点问题，不断优
化行政审批服务流程、提升行政审批服
务效能，促进企业加快重大项目投资，
推动高质量发展。

日前，鄂尔多斯市重大项目上门
审批服务工作组工作人员赴市内 9
个旗区及相关园区，持续开展 2024
年重点项目前期手续现场办理和业
务指导工作。据悉，2024 年鄂尔多
斯市拟实施的 198 个重大项目前期
手续办结率已达 79%，其他新建项目
前期手续将尽快全部办理，确保项目

“开春即开工”。

自治区财政5000万元支持
三大综合保税区提质增效

本报 1月 7日讯 （记者 杨帆）
自治区财政厅最新消息：2022-2023
年，自治区财政下达资金 5000万元支
持呼和浩特、鄂尔多斯、满洲里综合保
税区提质增效。

据了解，为提升三大综合保税区经
营运作能力，自治区财政厅重点围绕物
流、保税服务项目等，通过资金支持强
化保税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保税区多
渠道开展精准招商，促进优质产业项目
落户。

与此同时，为全面提升保税区运营
质量，发挥其对国内市场与区域经济的
辐射带动作用，增强其发展活力，自治
区财政支持保税区公铁联运、跨境电商
等新兴业态增量提质，并支持保税区与
开发区、互贸区等通过政策联动，在生
产加工、技术研发、市场销售等方面协
同发展。

通过激发保税区在对外开放领域
的重要作用，2023年，自治区三大综合
保税区进出口值持续增长。2023年前
三季度，三大综合保税区进出口值
171.3亿元，同比增长133%。

全区4个项目入列
5G 工 厂 名 录

本报 1 月 7 日讯 （记者 康丽
娜）日前，工信部发布 2023年 5G工厂
名录，我区汇能煤电集团五矿5G+智能
矿山、内蒙古麻地梁5G+绿色低碳智能
矿山、国能内蒙古东胜 5G智能化火电
工厂、内蒙古伊敏露天矿5G矿山4个项
目入列。这标志着，内蒙古在 5G智能
化应用方面迈出重要一步。

据了解，为进一步加快“5G+工业
互联网”新技术新场景新模式向工业生
产各领域各环节深度拓展，推进传统产
业提质、降本、增效及绿色、安全发展，
工信部2022年印发《5G全连接工厂建
设指南》，指导推进 5G 工厂建设。为
此，我区抢抓5G发展机遇，相关基础设
施建设稳步推进，网络服务质量不断提
升，为全区工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
级奠定了重要基础。

2023 年内蒙古为道路
交通事故垫付基金超亿元

本报 1月 7日讯 （记者 杨帆）
自治区财政厅消息：2022 年以来，我
区不断深化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
金（以下简称道路救助基金）管理模
式改革，创新管理机制，大幅提升道
路救助基金运行质效。截至去年末，
内蒙古 2023 年为道路交通事故垫付
救助基金突破亿元，救助群众超过
3300人次。

2022 年至今，自治区财政厅联合
道路救助基金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积极
推进道路救助基金垫付、追偿、宣传

“三位一体”工作，道路救助基金使用
效率及周转速度大幅提升，社会满意
度不断提高。自 2022 年道路救助基
金设立至今，内蒙古基本实现了道路
救助基金垫付全覆盖，累计垫付基金
突破 1.6亿元，切实发挥了救助基金的
救危救急救困作用，为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接下来，自治
区财政厅将继续依法依规加强道路救
助基金管理，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确保
基金稳健、规范、高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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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前方

所有的绚烂，只有走得足够近，才能感受其
震撼。

今天，当你从呼和浩特出发，乘高铁前往北
京，充分感受350公里/小时的“复兴号”速度时，
与内蒙古数字经济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大数
据，已于眨眼间从两地间奔跑多个来回。

多个来回，意味着什么？
将算力、大数据融入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促

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内蒙古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必然抉择。

抉择之路上，乘着“网络强国”“东数西算”
等政策东风，自治区同步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
数字化进程，加快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新格局，持
续赋能内蒙古腾“云”万里。

