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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面点经

◎看经观潮

本报 11月 25日讯 （记者 康丽
娜）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工信厅获悉：工
信部日前发布工业和信息化领域首批北
斗规模应用试点城市名单，自治区工信厅
推荐的呼和浩特市成功入选并榜上有名。

据悉，呼和浩特市成功入选后，将积
极带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内蒙古的创
新应用，对加速自治区新型工业化进程、
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城市主要
围绕大众消费、工业制造和融合创新3个
领域，结合当地北斗产业（基于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的产业）基础、城市发展特点和
建设情况，开展为期2年的试点，促进北斗
设备及应用向北斗三代有序升级换代。
通过“北斗+区域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模
式，持续开展北斗导航设备创新应用，不
断催生新的经济形态，构建新的产业链。

目前，呼和浩特市正以北斗应用产
业园为载体布局商业航天产业及低空经
济、总部经济，构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技
术及其产品、服务与应用全产业链，打造
北斗科技创新中心。目前，产业园已成
功吸引29户企业入驻，并计划通过招商
引资吸引更多企业入驻。

呼和浩特市入选首批
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城市

本报11月25日讯 （记者 杨威）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获悉：进入
2024年以来，全区新能源装机容量、新
能源发电量、新能源及相关产业增加值
均实现快速增长，自治区已按下新能源
产业发展“加速键”。

今年以来，内蒙古充分利用“头顶有
风光、脚下有煤炭、手中有电网”的优势
持续发力，始终坚持“增电源、优电网、扩
消纳、强储能”的思路统筹优化新能源布
局，促进相关重大项目建设，新能源产业
发展步伐加快。从新能源装机看，前三
季度，全区新能源装机容量同比增长
33.6%，新增新能源装机容量占同期全
区新增电力装机容量的 74%。从新能
源发电量看，前三季度，全区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新能源发电量超过 1300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23.5%，远高于同期全区全
部发电量增速。与此同时，前三季度，全
区规模以上新能源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16.5%。其中，新能源装备制造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2.2%。

内蒙古按下新能源
产业发展“加速键”

本报11月25日讯 （记者 高慧）
据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消息：111
国道腾克至甘河农场一级公路项目近日
通过交工验收，并正式开始通车试运营。

该项目位于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
斡尔族自治旗境内，路线全长 50.76 公
里，以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
计速度100公里/小时，批复概算总投资
12.8亿元，于2020年5月开工建设。

作为内蒙古自治区国省干线公路网
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公路项目是《国家公
路网规划（2013年-2030年）》中涉及的
111 国道线北京至漠河公路的重要路
段，是呼伦贝尔市重点规划的纵向公路
项目，也是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通
往鄂伦春自治旗和黑龙江省的重要运输
通道。该公路项目的建成通车，对提高
111国道通行能力、完善区域交通运输
网络和进一步促进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将发挥重要作用。

111国道腾克至甘河农场
公路正式开始通车试运营

本报11月25日讯 （记者 杨威）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国资委获悉：二连
浩特清洁能源供暖（示范）项目供热面积
现已达10万平方米。

据悉，内蒙古电力集团承担的二连
浩特清洁能源供暖（示范）项目，含10兆
瓦电热锅炉供热系统、储热装置及智能
控制平台，实现了对二连浩特市第三中
学、内蒙古师范大学二连浩特国际学院
供热。在以往 6个供暖季里，项目投入
运行后实现了“5个减少”：减少相同热
值的标煤燃烧量22520.44吨，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59003.56吨，减少二氧化硫排
放 191.42 吨，减少氮氧化物排放 164.4
吨，减少烟尘排放90.36吨。

6个供暖季内，二连浩特清洁能源
供暖系统可根据客户供热需求按时间、
温度自动调节供热负荷，从而达到节能
降耗的目的，清洁能源供暖的电热转换
效率达 99.5%（传统燃煤供暖机组为
65%左右），储热装置蓄热容量800立方
米；按 45℃至 85℃蓄热温度区间计算，
可蓄热133.98吉焦、转换电量37216千
瓦时。项目成功投运后，在促进清洁能
源利用、城市节能减排、客户高效用热等
方面成效显著。目前，通过科学合理的
用热资源配置，客户室内温度保持在正
常水平。

二连浩特清洁能源供暖项目
供 热 面 积 10 万 平 方 米

本报11月 25日讯 （记者 高慧）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交通
运输厅获悉：内蒙古交通集团近日在呼和浩特市举行低空物流试
航。试航中，依托高速公路城市周边服务区、收费站及市内物流配
送站点形成低空物流配送网络体系，利用无人机代替城市物流配送
车辆开展低空配送服务，我区挺进低空物流发展新赛道的用意不言
而喻。

