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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 14个项目列入工信部
工业技术改造升级导向计划

本报 3月 24 日讯 （记者 康
丽娜）自治区工信厅最新消息：工信
部近日公布 2023年度工业企业技术
改造升级导向计划，我区共14个工业
技术改造项目列入导向计划。

据了解，2023年，为推动企业实
施技术改造，促进企业加快运用新技
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装备等改造提
升制造水平，工信部组织编制2023年
度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升级导向计划。
自治区工信厅积极组织区内技术水平
先进、引导示范作用较强的工业技术
改造项目所在企业参与申报，最终，内
蒙古中环协鑫材料有限公司可再生能
源太阳能电池用单晶硅材料产业化工
程四期改造项目、双良硅材料（包头）
有限公司40GW单晶硅二期项目、内
蒙古伊泰煤制油有限责任公司200万
吨/年煤炭间接液化示范项目、包头市
英斯特稀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表面
处理改扩建项目等14个项目入选。

内蒙古电网信息领域首台
智能巡检机器人开始工作

本报 3月 24 日讯 （记者 杨
帆）进入3月中旬以来，在阿拉善供电
公司信息机房内，内蒙古电网信息领
域首台智能巡检机器人开始对供电
设施设备进行巡检巡视。

机器人按照预设路线灵活走动，
并结合图像识别、红外测温、音频采
集等功能，对各类网络设备和服务器
运行状态、高频开关电源母线电压、
线缆温度等信息进行全方位数据采
集，随后形成分析报表自动上传至管
理平台和移动APP，为工作人员提供
决策参考，为供电信息基础设施运行
维护管理提供更智能、全面、细致、精
准的服务。

机器人上岗后，供电设施设备巡
检巡视人员由原来的 3 人减少至 1
人，巡视时间由4小时减少至2小时，
在重要保电时段能每天 24小时不间
断工作，与人工巡检巡视形成人机互
动协同的良好“合作”模式，实现了工
作提质增效，高效保障供电设施设备
安全稳定运行。

包钢工业废水处理后可养金鱼

本报 3月 24 日讯 （记者 杨
帆）自治区国资委最新消息：包钢一
生化、CCPP废水处理项目（以“燃气-
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技术为支撑的包
钢投资最大的节能环保项目）日前正
式投运。这标志着，包钢工业废水处
理能力已达到新的水平。

在包钢集团环境工程研究院，几
只漂亮的金鱼在鱼缸中游弋……鱼
缸中的水来自包钢一生化、CCPP废
水处理系统，包钢以“废水养鱼”的生
动实践为高质量发展再添绿色发展
底色。

一生化、CCPP废水处理项目，主
要处理包钢部分焦化系统废水及新
建 CCPP 煤冷水，项目来水具有高
COD（化学需氧量）、高氨氮、低有机
物等特性，处理难度很大。此次投运
的废水处理项目，采用重力隔油、破
氰除硫气浮、混凝沉淀、机械过滤、芬
顿氧化和生化处理、臭氧处理等“物
化＋生化”工艺相结合的处理方式，
工艺技术成熟、稳定可靠。

目前，废水处理项目处理过的水，
其氨氮、COD、pH值等指标均可满足
回用水质标准要求，进一步增强了包
钢焦化系统整体污水处理能力。同
时，废水处理项目还保证了新建CCPP
发电项目的正常运转，大大改善了内
部水环境质量，减少了外部水消耗，促
进了企业循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巡网融合”在鄂尔多斯市落地

本报 3月 24 日讯 （记者 高
慧）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消息：《鄂尔多
斯市巡游与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融合
经营服务管理办法（试行）》（简称《办
法》）已于3月 15日正式施行，鄂尔多
斯市成为继满洲里市、乌海市之后内
蒙古第三个实现“巡网融合”工作落
地的试点城市。

“巡网融合”，即巡游出租车在网
约车平台接单，从而为乘客提供更加
便捷、多样化的出行选择，提升了巡
游出租汽车运行效率，减少了出租汽
车空驶率，是促进巡游出租车行业转
型升级、提高服务水平的有效措施。
据统计，鄂尔多斯市现有营运出租汽
车 6089 台。其中，中心城区营运出
租汽车 3209 台。“巡网融合”工作开
展 后 ，预 计 每 天 可 帮 助 司 机 减 少
25%—27%的空驶率。

2023年，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确定
兴安盟、鄂尔多斯市、乌海市和满洲
里市为开展“巡网融合”工作试点城
市。经过前期调研、论证，在反复征
求巡游出租汽车公司和驾驶员意见
的基础上，2023 年 12 月 28 日，满洲
里市向网约车平台约车并发放第一
张经营许可证，成为我区首个实现