（一）

这种抉择，折射出自治区投身“数字中国”
建设、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的
雄心壮志。

雄心壮志的背后，是激情与速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一重要历史单元，内蒙古以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激情与速度，为数字经济插上腾
飞的翅膀，在波澜壮阔的全区经济发展史上写下浓
墨重彩的一笔。

浓墨重彩的历史单元，注定意义非凡。
关注内蒙古发展的人们不会忘记，党的十

八大以来，内蒙古发出关乎全区经济发展前途
命运的动员令：

“优化云计算数据中心布局，完善信息基础设
施，提升大数据发掘收储能力，推进数据开放共享。”

“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据资源体
系，推进数字化转型，提升数字化生产力。”

人们更不会忘记：10多年来，内蒙古一张蓝图
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忙碌指数”一再刷新。

浓墨重彩的历史单元，注定需要铿锵前行。
前行之路上，蕴含着内蒙古为数字经济发

展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奋起之力：密集出台
《关于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意见》《大数据发展
总体规划》《关于加快全区煤矿智能化建设的实
施意见》等多项政策措施……理直气壮推动数
字经济发展，内蒙古按下顶层设计“快进键”。

前行之路上，蕴含着内蒙古为数字经济发
展加油助威的奋起之力：成立数字经济研究院、
创新区块链研究院等一批科研机构，建成和林
格尔新区微软大数据及人工智能应用中心、乌
兰察布百度创新中心等一批孵化平台……挺进
数字经济新时代，内蒙古一往无前。

播下希望，收获笑声。
呼和浩特向南20多公里，一块巨大的景观

石上，“中国云谷”四个大字引人注目。
景观石周围20平方公里范围内，便是闻名

全国的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大数据云计算信
息产业园区。

别小看这个园区，它已是内蒙古建成的国
内规模最大的大数据云计算产业基地。

铿锵前行中，数字经济积厚成势，内蒙古底
气十足。

呼和浩特市宣布要“打造绿色算力最强供
给者”；

乌兰察布市高调提出“把世界存在乌兰察布”；
鄂尔多斯市积极培育数据清洗、云渲染、人

工智能和区块链等产业；
赤峰市建成多个数字化产业园区；
……
为什么要这样？
多年从事新经济研究的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永军一语道出答案：“数字经
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重要经济形态，
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及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二）

积厚成势、底气十足的背后，必然有不辱使

命的坚守。
从完善4G基础设施到全面推进5G网络全覆

盖，再到呼和浩特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建成投
运，内蒙古重构信息化版图的脚步越来越快。

从蒙牛乳业数字化工厂落地到内蒙古海芯华
夏全国设施农业大数据运营平台等大批示范项目
建成投运，内蒙古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融的速
度举世瞩目。

从自治区级互联网平台到一机万佳国家级
互联网平台的落地，从成立5G无人矿卡联合实
验室到智能工厂、智能车间在全区投运，内蒙古
产业数字化转型光芒四射。

从呼和浩特、赤峰、满洲里获批国家跨境电子
商务综合试验区到呼和浩特国家跨境电商试验区
投运，内蒙古凭数字产业挺进现代服务业的远大
抱负引人入胜。

……
不辱使命的坚守中，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

论：唯有奋起自强，方可告慰历史、赢得时代；唯
有厚积薄发，方能不负众望、善作善成。

乘政策东风而上，坚定信心腾“云”万里，内
蒙古敞开胸怀拥抱数字经济美好未来。

拥抱未来，内蒙古靠实力说话。
这实力，光耀内蒙古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史册。
截至2023年末，全区数据中心服务器装机增

至250多万台，居全国前列，以绿色数据存储为先
导、数据算力应用为核心的内蒙古数据中心产业
集群加速形成。

截至2023年 6月末，内蒙古累计建成4G基
站 12.4万座；截至 2023年 11月底，全区累计建
成5G基站6万座，每万人拥有5G基站25个，居
全国前列。

这实力，光耀内蒙古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
化发展史册。

2023年上半年，全区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
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营业收入达244.3亿元，较
2023年一季度增加 132.2亿元；2023年前三季
度，全区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营业收入实现持续增长。

