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8月 4日讯 （记者 杨威）自治区财政厅
最新消息：今年上半年，自治区财政通过“一卡通”系
统累计发放惠民补贴154亿元。其中，发放惠农惠牧
生产性补贴76.55亿元，占比近50%。

今年以来，自治区财政全面升级应用数字化平台
（“一卡通”系统）发放惠民补贴，让数据“多跑路”、群
众少跑腿；按照“收入一个笼子、预算一个盘子、支出
一个口子”的原则，把所有惠民补贴资金全部纳入发
放范围，实现应纳尽纳。

为确保补贴及时惠民，自治区财政建立补贴专项
集中调拨机制，确保基层有钱发补贴；组织开展专项
治理，兑付以前年度欠发补贴金额；及时发送到账短
信，增加了蒙速办、内蒙古自治区惠民惠农补贴资金
网、内蒙古财政微信公众号等信息查询渠道，交出明
白账；通过“政策+技术+机制”协同推进方式，有效打

通堵点、堵塞漏洞、规范管理，在全区范围内选择农机
购置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奶业振兴补贴等 5项
补贴资金（规模超100亿元），由盟市财政提级发放到
补贴对象。

与此同时，自治区财政及时规范清理“一卡通”系
统补贴项目234项，动态更新补贴政策清单60项，严
格落实 15个业务主管部门管理责任；建立惠农补贴
资金数据库，设置监督预警规则39项，及时发现并核
实处理补贴申报、发放过程中的监督预警数据 1100
万条；全面推行以社保卡为载体发放补贴，全力推进
实现“一名群众一张卡”目标，目前全区“一卡通”系统
已登记社保卡700多万张，卡里“钱多了、好用了”成
为群众共识；加强预算一体化系统与公安、人社、民
政、农牧业务系统互联互通，实现数据实时比对、交互
印证，全面严肃财经纪律；将惠农惠牧补贴资金发放

情况与安排财政资金和重点项目挂钩，对资金绩效低
下、政策效果不佳及补贴性质相同、资金用途相近的
进行归并整合，有效提升政策惠民效果。

据悉，2023年，全区纳入“一卡通”系统管理的补
贴项目（规范清理后）92个，已公开发布补贴项目60
个，发放金额422亿元，惠及 971.3万人。其中，涉及
惠农惠牧生产性补贴 20个，全部为中央财政补贴项
目，累计发放补贴253亿元，占比近60%。

“在保持政策稳定的基础上，下一步，自治区财政
厅将会同农牧、林草等部门统筹考虑各方建议，持续
完善补贴政策，细化操作办法和实施方案。”自治区财
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内蒙古是全国率先实现惠民补
贴资金由盟市财政提级发放至补贴对象的地区，接下
来，自治区财政厅将继续做好惠民补贴资金发放工
作，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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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治 区 生 物 医 药
产业发展势头良好

乌兰察布市百亿元直达资金惠民生
本报8月4日讯 （记者 杨威）自

治区财政厅最新消息：今年以来，乌兰察
布市财政局严格落实上级部门关于做好
直达资金工作的决策部署，聚焦“快、准、
严”，多措并举推进惠民资金由市级财政
直达居民账户工作。

截至2024年 6月中旬，市财政共收
到上级分配的直达资金 100.9 亿元，包
括困难群众救助补助经费、县级基本财
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补助等项目资金，市级财政及时
发放直达资金，为切实兜牢全市民生底
线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

聚焦“快拨付”——建立直达资金拨
付“快通道”，对符合直接支付条件的用
款申请，在规定期限内实现“零时滞、零
梗阻、零延期”，畅通资金拨付渠道，确保
资金及时拨付到位。

