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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华祎

“按照总书记重要要求，我们立足内蒙
古实际，精心谋划打造了 8大产业集群和 16
条重点产业链……”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
会议内蒙古代表团举行的开放团组活动中，
有关加快培育具有内蒙古特色的新质生产
力的话题，引起国内外媒体高度关注。

作为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内
蒙古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也一直在探索
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新路径。回顾过往，内
蒙古主动求“立”、蓄势向“新”，加快优化产
业结构，积极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全力做好

“煤头化尾”“追风逐日”的文章，高质量发展
焕发澎湃动能。放眼当下，向“绿”而行、向

“新”而生，大力实施科技“突围”工程，不断
锻长板、补短板、壮集群、强支撑，内蒙古正
以舍我其谁的闯劲、百折不挠的韧劲、只争
朝夕的干劲，加速冲刺、一路向前。

高质量发展好比一场登山赛，引领未来
的新质生产力则是当之无愧的“制高点”。
对内蒙古而言，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既要
按照新的理念发展好“羊煤土气”，也要抓住
新能源发展的契机“追风逐日”；既要“无中
生有”，充分利用科技创新催生的新产业、新
模式、新动能，加速培育新兴产业，布局未来
产业，也要有中出新、新中求优，利用数字技
术、人工智能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让“老树”
发新枝，“新树”快成长，“大树”深扎根，持续
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聚能。

春潮澎湃起，风好正扬帆。以“新”主
导，以“质”为胜，往高处攀、向新处闯，积极
开辟新路径、打造新引擎、塑造新优势，奋发
有为做好各项工作，内蒙古一定能够在时间
坐标上镌刻新的奋斗足迹，笃行不怠向“新”
向“绿”向未来。

向“新”向“绿”向未来

“今年全国两会，我的行李箱里带了许多
具有家乡特色的产品，这个以呼伦贝尔市根
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的驯鹿为原型创
作的文创产品，深受游客喜爱。”交流中，全
国政协委员、满洲里市政协副主席杜明燕的
言语中满是自豪，她向记者展示了从家乡带
来的驯鹿公仔、桦树皮画等物品。

“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我们要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和完善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
推动民族地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去年，
我 4 次到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感受最深
的是当地群众团结奋斗，日子越过越红火，民
族团结就像阳光和空气一样，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已深深融入各民族的血脉。”谈起参会
感受，杜明燕打开了话匣子：“敖鲁古雅鄂温

克民族乡是我国唯一养殖驯鹿的地方，在党
的民族政策的照耀下，这里始终保持着各民
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良好局
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

为推动民族地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
根河市充分利用独有的驯鹿文化和自然优
势，打造了敖鲁古雅使鹿部落景区，游客们可
以与驯鹿合影拍照、观看驯鹿迁徙表演、乘坐
驯鹿拉雪橇。借力“十四冬”，根河市依托

“中国冷极”“敖鲁古雅”两大品牌的唯一性、
独特性，做大旅游业。

“如何保护中国最后的驯鹿物种种群，
如何改善猎民生活？自从当选全国政协委
员，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杜明
燕说，为了帮驯鹿“寻路”，她先后提交了 9
篇关于驯鹿产业发展方面的提案和社情民
意，关注驯鹿和当地猎民产业转型后的生产
生活。

这次全国两会，她准备提交关于驯鹿引
种的提案，希望有关部门在驯鹿种群繁育、疫
病防治等方面予以政策支持。

（全媒体报道团队：孙一帆 崔楠 韩卿
立 于涛 宋爽 王鹏 马骏驰 韩晓宇）

杜明燕委员：

驯 鹿 之 乡 籽 籽 同 心 向 阳

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种业作为农业产业链的
起点和基础，位于农业产业最上游，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的根基。

种子被誉为“农业芯片”，去年我在参加种子法执法
检查时发现，试种新种子无论对种子企业还是农户来说，
都存在市场和技术风险，一旦产生损失就会影响新种子
研发的积极性，也给新种子的推广带来难度。

因此，今年全国两会上，我带来了关于研究设立农牧
业新品种首种、首养保险的建议，希望相关部门能够适时
对其可行性及保险的条件、范围等进行研究，进一步发挥
种业保险对于种业发展的保障作用，有效降低新品种推
广风险，更好助力种业研发。