2023年上半年，全区规模以上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及增加值同比分别增
长1.4倍、10.4%；1-8月，全区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3%。

“十四五”以来，同方科技服务器、鑫悦达机柜
生产制造、10万台服务器超聚变等大批项目在内
蒙古落地或投运。

这实力，光耀内蒙古数字经济、实体经济融
合发展史册。

截至 2022 年底，内蒙古建成智能化煤矿
126座，比2020年增加10倍以上。

目前，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设备数字化
率达50%左右、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0%左右。

全区94座井工煤矿已建成智能化采掘工作
面177个，32座露天煤矿使用无人驾驶技术。

2023年前三季度，全区实物商品网上零售
额同比增长14.4%，限额以上单位网上零售额同

比增长98.9%。
时间是雕塑家，它镌刻下内蒙古奋斗的年轮，

勾勒出全区数字经济变迁的轨迹。

（三）

每一个拼搏的日子都闪闪发光，每一段难
忘的记忆都温暖人心。

江河流日夜，慷慨歌未央。实事求是地讲，
行进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
以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高质
量发展，内蒙古依然任重而道远。

事实胜于雄辩。
从设施装备看，全区数字基础设施在农牧

区覆盖盲点依然存在，数据中心建设呈碎片化
分布；全区绿色、智能技术及装备应用不足，工
业互联网平台数量不足、质量亟待提升……完
善数字基础设施，内蒙古面临的短板不容忽视。

从产业发展本身看，全区电子信息产品制
造业、软件与信息服务业规模较小，缺少更多拥
有核心关键技术的领军企业……壮大数字经济
规模，内蒙古面临的挑战显而易见。

从产业融合程度看，因传统产业结构层次较
低，导致产业链条短、智能化水平不高，不少数字
产业与实体经济若即若离……对于内蒙古而言，
以链式思维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迫在眉睫。

发展与考验，是一对“孪生兄弟”。发展之
路，从来没有一帆风顺，发展数字经济又何尝不
是如此？

“尽管挑战不少，但发展数字经济，是内蒙
古的必修课。”内蒙古宏观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经
济师曹永萍说。

为什么？形势给出的答案一目了然。
从国际层面看，数字经济已逐步成为引领

全球经济走出低谷、迈向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中
坚力量——国际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发生后，
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带动更深层次的产业变革和科技革命，是不少国
家走出困境、培育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力量；数字经
济不断催生新业态与新模式，创造新需求和新供给，
重塑世界贸易新格局，成为传统经济转型升级的重
要驱动力和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从全国层面看，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已
经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引擎——目前，
我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持续推进，信息

通信、软件、电子设备制造业等发展迅速，技术
体系和生态系统不断扩张；5G、人工智能、云计
算、大数据等技术创新和融合应用空间进一步
拓展，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新业态、新模式蓬
勃发展，数字经济发展潜力不断凸显。

从内蒙古层面看，目前自治区既处于传统
产业发展面临生态环境压力和增长瓶颈、新兴产业
发展面临基础薄弱和规模较小的特殊时期，也处于
数字技术不断成熟、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战略
机遇期——危与机同生并存，抓住数字变革带来的
战略机遇，加快自治区数字经济发展，对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
地区竞争优势，具有划时代的深远意义。

（四）

挑战前所未有，机遇前所未有。
于高山之巅，方见大河奔涌；于群峰之上，更

觉长风浩荡。着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多一些历史眼光的人们会发现：以产业数字化
为主战场，深入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着力培育数字赋能新增长点、新增长极，加快
建成数字经济新高地，是我区奋力书写中国式现
代化内蒙古新篇章的必答题。

如何答好这道必答题？内蒙古对自身的定
位无比明确。

国家算力网络枢纽节点——发挥内蒙古能
源、地质、气候、区位等优势，为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提供实时算力保障，为东中部地区提供后台
加工、离线分析、存储备份等非实时算力保障，
助力京津冀及东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为“东
数西算”工程提供有力支撑。

