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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经观潮 八面点经

□本报记者 阿妮尔

综合保税区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在扩大对外
贸易、吸引投资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

位于我国正北方的内蒙古，现有 3家综合保税区，
分别为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满洲里综合保税区和鄂尔
多斯综合保税区。

经过多年的砥砺奋进，综合保税区这一独特的“境
内关外”（区域内企业可以不出国门，就能享受有关优惠
政策，通关速度和便利程度也大大提高）模式，打开了内
蒙古连接世界的一扇门。

区港联动 打造合作新格局

3月 29日，一批由美国发运的进境货物经天津港在
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内顺利通关。此次通关申报的货
物为苜蓿草，货值约380万元，这是继去年8月首批“区
港联动”模式下进境货物在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成功通
关后的又一实质性进展。

“区港联动”是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与天津港共同
开辟的“港口＋通道＋内陆保税＋内陆箱管”进出口货
物通关新模式。据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有关负责人介
绍，“区港联动”新模式的运行将为内蒙古中西部、晋北、
冀北等地区外贸货物集货发运提供便利。

这是一个怎样的模式？记者了解到，货物在呼和浩
特综合保税区通关，可以借助综保区便捷、高效的保税
仓储服务，持续提高企业进出口通关效率和资金周转
率；搭建集约、高效、绿色的津蒙物流通道，通过物流成
本优势和综保区的相关政策补贴，方便更多企业经综保
区发货出海。

当前，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与天津港在探索“区港

联动”新模式方面，已经达成稳固的战略合作关系，共同
努力形成京津冀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优势互补、互利共
赢的发展新格局。

春回大地，万象一新。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外贸经
济正蓬勃发展，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2个月，出口额达
到2.5亿元，同比增长578%，发展潜力进一步显现。

政策利好 助推企业新发展

在鄂尔多斯综合保税区，每日进出卡口的车辆络绎
不绝。忙碌的作业画面，映射出鄂尔多斯综合保税区欣
欣向荣的景象。据海关统计，鄂尔多斯综合保税区前2
个月进出口值达6.41亿元，同比增长10.19%，业务运行

“开门红”。
“我们是一家进口羊绒分梳企业，目前设备已经全部

入区，厂房、仓库都在做最后的收尾工作。之所以把工厂
从区外搬迁到综保区内，就是看中了综保区的政策红
利。”内蒙古荣华羊绒有限公司负责人张超颖高兴地说。

如何助力企业走好入区“第一步”？“今年以来，海关
进一步释放综合保税区政策红利，不断简化手续、优化
服务，发挥鄂尔多斯综合保税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
交汇枢纽作用，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助力新能源产
业、羊绒产业与综合保税区联动发展。”鄂尔多斯海关关
长刘晔表示。

“进入综合保税区开展保税仓储，解决了我们仓储
资源不足的问题，‘入区即退税’也有效减少了资金占用
周期，可以说是一举两得。”远景动力技术（鄂尔多斯市）
有限公司综保区分公司仓储物流经理姜济齐感慨道。

这是一家研发制造锂离子动力、储能电池以及储能
集成系统的民营企业，乘着政策东风，近年来不断加大

“专精特新”产品的研发投入力度，以科技加速业态蝶
变，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不断扩大国际市场份额。

入驻鄂尔多斯综合保税区的企业不仅可以实现进

口货物、设备保税、出口货物提前退税，还可享受更多的
政策红利，其中包括保税研发、保税维修、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资格试点等，让企业获得更好的发展。

招商引资 丰富园区新项目

今年，满洲里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产业园中一栋大
楼修葺一新，300余家跨境电商企业陆续入驻。

为进一步发挥综合保税区功能优势，推动跨境电商
建设，满洲里综合保税区积极谋划建设跨境电商自提中
心项目。“随着招商工作的不断推进，系统平台内商品的
录入工作也在有序进行。待5月份投入运营时，展示商
品预计可达2万种。”满洲里综合保税区企业服务局工
作人员李昊男介绍。

届时，消费者进入满洲里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自提
中心店，可以亲身体验“2分钟买全球”的跨境现场自提
模式。

为企业降低成本、拓展市场、提升竞争力，满洲里综合
保税区正在成为外贸企业布局投资的热土。2023年以
来，满洲里综合保税区意向签约加工项目10个。其中，金
沙河一期日产50吨挂面加工项目已进入试生产阶段；日
加工200吨小麦项目已完成麦仓安装，设备正在陆续入
区；米特迪粮油加工项目正在进行土地招拍挂工作……

满洲里综合保税区积极推动海关监管场地及相关
设施建设，同时，参照宁波跨境电商自提中心模式，在综
合保税区会展中心开展集商品展示、交易结算、网红直
播、仓储物流等综合一体化业务。