“巡网融合”工作落地的试点城市，之
后乌海市也开展此项工作并成为我
区第二个实现“巡网融合”工作落地
的试点城市。

◎看经观潮

八面点经

□本报记者 李永桃

时至3月，内蒙古经济建设主战场一
派繁忙。

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沿黄地区农业示
范区项目全面复工，大型机械马力全开，
建设者们以饱满的热情奋战在施工一线，
为杭锦旗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包钢集团自主研发的热轧板带生产
全流程评价系统在CSP生产线实现稳定
运行，仅靠一套系统就可实现对热轧板带
重大项目全流程所有关键参数监测全覆
盖，在全国尚属首创，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
人勤春来早，开年即“开跑”。内蒙

古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拉满弓”“加速
跑”，推动政策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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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称《意见》）印发。《意
见》以重大项目建设为切入点集中部署
了若干方面重点任务。

自治区党委十一届七次全会暨全区
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完成“五大任
务”，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
破，全力抓好事关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
务。尤其要实施好对全区经济发展和民
生改善具有支撑性、牵引性、撬动性作用
的“六个工程”。其中，“头号工程”就是
以重大项目为牵引的政策落地工程。

“全区政府系统要把今年作为‘政策

落实年’，全面推动各项政策从‘纸上’落
到‘地上’，切实把政策红利变成现实生
产力。”2024年，自治区目标明晰。

“实施好政策落地工程，关键在于用
足、用好、用活国家赋予内蒙古的各项政
策。对于已经明确的政策和项目，要逐
条逐项研究，坚决做到应享尽享；对于方
向性、指引性、前瞻性的政策，要深入开
展研究，抓紧做好深化细化落实工作；对
于已经给予的政策，一定要‘顶格执行’，
实现政策效应最大化；对于方向对头但
国家还没有明确政策的，要敢于先行先
试，加快形成可复制、能推广的鲜活经
验。”内蒙古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张学
刚说。

毫无疑问，推动政策落地，重大项目
是重要支撑。

2023年，自治区发改委高频次与国家
发改委沟通，最大限度争取国家支持。经
积极争取，创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协同
推进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
程项目等内容已纳入支持文件。为推动
《意见》在内蒙古落地，截至3月18日，我区
已争取到36个国家部委单位出台或拟出
台的《意见》配套政策41项，现已出台29项
政策支持内蒙古高质量发展。

自治区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张
永军说：“项目本身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
抓手，从《意见》里找政策，从《意见》里找
项目。把项目抓住了，就把《意见》落到
实处了，可以为内蒙古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源泉。”

踏上新征程，抢抓新机遇。2024年，
内蒙古各地紧紧抓住重大项目建设这个

“牛鼻子”，将推动政策落地工程转化为
生动实践。

呼和浩特市正在加速推动赛盛碳化
硅、鑫华多晶硅、双杰高端装备制造等项
目建设；包头市抢抓新一轮产业周期性
调整机遇，协同大全、新特、协鑫、美科等
头部企业持续布局一体化产业链项目，
加快推进旭阳年产 40GW 太阳能光硅
片、中清6GW高效光伏电池等重大项目
建设；鄂尔多斯市加速推动宝丰煤制烯
烃、隆基光伏全产业链、蒙能风光火储等
续建项目建设，库布其沙漠中北部风电
光伏基地、南部风电光伏基地等重大项
目已全面开工建设……

《意见》印发以来，全区各地纷纷按
下重大项目建设“快进键”。与此同时，
从国家到自治区层面，多部门出台的利
好政策，为内蒙古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
稳的“压舱石”、进的驱动力，为把政策红
利变为现实生产力赋能。

财政部正式印发《关于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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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施意
见》，且从6个方面制定14条具体帮扶措
施，包括支持自治区增强财力保障能力
和防范风险能力，支持“三北”工程、创新
平台和创新中心建设，支持物流业、文旅
业发展，支持增强资源能源供应保障能
力，支持增强农业设施和水资源保障能
力，支持兴边固边等。

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
印发《进一步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若干措施》，旨在精准落实税费优惠政
策，有效减轻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税
费负担，持续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助
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要把落实《意见》作为着力点，全力
加强协调调度，以政策配套的全、政策运
用的活、政策宣传的热，全面实现《意见》
落地的实，推动政策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自治区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龚明珠说。

为了推动《意见》中各项政策落地见
效，内蒙古组织修订和制定了7个方面实
施方案和2024年重点任务清单，旨在以
重大项目建设为引领，推动《意见》从“纸
上”落到“地上”。截至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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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内蒙古在部
署2024年重点工作时发出全区动员令：