聚焦“精准滴灌”——优化财政资金
分配及使用结构，确保直达资金精准“滴
灌”到项目；精细化管理使用资金，并进
行实时动态跟踪。

聚焦“严监管”——建立直达资金
拨付“陪伴式”监督机制，依托直达资金
监控系统和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加强
资金全流程监管，强化预算绩效管理，
积极开展资金使用过程监管，将定期检
查与科学抽查相结合，进一步提升资金
使用效益，确保直达资金规范安全高效
使用。

本报 8月 4日讯 （记者 康丽
娜）记者从自治区工信厅获悉，今年上
半年，全区生物医药产业总体呈现稳
中有升的良好态势。1-6月，全区生
物医药产业实现工业产值约143.8亿
元，同比增长 6.3%；工业增加值增速
5.7%，高于全国3.7个百分点。

生物医药产业是自治区着力推进
建设的8大产业集群之一。目前，全
区正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先进制造业
集群建设行动方案》，重点建设生物
医药先进制造业集群。按照计划，将
以呼和浩特、通辽、赤峰、巴彦淖尔、
呼伦贝尔为核心，以金宇保灵、双奇
药业、圣雪大成、蒙药股份、联邦制
药、奥特奇蒙药、齐鲁药业等企业为
龙头，依托生物疫苗创新中心和兽用
疫苗国家工程实验室等创新平台，确
立集群发展促进组织，加快非洲猪瘟
等重大动物疫病、布鲁氏菌病等人
畜共患病、牛结节性皮肤病等疫病
疫苗研发，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重点推动生物疫苗提档升级、原料
药企业向成品药和制剂延伸，打造
全球领先的动物疫苗研发生产基地、
小品种氨基酸生产基地和全国原料
药生产基地，建设培育自治区级先进
制造业集群。

今年以来，全区各盟市立足各地
优势特色，在布局谋划、招商引资、项
目落地、要素供给等方面发力，着力推
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呼和浩
特市正在重点围绕动物疫苗开展研
发、攻关和延链强链，全力打造国内一
流的生物疫苗研制基地，预计到2025
年总产值突破 500亿元；通辽市把生
物医药产业作为全市重要支柱产业，
聚焦生物医药产业延链补链强链精准
招商，全力推动生物医药产业规模化、
集聚化发展；赤峰市着力打造百亿级
医药产业集群，如今，已形成涵盖化
学药、原料药、中蒙药、医药中间体、
兽用药品和医疗器械的赤峰医药产
业体系……上半年，全区各盟市生物
医药产业招商引资积极性和靶向性不
断增强，全区共举办招商引资活动60
余次，洽谈项目70余个，落地项目20
多个。全年计划开工生物医药项目
62个，总投资142.8亿元，其中新建项
目 29 个，续建项目 33 个，完成投资
31.2亿元。

本报 8月 4日讯 （记者 李永
桃）记者从包头市发展改革委获悉，今
年以来，包头市确定了“像抓工业一样
抓服务业”的工作基调，出台《包头市
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行动方案》，围
绕打造生产性服务业新增量为目标，
加快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
合，着力推动现代服务业高质量提速
发展。上半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完
成 942.1 亿元。其中，全市生产性服
务业完成490.1亿元，同比增长7.9%，
占服务业比重达到52%，较一季度提
升 4.1 个百分点，全市生产性服务业
呈齐头并进态势。

现代物流业高歌猛进。今年以
来，包头市深化网络货运试点城市
建设，搭建串联钢铁、煤炭、硅基新
材料等大宗商品上下游的综合物流
平台，扶持平台企业做大做强，减少
空驶率，有效降低物流成本。“公铁
海”多式联运方面，组织实施多式联
运“一单制”试点工程创建工作，包
钢铁捷物流、中铝物流内蒙古有限
公司成功创建为自治区首批多式联
运“一单制”试点工程企业，包钢铁
捷物流奖补资金 300 万元。上半
年，包头市完成道路运输总周转量
121.2 亿吨公里，同比增长 11.41%，
全区增速排名第一。