据满洲里海关统计，今年前 2个月，满洲里综合保
税区进出口贸易值13.43亿元。

敞大门、迎世界。远眺前路，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
满洲里综合保税区和鄂尔多斯综合保税区正以创新实
干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推动内蒙古高水平开放发
展继续走深走实。

□本报记者 高慧

四月春暖，万物萌发，地处锡林郭勒草原深处的东
乌珠穆沁旗阿拉坦合力苏木绿意渐浓。

阿拉坦合力（金色的边疆）苏木位于东乌珠穆沁旗
西北部，与蒙古国边境线长75.41公里，总面积2682平
方公里，人口2500多人，是真正的地广人稀。

“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是牧区流传甚广的
说法。过去，饮茶能为缺乏新鲜果蔬的牧民带去必不可
少的维生素，如今，新鲜果蔬已不再是牧民餐桌上的奢
侈品。随着公路的通达，这里不仅有通往旗政府所在地
乌里雅斯太的班车，从锡林浩特市到阿拉坦合力苏木的
客运班车，也从原来的2天一趟调整为现在每天往返，
不仅方便了牧民出行，也使得果蔬、日用品等能够在最
短的时间内送达。

在锡林浩特市贝子庙停车场苏木班线停靠点，四五
辆班车有序停放，从周围各式车辆上卸下的蔬菜水果、
肉禽副食、药品等各种物品，经清点整理后，正在陆续装
入班车行李箱，这些物品即将搭乘客运班车下乡进村。

赵海军师傅已经在锡林浩特—阿拉坦合力班线跑

了十几年，“这条线路全程280公里，早上从阿拉坦合力
出发，下午2点返程，中途在白音、阿尔善油田停靠，客
流量虽不多，但能够方便沿线牧民出行和购物。除了托
运的物品外，还有苏木、嘎查群众网购的快件，这些快件
原来由快递公司派送，‘客货邮’线路开通后，都通过班
车代送。”赵海军说。

经过3个多小时的行程，赵师傅的客运车辆停靠在
了金金商店，这里是阿拉坦合力苏木的综合服务点，乘
客在此上下车，托运的物品和快递也都集中在这里。

来自巴彦杭盖嘎查的莎仁大婶已等候多时，她说现
在正是检修棚圈和保养饲料加工设备的大忙时节，自己
开车进趟城太费时间，直接打电话让菜店老板帮忙装的
货，除了芹菜、黄瓜、西红柿等蔬菜外，还有火龙果、猕猴
桃等水果，菜店老板电话里说整整打包了两大箱。在她
的记忆里，小时候要好久才能吃得上一次苹果，那时除
了自家的牛羊肉外，吃得最多的就是大白菜和土豆，绿
叶子菜几乎没上过餐桌。

因为乘客不多，莎仁大婶的蔬果在车上有了“专
座”。在车厢里，除新鲜果蔬外，还有成袋的鸡肉、猪肉
以及日用品、兽药，甚至还有牧民自家的牛羊肉捎到城
里切片，再一袋袋装好放在纸箱里运回。

“真是太省心了！3天前下的单，今天就到货了。”
接过装满水果的保鲜箱和几袋坚果，琪琪格满心欢喜。
她住的嘎查离苏木还有50多公里，来苏木买菜来回路
程也要100多公里，买的少不够用，买的多放太久，果蔬
又会不新鲜，琪琪格平时还要养牛，以前买点儿新鲜蔬
菜非常不容易。

如今，锡林浩特市通过建设“城乡统筹、客货并举、
运邮结合”的交通运输体系，鼓励“以客带货带邮”模式，
10条苏木镇客运班线可将快递、货物带至途经苏木嘎
查进行分发，不仅大幅提高牧区快递服务效率，也增加
了客运班线经营者的收入，同时还带动了工业品下乡进
村，牛羊肉、奶制品等进城，激发了农牧区的生产活力。

“近年来，我们聚力推进农村客运、货运、邮政快递
融合发展，2023年全区开通‘客货邮’融合线路 68条，
日均转运包裹约3万余件，累计建成嘎查村寄递物流点
10748个，覆盖全区 97.1%建制村，基本解决了农牧民
群众出行、物流配送、寄递服务 3个‘最后一公里’问
题。”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今年，内蒙
古将继续加快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强化农村客运补贴
资金绩效管理，推进客货邮县乡村三级节点建设，新开
通线路30条以上。

财经前哨

68条“客货邮”线路服务农牧区物流“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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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保税区：打造外向型经济发展强引擎