（文/图 本报记者 王皓 马建荃）

闫宏伟闫宏伟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包头稀土研究院磁材研究所副所长包头稀土研究院磁材研究所副所长

畜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作为一名基层代
表，我一直关注畜牧业的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我区为了转
变草原畜牧业发展方式，推行了牧区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
但发展动能不足、发展不可持续等问题还不同程度存在。

因此，我建议以嘎查集体股份制合作社为主体构建新
型乡村社会化服务体系。通过出台支持集约化、产业化的
相关政策，鼓励牧民整合草场开展联户经营，形成连片经营
的区域，促进生态畜牧产业的发展。同时加大牧区基础设
施建设力度，扶持牧区发展生态文旅产业，充分发挥牧区传
统文化、自然风景优势，以嘎查集体股份制合作社为经营主
体，建立完善旅游产业，实现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

(文/图 本报记者 许敬 马建荃)

额尔敦达来额尔敦达来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嘎达布其镇尚都嘎查委员会委员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嘎达布其镇尚都嘎查委员会委员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绿色低
碳发展。我今年的提案正与此相关。

作为排放量最大的工业固体废弃物之一，目前我国煤矸石
堆存量已超过50亿吨，高值化资源利用的比例较低。今年两
会，我带来了《关于创建富煤县域煤矸石高值化利用循环产业
园的提案》，建议落实国家支持大宗固废资源化利用系列产业
政策，优先支持进行煤矸石等大宗固废的多固废协同处理，开
展高效能源化利用、建筑材料化利用、土壤和肥料化利用、功能
材料化利用，构建煤矸石大宗固废全组分利用的上下游产业
链，形成富煤县域新兴产业集群。同时，强化科技创新对煤矸
石高值化资源利用的引领和支撑作用，鼓励加强富煤县域煤矸
石高值化资源利用共性关键技术和成套装备攻关，突破瓶颈性
核心技术，引领富煤县域煤矸石高值化资源利用行业发展。

（文/图 本报记者 杨柳 韩卿立）

武强武强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我
认为，这是推动东西部均衡发展的良好契机。西部地区丰
富的风光热资源，可转化为充足的绿色能源，为耗电量巨大
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运算提供电力保障。此外，通过“东数
西算”，带动西部经济发展，实现“电力+算力”深度融合，补
齐短板、做强长板、锻造新板，促进西部地区产业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
深走实。我希望进一步加强对“走出去”企业的引导和支
持。要组成“集团军”，以“产业园”“贸易区”等形式，整体性

“出海”投资，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提升我国产
业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企业“走出去”发展壮大了，要便
利企业“走回来”投资，促进与国外新科技、新材料等领域的
交流合作，推动国内新质生产力发展。

（文/图 本报记者 杨柳 王鹏）

吴城吴城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3月 9日，在审议“两高”工作报告时，全国人大代表孟达英建议拓宽《关于加强全国
相对薄弱基层法院建设的实施办法》的政策适用范围，针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和边疆民
族地区基层法院实际，明确帮扶措施，靶向性实施帮扶。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本报记者 李永桃

人勤春来早，奋进正当时。
3月 8日，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千吨级费托

合成 α-烯烃分离提纯装置现场，几十名科研
和生产操作人员井然有序地进行着 α-烯烃
中试。该项目在 α-烯烃制取上，将煤基费托
合成馏分油作为原料，通过一系列高效分离
提纯处理，生产出无色、油状的 α-烯烃。这
个工艺技术路线属国际首创。该试验项目将
助推内蒙古伊泰集团向高端化工品生产企业
转型发展。

日前,蒙西托克托 200 万千瓦新能源外
送项目发电量首次突破 1 亿度大关。该项
目是国内首个利用既有火电通道打捆外送
新能源的多能互补项目。项目全容量投产
后，预计每年可生产“绿电”41 亿度以上，节
约标煤超过 143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
过 350 万吨，将进一步提升京津唐地区的

“绿电”占比。
2月 27 日，阿拉善盟在全盟企业家大会

暨诚信建设会议召开期间，举行 2024年春季
招商项目集中签约仪式。此次共签约涉及新
产业、新基建、新能源等领域项目14个。这些
项目市场前景好、发展后劲足、带动能力强，将

为阿拉善加快发展、转型发展注入新活力、提
供新支撑。

这个春天，内蒙古重大项目建设加速竞
发，转型升级步伐稳健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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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快优化产
业结构，积极发展优势特色产业”……2023
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第四次在内蒙古考察
时深情嘱托。