金融服务供给日益丰富。上半
年，全市金融业增加值完成 87.7 亿
元，同比增长 6.7%，较一季度（2.8%）
提升 3.9个百分点。目前全市科技创
新贷款余额 623.3 亿元，同比增长
45.48%。其中，围绕实施战略性新兴
产业，提供信贷支持 340.99 亿元，同
比增长36.18%；围绕实施晶硅光伏产
业，提供信贷支持 139.83 亿元，同比
增长38.9%；围绕实施建设“两个稀土
基地”，提供信贷支持62.7亿元，同比
增长46.11%。

工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推进。以稀
土产业链数字化建设为主要内容，包
头市被确定为全区首批制造业数字化
转型试点城市。包头市围绕试点创建
编制了《包头市稀土产业链数字化转
型试点工作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重点推动新联公司、一机数构等服务
商为包括钢铁、稀土、装备制造等产业
内的众多工业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咨
询、设计、技术支持等服务，快速推动
全市工业数字化加快发展。1-6月，
全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同比
增长29.4%。

包头市加快现代服务业
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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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前哨

上半年自治区财政通过“一卡通”发放惠民补贴154亿元

为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畅通国际
物流大通道，额布都格海关积极推进
智慧海关建设和“智关强国”行动，以
智慧物流为切入点，创新实施“云监
控+智能锁”闭环管控，无异常的进境

原油车辆约 10 分钟即可快速提离口
岸。叠加实施“汇总征税+先放后检”
等便利化举措，口岸货物通关时效稳
步提速 7.4%，上半年共为企业节约物
流成本8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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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加速跑”

力争年底前实现新能源装机超火电力争年底前实现新能源装机超火电
□本报记者 康丽娜

金秋的内蒙古，用绚烂的色彩和饱满的热情拥抱
一场国际盛会。

7月 26日至 27日，2024世界新能源新材料大会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盛大举行。

这是一次全球视角下的深度交流。
来自全球的业界精英、企业翘楚、专家学者汇聚

一堂，共同交流技术、产业、政策、商业模式创新的成
功经验与发展趋势，为推动能源革命和产业变革凝聚
共识、集聚智慧。

这也是一次全行业、全方位的品牌展示。
在 30000 平方米的新能源新材料展览展示区，

150余家企业参展。其中既包括国家能源、国家电投、
三峡、华能等央企国企巨头，华为、TCL中环、远景、隆
基、晶澳等行业头部企业，也吸引了壳牌、美孚、西门
子等跨国企业参加。展览围绕产业全链条，聚焦前沿
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产品及解决方案，凸显了
我国尤其是内蒙古地区在新能源新材料领域的创新
实力、发展成就与未来趋势，为与会者呈现了一场国
际化的科技盛宴。

这场盛会缘何“花落”内蒙古？
热土之上，优势突出。
看资源，有底气。得益于“头顶有风光、脚下有煤

炭、手中有电网”的资源优势，内蒙古风能、太阳能资
源富集，风能资源占全国一半以上，太阳能资源在全
国占比超过1/5；煤炭储量丰富、火电机组规模大，作
为稳定可靠的调峰手段，能够支撑新能源大规模、高
比例使用；拥有全国第三大电网蒙西电网，距离负荷
中心近，输电成本低。

看产业，有实力。内蒙古坚持全产业链思维，协
同推进新能源开发利用与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发
展。截至目前，全区已形成风电整建制配套能力500

万千瓦、光伏组件供给能力3050万千瓦，氢能装备产
能 450台套，储能装备产能 200万千瓦时，风光氢储
装备制造全产业链基本形成，产值超过1.2万亿元。

看政策，有力度。《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推
动全区风电光伏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内
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快推动氢
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内蒙古自治区 2024-
2025年新型储能发展专项行动方案》等政策文件，为
全区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构建起“四梁八柱”。