近日近日，，一批由美国发运的入境货物经天津港在呼和浩特综合保一批由美国发运的入境货物经天津港在呼和浩特综合保
税区内通关税区内通关。。 （（图片由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提供图片由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提供））

我区4个市场化新能源项目获批

本报 4月 28 日讯 （记者 康丽
娜）近日，自治区能源局印发通知称，同
意实施 4个市场化新能源项目，总计新
能源规模102万千瓦。

其中，乌兰察布中金数据低碳算力
基地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配置市场化
并网新能源 30万千瓦，其中风电 20万
千瓦、光伏 10万千瓦，配建电化学储能
4.5 万千瓦/4 小时；锡林郭勒盟承接产
业开发区明安图产业园绿色供电项目，
配置市场化并网新能源10万千瓦，全部
为风电，配建电化学储能 2万千瓦/4小
时；锡林郭勒盟承接产业开发区明安图
产业园格盟诺金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园
区绿色供电项目，配置市场化并网新能
源 27万千瓦，全部为风电，配建电化学
储能6.75万千瓦/4小时；明阳包头市石
拐工业园区 350WM绿色供电项目，配
置市场化并网新能源35万千瓦，其中风
电15万千瓦、光伏20万千瓦，配建电化
学储能5.25万千瓦/4小时。

内 蒙 古 开 展 装 备 制 造 行 业
老 旧 设 备 摸 底 工 作

本报 4月 28 日讯 （记者 康丽
娜）为贯彻落实《推动工业领域设备更新
实施方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关
于印发推动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实施方
案》等文件精神，做好自治区大规模设备
更新工作的前期准备，自治区工信厅印
发通知，对全区装备制造行业仍在用的
老旧设备（装置）更新情况进行摸底。

据了解，摸底范围以农牧业机械、工
程机械、风机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
行业为主。摸底设备主要是主体设备设
施达到设计使用年限、关键参数指标明
显落后、数字化改造难度大或实际投产
运行超过20年等老旧设备（装置）。

“此次对全区装备制造行业老旧设
备（装置）更新情况进行摸底，主要是为
了推动落后低效设备替代、高端先进装
备升级和试验检测设备更新。通过实
施设备更新替代，促进我区企业发展高
端制造、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实现降本
减耗，提质增效，提升柔性制造能力和快
速响应水平。”自治区工信厅有关负责人
表示。

呼 和 浩 特 市 计 划 推 进 4 个
重 点 公 路 项 目 建 成 通 车

本报4月 28日讯 （记者 高慧）
据呼和浩特市交通运输局消息，目前呼
和浩特重点公路项目已全面复工，2024
年呼和浩特市计划推进呼和浩特机场高
速公路、呼和浩特至凉城高速公路、311
省道武川至杨树坝一级公路、呼北高速
公路和林东出口至G209线连接工程 4
个重点公路项目建成通车。

近日，在呼和浩特至凉城高速公路
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一派热火朝
天的繁忙景象。“目前，项目管理人员及
具备复工条件的施工人员已全部返岗，
各项施工正在有序开展。”呼凉高速公
路建设管理办公室负责人介绍。呼凉
高速公路呼和浩特市段路线起点位于
呼和浩特绕城高速公路金河枢纽互通，
向南沿呼北高速公路共线 4.3 公里，终
点顺接呼和浩特和乌兰察布交界处已
建成的呼和浩特至凉城至丰镇一级公
路。该项目全长 28.7 公里，其中新建
24.4公里。

“为全力实现年度目标任务，我们
建立‘一项目一专班’包联机制，制定

‘一路一策’推进计划，坚持‘日报告、周
总结、月通报’调度机制，全力推动项目
复工复产。”呼和浩特市交通运输局负
责人说。

鄂 尔 多 斯 市 惠 农 财 政 补 贴
在 全 区 率 先 实 现 直 达 发 放

本报4月 28日讯 （记者 杨帆）
自治区财政厅最新消息：2024 年 3 月
底，鄂尔多斯市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
资金成功实现提级发放，成为内蒙古
率先实现惠农财政补贴资金直达发放
的盟市。

惠农惠牧财政补贴资金直达发放机
制，是及时回应社会关注，并在资金发放
环节具有创新性的机制。机制建立后，
部分补贴项目资金直接惠及农牧民，避
免了资金截留，提高了资金下达效率，规
范了资金使用。这一机制，能够有效解
决部分补贴资金发放不及时与挤占挪用
等问题，可进一步确保补贴资金及时、准
确、足额地发放到农牧民手中。