内蒙古地域辽阔，拥有得天独厚的空域资源，拥有发展低空物
流产业的良好基础。为抢抓发展机遇，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于
今年10月 28日印发《内蒙古自治区低空物流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2024—2027年）》（以下简称《方案》），引导全区低空物流产业高
质量发展。

《方案》提出，到2027年底，规划建设500个无人机自动机场和
垂直起降场，实现主要服务区域通信、导航、监视信号全覆盖，具备
低空物流功能的通用机场力争达到29个以上，打造15个低空物流
应用场景样板项目，开通10条常态化低空物流航线。目前，我区已
在支线物流、末端物流、试飞验证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

支线物流方面，今年9月25日，鄂尔多斯市举行大型无人机货
运环线试飞。此次试飞，是大型无人运输机跨越多种类型机场、跨
越多个空中管制区域、跨越昼夜的尝试性飞行，是我区在无人机物
流和“低空+智慧物流”领域的先行先试。

末端物流方面，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新区已启用京东物流内蒙
古智能配送站。

试飞验证方面，赤峰市、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伦贝尔市等地
均已开展无人机试飞验证。下一步，这些城市将大力引进能进行试
飞验证的企业。

低空物流作为新兴的物流模式，正通过无人机等先进技术装备
重塑物流运输体系，在提升物流效率、降低成本、优化服务质量方面
展现出显著优势。低空物流的发展，使城市物流运输空间从二维平
面拓展到三维空间，极大地缩短了物流末端配送时间，为推动区域
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

“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完善低空物流基础设施、增设低空物流固
定航线、丰富低空物流场景等举措，带动全区低空物流产业高质量
发展。”自治区铁路民航事业发展中心主任董淑彦说。

内蒙古挺进低空物流发展新赛道

本报11月 25日讯 （记者 杨威）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统计
局获悉：截至今年三季度末，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突破4000户，
达4004户，较上年同期净增266户。

今年以来，在宏观政策加力显效、经营主体加快培育、新动能加
快成长等因素综合作用下，全区工业生产总体平稳，产业结构持续优
化，反向促进了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持续增加。随着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增加，支撑前三季度内蒙古规模以上工业经济稳定增长（同比
增长7.2%）的积极因素体现在三个方面。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直接带动工业经济平稳增长。全区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从2021年初的 3011户增加至目前的4000多户，净增
993户，为全区工业经济注入新活力。前三季度，这些企业创造的
增加值拉动同期全区规模以上工业经济增长2.7个百分点，对同期
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37.5%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力保障能源需求。今年以来，全区上下大
力提升能源供给保障能力，有效应对极端天气多、用电负荷高、能源
保障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等多重考验，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贡献了内
蒙古力量。前三季度，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原煤产量和发电量均
实现持续增长，满足了区内及周边多个省区煤、电需求；全区规模以
上能源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拉动同期全区规模以上工
业经济快速增长。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动能转换加快促进制造业发展。内蒙古始
终坚持培育发展新动能，推动形成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追风逐
日”大力发展风电、光电等清洁能源产业的同时，我区千方百计推动
传统产业领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转型升级，加快促进制造业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前三季度，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创造的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1.8%，稀土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3.4%，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1.6%，在去年同期高基数增
速基础上实现了新的高速增长。

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突破4000户

□本报记者 杨威

随着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基础设施逐
步完善，截至今年10月底，内蒙古特高压
电网累计外送电量突破 6000亿度（千瓦
时），达6143亿度，相当于超2亿户家庭1

年用电量，就地转化近1.9亿
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约
5 亿吨。其中，今年 1-10
月，全区特高压电网外送电

量1372.36亿度。
据悉，自2014年 11月内蒙古开工建

设第一条特高压电力外送通道（锡盟-山东
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以来，
目前全区已建成面向山东、天津、山西、江
苏等地的“五交三直”八条特高压输电通道
及配套汇集电网工程，形成纵贯南北的蒙
电外送大通道。随着外送电能力持续提
升、市场需求增加，内蒙古特高压电网外送
电速度持续加快。据国网蒙东电力公司统
计：2020年7月，内蒙古特高压电网累计外

送电量突破1000亿度，2021年10月突破
2000亿度，2022年 9月突破 3000亿度，
2023年 5月突破4000亿度，2024年 4月
突破5000亿度，直至上月突破6000亿度。

内蒙古外送电能力的提升，不仅对实
现能源大范围优化配置、把资源优势转化为
经济优势、助力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深
远，还使内蒙古真正成为全国统一电力大市
场的重要贡献者，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发挥
了重要作用。

□本报记者 李国萍

“喂，您好！您的快件到了，在家吗？我
大约5分钟后到……”为了确保每个快递包裹
安全送达，就职于呼和浩特市一家快递公司
的曲慧明总会与收件人再次确认收货地址。
从清晨太阳还未升起，到夜幕降临后迎接万
家灯火，进入2024年“双十一”这一重要时
段，许多像曲慧明一样的快递员穿行在街头
巷尾，每天的快件收投量比平时多出一倍多。