“力争完成重大项目投资9000亿元
以上。”

“力争基础设施重大项目投资不低
于1700亿元。”

“积极谋划引进一批承接产业转移、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大项目好项目，力
争引进到位资金不低于5500亿元。”

……
前景无限好，奋进正当时。推动各

项政策从“纸上”落到“地上”，内蒙古与
时俱进。

□本报记者 杨帆

促进设施农业大发展，是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为此，春节过后，内蒙古公开印发
《关于支持设施农业发展的若干措施》
（内政办发【2024】4 号文件之一，下称
《措施》），努力实现到 2026年推动全区
设施农业面积增加到 280万亩以上，到
2030年构建起区域布局更加合理、科技
装备显著改善、发展质量与效益和竞争
力不断增强的现代设施农业新格局。

结合自治区实际，《措施》主要确定
了6项内容。

支持设施农业规模化发展——对城
市周边“菜篮子”基地和设施农业发展优
势区，采取先建后补方式支持规模化发
展，新建普通日光温室500亩以上、塑料
冷棚1000亩以上、单体智能温室50亩以
上以及集中连片改造普通日光温室1000
亩以上，按照新建普通日光温室每亩2万
元、塑料冷棚每亩2000元、智能温室每平

方米100元、改造提升普通日光温室每亩
1万元的标准，对建设主体给予补贴；对新
建或扩建1000亩以上且集中连片面积达
1万亩以上的设施农业园区所在旗县（市、
区），每个奖励500万元，每增加2000亩，
再奖励100万元，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
鼓励全产业链发展，奖励资金重点用于设
施农业扩大规模、提升改造及补齐育苗、
智能化控制、加工仓储、冷链物流、专业市
场等产业链短板，提高蔬菜供应率。

推进农业设施产权融资——在全区
范围推行农业设施确权登记颁证，提高
颁证精准度和覆盖面，推进金融机构以
农业设施物权证、经营权证等创新开展
抵押贷款业务。

创新金融支持——对符合条件的现
代设施农业项目贷款实施贴息支持，在已
有贴息政策基础上，自治区各级财政再贴
息10%—20%，中央和自治区财政累计贴
息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90%且不超过
3%贷款利率（实际利率低于LPR的按实际
利率计算）；设施农业贷款担保费率不高于

1%；扩大设施农业保险参保范围，鼓励有
条件的地方实行保险全覆盖等。

加强设施农业科技创新——加大设
施农业科技项目支持力度，开展水肥一
体化、环境智能管理和戈壁设施农业、老
旧温室改造提升等新模式、新技术创新
及引进推广；依托科研单位或企业成立
设施农业研究院，引进区内外设施农业
领域高层次科技人才，加大设施农业本
土专业人才培养力度；将更多设施农业
机械化装备纳入农机购置补贴范围等。

大力发展庭院经济——鼓励农民利
用房前屋后等闲置院落空间，因地制宜发
展设施种植以及设施化集中的家庭工厂、
手工作坊、特色文创产品园。全区按东、
中、西分布，每年择优遴选150个整村发
展庭院经济示范村，以整村或整乡为单
位，按照项目管理申报扶持资金，支持发
展特色种植、休闲旅游、电商服务、生产生
活服务等多类型庭院经济。

推动设施农业多元化发展——针对
绿色消费、健康消费市场需求，支持区域
设施特色产业发展，鼓励发展设施花卉、

瓜果、药材、苗木、食用菌等高附加值特
色产业；支持设施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提供高效栽培、水肥一体、统防统治等标
准化社会化服务。

另外，《措施》提出，土地出让收入、
土地指标交易收入、科技投入资金等优
先支持设施农业项目；支持有条件的戈
壁、荒漠、盐碱荒地等区域发展设施农
业；在“以水定地”前提下，保障设施农业
用水；设施农业生产用电实行农业用电
政策；支持设施农业绿色循环发展，鼓励
利用光伏发电增温补光，充分利用地热
和工业废热、废气（二氧化碳）等服务于
设施农业生产。

《措施》提出，全区各地要严格履行“菜
篮子”市长责任制，积极发展设施农业，涉
及的专项支持资金一律按“先建后补、分级
负担、据实补助、滚动实施”的方式拨付；各
牵头部门要制定具体实施细则，明确相关
标准、申报程序、建设内容等。