提级发放的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
将有效改善鄂尔多斯市农牧业装备结
构，提高农牧业机械化水平，增强农牧
业综合生产能力，对鄂尔多斯市发展现
代农牧业将发挥积极作用。下一步，鄂
尔多斯市将持续改进惠农惠牧财政补
贴资金发放工作，切实提升农牧民获
得感。

推动设施畜牧业高质量
发展，内蒙古怎么做？

□本报记者 杨帆

促进设施畜牧业高质量发
展，是内蒙古推动现代化建设
的必修课。

为解决全区设施畜牧业生
产方式粗放、育肥比重偏低、经
营效益不高的问题，努力实现
到 2026年畜禽养殖规模化率
达到 78%以上，内蒙古最新推
出6项优惠政策措施。

促进设施畜牧业质效提
升——大力推进舍饲圈养，对
实际年出栏育肥肉牛 500 头
或肉羊 3000只以上的规模养
殖场、合作社、养殖园区（在自
治区内屠宰且具有产地检疫
证 明 的），按 出 栏 每 头 肉 牛
300元、每只肉羊 60元给予奖
励。奖励资金重点用于相关
基础设施建设和现代养殖设
施设备升级改造等，以提高牛
羊育肥规模化、标准化、智能
化水平；引导农牧民发展适度
规模牛羊育肥；支持鸡、鸭、鹅
规模化高效设施养殖场建设，
鼓励和引导马、驴、驼、鹿、鸵
鸟等特色畜禽养殖，延伸打造
特色产品加工链条。

做大做强饲草产业园区——
支持企业建设现代饲草产业
园区，对苜蓿、羊草等饲草种
植验收达标的，按现有政策
予以奖励，引导企业扩大饲
草种植面积，开发多样化饲草
饲料产品，提升草种培育科研
水平。

增强科技装备配套能力——
加大设施畜牧业科技项目支持
力度，开展饲料饲草、良种繁
育、疫病防控等领域研究创新
及技术引进推广；对符合条件
的旗县（市、区）农牧民和生产
经营组织购置的搂草机、全混
合日粮制备机、清粪机等16个
品目类机械，在中央财政定额
补贴基础上使用自治区财政资
金累加补贴，补贴额不超过中
央财政定额补贴的 1/3；对未
列入中央财政补贴范围、农牧
民生产亟须的畜牧业机械，在
自治区明确的机具范围内，按
照不高于上年度平均销售价格
30%的比例测算，使用自治区
财政资金定额补贴。

创新金融保险服务——对
符合条件的现代设施畜牧业
项目贷款实施贴息支持，在已
有贴息政策的基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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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金
融支持肉牛产业协作机制，建
立保证担保、保险保障、银行
信贷联动模式，进一步完善活
体抵押贷款业务政策举措；设
施畜牧业贷款担保费率不高
于 1%；推动肉牛肉羊地方优
势特色保险向肉牛肉羊规模
化养殖倾斜。

强化生产要素保障——土
地出让收入、土地指标交易收
入等优先支持设施畜牧业项
目；支持有条件的戈壁、荒漠、
盐碱荒地等区域发展设施畜牧
业，畜禽养殖设施建设用地按
农业用地管理，在“以水定城、
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
产”前提下，保障设施畜牧业用
水；设施畜牧业生产用电实行
农业用电政策。

强化典型示范推广——每
年择优遴选 1—3个旗县（市、
区）开展设施畜牧业示范旗县
（市、区）建设，每个示范旗县
（市、区）奖励 1000万元；每年
在 2至 5个旗县（市、区）开展
畜牧业社会化服务试点，优先
支持其创建设施畜牧业示范旗
县（市、区），通过以奖代补、购
买公共服务等形式提供饲草料
加工、精准饲喂、疫病防控、品
种改良等社会化服务；依托科
研单位、高校组建专家团队，开
展新模式、新技术应用推广培
训，强化人才保障。

自治区提出，上述涉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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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内蒙古发展规划，通
过以上政策措施，旨在提升全
区现代设施畜牧业生产效率、
产出质量、产出效益，为把自治
区建设成为国家重要农畜产品
生产基地加力助威！

4月，春光正好，内蒙古各地涌动项目建设热潮，为
高质量完成乌大高铁（乌兰察布至大同高铁，原称集大
原高铁集宁至大同段）呼东动车所扩建改造工程，中国
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供电段精心组
织验收方案，对工程中的接触网设备进行全覆盖检查测

试，为乌大高铁力争12月底开通运营创造了条件。
乌大高铁是连接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和山西省的高

速铁路，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主通道之一“呼
南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乌大高铁的建成会带动区
域经济发展，为蒙晋冀的快速发展提供新动力。

乌大高铁建乌大高铁建设踏设踏““春春””提速提速
□本报记者 高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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