资源、产业、政策叠加，内蒙古逐步迎来新能源发
展的高光时刻。截至今年5月底，全区新能源总装机
规模达到10158万千瓦，成为全国第一个新能源总装
机突破1亿千瓦的省区，树立起内蒙古新能源产业发
展史上又一重要里程碑。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如今，内蒙古正锚定今年
年底前实现新能源装机规模超火电装机规模的目标，
奋力奔跑。

近日，全国首个万吨级光伏制氢示范项目——纳
日松光伏制氢示范项目开始单机调试，预计8月份正
式投料试车。

作为全区首批风光制氢一体化示范项目，纳日松
光伏制氢产业示范项目利用采煤回填区建设光伏电
站，在国内首次突破60公里长距离光氧一体化技术，
通过高压输电线将绿电输送至制氢厂区，采用电解水
工艺制造氢气，实现全流程绿色化。

目前光伏厂区已经全部并网，平均每年发电量
7.4亿度电，与相同发电量的火电相比，相当于每年节
约标准煤 22.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59.4万吨、二氧化
硫119吨、氮氧化物113吨。

在鄂尔多斯，“光伏长城”项目正如火如荼地向前
推进。

库布其沙漠是鄂尔多斯发展光伏产业的主阵
地。今年以来，鄂尔多斯在库布其沙漠北缘、黄河以
南，规划建设了一条总长约 400公里、平均宽约 5公

里、总面积约2400平方公里“光伏长城”，可容纳1亿
千瓦装机容量，完成光伏治沙400万亩、生态治沙800
万亩。

一个项目，就是一个新的增长点；一批项目，就是
一个新的增长极。1-5月，全区新能源重大项目投资
保持快速增长，完成投资492亿元、同比增长30%，占
能源重大项目已完成投资的七成以上。新能源成为
拉动内蒙古工业投资的重要力量。

与此同时，内蒙古正在以新能源促进新质生产力
加快形成。

站在氢能、储能风口，内蒙古前瞻布局，抢占未来
产业发展制高点，新质生产力频频“上新”。

截至目前，全区已批复风光制氢一体化项目 40
个、绿氢产能90万吨/年，应用场景涵盖绿氢制绿醇、
绿氨、耦合煤化工、氢能交通等多个方面。全部建成
后，可消纳新能源规模超2200万千瓦，对比煤制氢可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1500万吨。

在新型储能方面，统筹规划电网侧和电源侧新型
储能发展布局，全区已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404万
千瓦。按照新型储能发展专项行动方案，计划2年内
新增新型储能规模超 2000万千瓦。全部建成后，将
有力支撑新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极大增强电网调节
能力，保障绿色电力稳定供给，助力自治区经济实现
绿色转型。

随着一个个氢能、储能项目加速落地，未来产业
蓄势而起。

“当下，我们正坚持全产业链思维，围绕发展新质
生产力布局能源产业链。推动产业集聚发展，以呼
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通辽为重点，强化产业链配
套协作，打造产业共生集群，加快建设具有较强竞争
优势的新能源装备制造国家级基地，年内新能源装备
制造力争完成投资超过 900 亿元，加速形成满足区
内、供应周边、辐射全国的产业供给格局。”自治区能
源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经济经济深一度深一度

口岸通关快捷口岸通关快捷 物流动脉畅通物流动脉畅通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阿妮尔阿妮尔

珠恩嘎达布其口岸重点项目全面开工
本报 8 月 4 日讯 （记者 高慧

实习生 岑梁艳）据锡林郭勒盟商务局
消息，目前，珠恩嘎达布其口岸已纳入
《内蒙古自治区推进口岸高质量发展实
施方案》中的 7个重点项目全部开工建
设，项目开工率达100%。

其中，南鼎煤炭仓储物流园区项
目、零启煤炭物流仓储项目、鹏翀煤炭
物流仓储项目、东达物流园区监管库
项目等 4 个园区项目已获得海关监管
作业场所资质并投入运行。珠恩嘎达
布其公路口岸至物流园区运输道路项
目、珠恩嘎达布其口岸百万吨储煤基
地项目、珠恩嘎达布其口岸博源智慧
物流低碳陆港项目计划在 2024 年完
成建设。