推动设施农业高质量发展，是功在
当代、利在后世的大事。能否将好事办
好？内蒙古正在以生动实践作答！

产经前哨

推动设施农业大发展，内蒙古怎么做？

经济视眼眼

内 蒙 古 三 措 并 举
推 动 开 放 型 经 济 发 展

本报 3 月 24 日讯 （记
者 杨帆）2024 年以来，内
蒙古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主线，积极服务
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以“起
步 就 是 冲 刺 、开 局 就 要 争
先”的奋斗姿态，充分发挥
财政职能，加大资金投入力
度，促进“过路经济”向“落
地经济”转型，三措并举推
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是兴贸易，打造良好
经贸流通环境。自治区财政
统 筹 商 贸 领 域（服 务 业 发
展）等专项资金 5.2 亿元，支
持重点实施开展县域商业建
设行动，支持各盟市开展消
费促进、电子商务促进活动
等，支持优势产业、特色产
品电商化改造，鼓励企业开
拓国际市场，推动跨境电商
等新业态发展，促进全区内
外贸升温，畅通“双循环”。

二是促招商，搭建国际
合作交流桥梁。继续落实好
对外交流经费保障工作，支
持自治区高质量筹办并召开
各类国际会展会议，助力全
区名优特产品企业参加进博
会、服贸会等全国重要对外
展会；支持自治区有关部门
多渠道开展精准招商，吸引
国外优质产业项目落户，推
动进出口商贸提质增效。

三是强建设，打造对外
开放平台载体。按照自治区
统一部署，以自贸区创建为
引领，统筹安排相关发展建
设资金 8 亿元，重点支持各
类口岸及综合保税区等领域
项目建设，着力提高口岸通
关能力和便利度，搭建服贸
合作平台载体，以对外开放
平台为发力点增强边腹协同
发展能力。

下一步，自治区财政将
在 支 持 巩 固 外 贸 外 资 基 本
盘、培育区内企业打造开放
竞争新优势方面主动作为，
争取为高质量发展作出内蒙
古财政新贡献。

我区“真金白银”建设防沙
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

本 报 3 月 24 日 讯（记
者 杨帆）2023 年以来，为推
动 生 态 建 设 和 经 济 发 展 双
赢，内蒙古“真金白银”建设
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
工程。

内 蒙 古 是 全 国 荒 漠 化
和沙化土地最集中、危害最
严重的地区。建设国家重要
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是习近
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
任务之一。为此，内蒙古提
前谋划，落实财政资金保障
责任，为实施防沙治沙和风
电光伏一 体 化 工 程 提 供 财
力保障。

主动作为，争取支持全
覆盖。自治区财政厅加紧与
国家相关部委沟通协调，争
取将更多项目纳入国家支持
范围，实现了“三北”工程在
全区旗县（市、区）全覆盖。
2023 年，自治区争取中央财
政资金 144.89 亿元，同比增
加 5.07 亿元，增长 3.63%，为
支持打好“三北”工程攻坚
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提前谋划，追加投入优
结构。2024 年，自治区财政
加强统筹、优化支出结构，
设立“三北”工程补助资金，
新增安排“三北”工程补助
资金 10 亿元、统筹现有林草
专项资金 6 亿元，专项用于
国家规划内“三北”工程建
设，为实施好防沙治沙和风
电光伏一体化工程提供财力
支撑。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有
机制。自治区财政现已建立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引导
和激励机制，充分发挥财政
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助 力 行 业 部 门 设 立 防 沙 治
沙 和 风 电 光 伏 一 体 化 工 程
建管引导基金，撬动更多社
会 资 本 参 与 防 沙 治 沙 和 风
电光伏一体化工程建设，促
进自治区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高质量发展，进一步筑牢我
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
沙新奇迹。

抓好重大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赋能！

今年我区计划今年我区计划实施实施12401240个重点工业项目个重点工业项目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康丽娜康丽娜

春光明媚，万物复苏，北疆大地春潮涌动，到处是“抢工期、
赶进度”的火热场景，以奋力冲刺一季度开门红。

据悉，今年我区计划实施1240个重点工业项目（含在
建、续建扩建、新建项目），比去年增加76个，总投资规模2.5

万亿元，比去年增加近 7000 亿元。年内计划完成投资
6000亿元，同比增加1300亿元。其中，投资100亿元以上
项目50个，投资50亿元以上项目136个，项目数量和项目
规模均属历年来新高。

蒙新集团赤峰绿色氢氨首期工程项目区。
王永刚 摄

铁 辰 智 能 装 备 有铁 辰 智 能 装 备 有
限公司大吨位纯电动限公司大吨位纯电动
无人驾驶宽体矿用车无人驾驶宽体矿用车
生产线生产线。。 王丽曼王丽曼 摄摄

奇瑞汽车鄂尔多斯生产基地总装车间。
（受访单位供图）

远景能源风储一体化高端总装基地锡林浩特市项目现场远景能源风储一体化高端总装基地锡林浩特市项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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