北方数字经济发展高地——集聚数据资源、技
术、人才、资本等要素，培育数字基础设施、数据加工
处理、数据分析应用、数据流通交易、电子信息制造、
软件与信息服务等数字经济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推
动传统产业数字化，形成优势明显、特色突出、
核心竞争力强的数字经济产业生态体系。

数字丝绸之路战略枢纽——以呼和浩特、乌兰
察布、鄂尔多斯、巴彦淖尔、满洲里、二连浩特、阿尔
山等城市为重点，围绕技术合作、经贸合作、投融
资、生态环保、人文交流等领域，着力打造丝绸之路
数据存储、交易和服务中心，形成面向欧亚的21世
纪数字丝绸之路重要战略枢纽。

定位之下，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内
蒙古的愿景与答案放眼未来，并直通高质量发
展康庄大道：

到2025年，全区数字技术融合创新及信息
产业支撑能力显著增强——产业数字化进入全
面扩张期，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进一步深
化，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模式、新业态蓬勃
发展，具有较强创新力、竞争力的龙头企业不断
涌现，基本建成全国数字产业化发展新兴区、产
业数字化转型示范区；

展望 2035 年，全区数字基础设施类型多
样、覆盖全面、应用广泛，全面支撑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治理的发展需求——数字
经济区域发展布局进一步优化，云计算大数据
产业总体规模和效益产出位居全国前列，数字
经济发展环境更加安全，支撑载体更加全面，支
撑能力不断提升，对外交流和合作更加频繁，数
字经济发展生态建设良好。

按照新的目标与愿景，内蒙古数字经济将
是一部堪称史诗般的巨著，但需要内蒙古人奋
力书写。

时代，日新月异；奋起，永不停歇。
芳华绽放，梦想生长。走过推动数字经济

发展的风风雨雨，越过沟沟坎坎，我们更加懂
得：未来，内蒙古数字经济史诗般的崛起，需要
的不仅仅是勇气，还有智慧与担当。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使命之光耀眼夺目，奋
起之力穿越时空。尝遍千辛万苦，穿越数字经济发
展的千山万水，我们更加坚信：坚持高质量发展，
内蒙古数字经济史诗般的崛起，并不遥远！

和林格尔云计算大数据创客和林格尔云计算大数据创客
中心中心。。 新华社图片新华社图片

赤峰市红山区智慧城市赤峰市红山区智慧城市
运营指挥中心运营指挥中心。。 金泉金泉 摄摄

中国电信云计算内蒙古信息园中国电信云计算内蒙古信息园。。 连振连振 摄摄

乌 兰 察乌 兰 察
布 华 为 云 数布 华 为 云 数
据中心机房据中心机房。。

邹予邹予 摄摄

乌兰察布大数据基地乌兰察布大数据基地。。段建宁段建宁 摄摄

2024年，是一个考验与担当并存的年份。
这一年，面对扩大有效需求和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

升等重大考验，内蒙古坚持稳中求进决心不变。
2024年，是一个坚守与梦想同在的年份。
这一年，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我区将以继往开

来的勇毅与担当，继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书写新篇章的路上，如果问：面对考验中的不确定

因素，什么是能够确定的？答案当然是照耀前路的奋斗
之光。

奔赴星辰大海，拥抱春暖花开。借着奋斗之光，《经
济周看》将勇担使命、再启新程。

《经济周看》将时刻关注项目投资、科技创新、消费升
级、产业转型、开放发展等重大经济主题。

《经济周看》将针对政经、产经、财经、社经等领域经

济热点，进行全方位、独家视角呈现。
时代列车多经曲折,却一往无前。2024 年，内蒙古

“经济列车”从极不平凡中呼啸而来，也必将向希望的远
方驶去。

沿着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轴线，内蒙古经济运行
中到底还有哪些耐人寻味而又催人奋进的故事？继续
关注《经济周看》，你们将看到与时俱进的答案。

致读者致读者

内蒙古乘政策东风腾“云”万里

敞开胸怀拥抱数字经济美好未来
□本报记者 杨帆

５经济周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