珠恩嘎达布其口岸是我国向俄蒙开
放的重要窗口，也是国际性常年开放口
岸。“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口岸地区加快
推进口岸重点项目建设，持续跟踪调度
项目进展，推动口岸重点项目落地投运，
进一步提升口岸‘集疏运’能力。”锡林郭
勒盟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包 钢 抗 硫 化 氢 腐 蚀 高 强 度
管 线 钢 实 现 批 量 生 产

本报8月4日讯 （记者 杨威）自
治区国资委消息：今年第二季度，包钢管
线钢产品研发领域取得重要突破——包
钢股份抗硫化氢腐蚀高强度管线钢
（X60MS型热轧卷板）研发成功并实现
批量生产。

近年来，随着国内外油气资源的不
断开发利用，市场对输油输气管道材料
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今年，包钢股份
首次尝试设计开发抗硫化氢腐蚀的高强
度管线钢。通过研讨关键技术和保控措
施，制定出生产质量控制计划，实现了由
小批量工业试制到批量化生产的跨越，
目前该产品已交付用户5400吨，产品经
下游直缝焊接制管后出口中东地区。

抗硫化氢腐蚀高强度管线钢首次试
制成功并投入批量生产，标志着包钢在
高强度、高韧性的抗硫化氢腐蚀的管线
钢生产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并可为国
家油气输送管道建设提供更加可靠的高
品质原料。

本报8月4日讯 （记者 李永桃）
记者从自治区价格监测和认定中心获
悉，7 月份，我区主要食品价格涨跌互
现。其中，猪肉、鸡肉、鸡蛋价格上升，牛
肉、羊肉价格下降。

7月份，我区猪肉价格重心继续上
移。其中猪带皮后腿肉价格各旬环比涨
幅分别为-0.51%、0.73%、1.6%，猪肋条
肉价格各旬环比涨幅分别为 0.14%、
1.93%、0.7%。7月份，猪带皮后腿肉、
猪肋条肉全区平均零售价格分别为每
500克 13.77元、14.19元。环比，价格分
别上涨2.68%、1.5%。同比，价格分别上
涨20.58%、20.66%。

7月份，全区牛肉、去骨羊肉平均零售
价格分别为每500克29.82元、36.41元。
环比，价格分别下降 1.81%、1.17%。同
比，价格分别下降17.96%、7.45%。

白条鸡、鸡蛋7月份全区平均零售价
格分别为每500克11.8元、4.93元。环比，
价格分别上涨0.68%、2.49%。同比，白条
鸡价格略涨0.6%，鸡蛋价格下降3.9%。

专家分析指出，7月份我区主要食
品供需平衡，价格总体稳定。目前我区
各类食品市场供应充足，购销正常，预计
后期我区猪肉、鸡蛋、羊肉价格延续稳中
上涨态势，其他食品价格稳中小幅波动
为主。

我区主要食品价格涨跌互现

搭建搭建““绿色通道绿色通道””，，高效验放炼油厂建设物资高效验放炼油厂建设物资。。 崔新跃崔新跃 摄摄

创新监管方式创新监管方式，，畅通进口蒙古国原油公路通道畅通进口蒙古国原油公路通道
““主动脉主动脉””。。 崔新跃崔新跃 摄摄

额布都格海关关员对出口大宗商品实施监管额布都格海关关员对出口大宗商品实施监管。。 崔新跃崔新跃 摄摄

俯瞰库布其沙漠俯瞰库布其沙漠，，连绵起伏的光伏板让昔日茫茫沙漠变身为连绵起伏的光伏板让昔日茫茫沙漠变身为
新能源新能源““蓝海蓝海””。。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方圆方圆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