2023 年 10 月，《国务院关于推动内蒙古
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印发，部署了 7个方
面重要任务，其中之一就是推动产业结构战略
性调整优化，构建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现代
化产业体系。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2023 年以来，内
蒙古聚力转型升级，大胆探索，深入破题，答
卷亮眼。

现代农牧业蓄势赋能。2023年，内蒙古
粮食播种面积、单产、总产都实现了增长，粮食
产量实现二十连丰、在全国排第6位，牛肉、羊
肉、牛奶产量均居全国第1。全国人民每吃10
斤牛肉就有1斤产自内蒙古、每吃5斤羊肉就
有 1斤产自内蒙古、每喝 6杯牛奶就有 1杯来
自内蒙古，内蒙古是国家名副其实的“粮仓”

“肉库”“奶罐”。
资源利用深挖潜能。2023年，内蒙古煤

炭产量12.2亿吨，完成 9.45亿吨保供煤任务，
电力总装机超过2亿千瓦，实现煤炭保供量及
外送量、电力总装机及新增装机、新能源总装
机及新增装机、总发电量及外送电量、新能源
发电量、煤制气产能“10个全国第 1”，保障了
29个省份能源需求，建设全国最大的稀土新
材料基地和全球领先的稀土应用基地迈出重
要步伐，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保供能
力显著增强。

非煤产业迅猛增长。2023年，内蒙古着
力扭转产业“四多四少”状况，加快构建多元发
展、多极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非煤产业增
长 12.1%、高于煤炭产业 10.7个百分点，成为
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重点产业聚链成势。2023年，内蒙古精
心谋划打造了8大产业集群和16条重点产业
链，实行了“链长负责制”。工业投资增长
32.9%、居全国第 2。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均实现两位数增长。16条
重点产业链产值接近1.4万亿元。

前景无限好，奋进正当时。“坚持稳中求
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大力推进现代化产
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正在召开
的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对转型升级提出
新要求。

如何落实好全国两会精神，聚焦聚力推动
转型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内生动力？
来自内蒙古的全国人大代表们热烈讨论、信心
满满。

全国人大代表，鄂尔多斯市委副书记、市
长杜汇良说：“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办好两件大
事，坚持守正、创新、改革、开放。守正就是牢
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高质量发
展作为硬道理，坚持产业强市不动摇，以构筑
世界级能源、现代煤化工、新能源装备制造、羊
绒产业为抓手，推动优势特色产业聚链成群，
再造一个工业鄂尔多斯。”

“目前，内蒙古新能源发展形势喜人，绿电
量大势足的优势更加突出。截至 2023年末，
全区新能源装机已经突破 9600万千瓦，预计
到2024年底，新能源装机将达到1.3亿千瓦左
右，新能源装机超过火电装机规模。2023年
新能源发电量1665亿千瓦时，预计2024年底
新能源发电量将突破2000亿千瓦时，到2030

年新能源装机总规模将达到2.84亿千瓦，新能
源发电量超过火电发电量，可以为东北、华北、
华东等地提供更多绿色电力供应。”全国人大
代表，内蒙古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闫宏
光说。

项目建设是推进转型升级的动力源。《意
见》印发后，内蒙古紧紧围绕《意见》明确的各
项重点工作，组织修订和制定了7个方面实施
方案和 2024年重点任务清单，按下重大项目
建设“快进键”，推动《意见》从“纸上”落到“地
上”。截至目前，重大项目清单中的86个重大
项目，已开工 54个，其余 32个项目正在加快
办理前期手续，预计 2024年开工 29个、2025
年开工3个。

“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切实把党中央的关怀
和期望转化为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鲜明地提出了政策落地工程，这既是发展工
程，也是政治工程、民心工程。内蒙古举全区
之力抓落实，建立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
推进机制，让政策变成一个个鲜活的项目，让
好政策能够给老百姓带来福祉。下一步，我们
一定履行好主体责任，不折不扣抓好落实。”全
国人大代表、内蒙古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龚
明珠说。

转型升级，内蒙古一直在路上。迈向新征
程，内蒙古正昂扬奋发！

聚力转型升级，我们大胆探索

3 月 7 日，住我区全国政协委员赵吉（左）认为，应该坚持科学治理，持续提升荒漠
与草原生态系统质量。 本报记者 王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