当一个个快递包裹穿梭于城乡之间，
展现的不仅仅是便捷高效的物流效率，更
是全区每天几百万件乃至上千万件快递处
理量（收投总量）背后蕴含的那股强劲有力
的经济脉动。

梳理今年以来的统计数据，成绩单分
外亮眼：前三季度，内蒙古快递业务量（揽
收量）3.95亿件，同比增长43.64%，增速位
列全国第三。据业务部门预计，2024年全
区快递业务量将达到 5.7 亿件以上，较
2022年（2.4亿件）增长137.5%。

自10月中旬进入快递业务旺季以来，
至 11月 15日，内蒙古日均快递处理量超
1000万件，远远超过其他时段。

飞速发展的快递业，为畅通内蒙古经
济大循环注入强劲动力。

快递业蕴含大需求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实物商品网上零
售额同比增长9.3%，高于同期全区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增速5.9个百分点。其中，限额以
上单位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30.6%，对内蒙
古消费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些年，我们家吃的、穿的、日常用
的，都从网上买，特别方便。我不仅自己
买，还给远在农村的父母、求学在外的孩子
买，衣服、水果、药品等，需要什么一键下
单、快递到家。”说起快递业给自己带来的
好处，今年 56岁、家住包头市东河区的李
静说，现在她周边的邻居、朋友都喜欢网
购，过去东奔西走才能买到的东西，现在几
分钟就搞定了。

当前，快递如同一条神奇的纽带，连接
着世界各个角落的买卖双方，改变了商业
模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成为促进经济发
展的重要动力。2024年，自治区邮政局预
计全区快递服务用户达到30亿人次，人均
收投快件约125件。

对商家来说，快递业更是打开市场的“金
钥匙”。从今年10月份开始，巴彦淖尔市合
众通速递有限公司每天都要打包 7000—
8000件葵花快递包裹发往全国各地。

“作为主要承接国内业务的快递公司，
这个季节我们主要发送葵花，现在临河区
葵花日发运量大约 2.4万件左右，12月份
和1月份年货节期间数量更多。”巴彦淖尔
市合众通速递有限公司负责人王锋说。

快递服务不仅帮助商家把产品销往世界
各地，拓展了业务范围，也促进了电子商务蓬
勃发展，为众多创业者提供了广阔舞台。

与此同时，快递业的发展也创造了大量
就业机会。进入今年快递业务旺季，内蒙古
快递直接从业人员达4万余人，驿站等快递末
端间接从业人员3万余人。

快递业连接消费末端

“自从村里有了快递服务网点，孩子们
在外地想给我们买点吃喝也方便了，我们
也能随时给他们寄点土特产。”在呼和浩特

市土默特左旗北什轴乡店上村快递综合服
务点，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述说着快递给
大家带来的便利。服务点负责人李喜平一
边整理快件，一边回复客户信息。“从刚开
业时一天只有几件、几十件到现在每天有
150多件快递包裹，小店的生意还真的很
好。”李喜平激动地说。

为了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今年以
来，内蒙古加大财政补贴力度、整合各方资源，
全力完善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
体系。截至今年三季度末，全区建成标准化村
级寄递服务点5374个，提前3个月完成2024
年自治区确定的“建设5000个标准化村级寄
递物流综合服务点”任务，完成率达107%。

为了打通快递服务“最后一公里”，推动
解决内蒙古地区“不包邮”问题，国家邮政局
专门下发文件，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内蒙
古电商快件寄递服务专项整治行动。我区
建立部门协同机制，自治区邮政局会同自治
区交通、商务、市场监管、农牧等部门联合开
展巩固提升电商快件寄递服务专项整治行
动；优化运输结构，通过增加我区各邮政快
递枢纽与全国主要城市直达干线运输线路、
推进各快递企业在快递物流园区设置电商
云仓、增开全货机航线和借助民航腹舱提高
运能等方式，提升快递物流服务效能。

截至目前，抖音电商平台将内蒙古纳入
全国“包邮”范围；淘宝天猫电商平台通过集
运模式解决“不包邮”问题；拼多多电商平台
通过平台承担中转费及集运和直达相结合模

式对内蒙古地区给予“包邮”政策；快手电商
平台自2024年7月8日起采取集拼集运模式
对内蒙古12个盟市给予“包邮”政策。

坚持问题导向，问题迎刃而解。
打通快递服务“最后一公里”，农村“微

循环”也越来越畅通。在乌兰察布市察右后
旗乌兰哈达苏木，当地知名的“土豆公主”郭
晨惠从2015年开始通过电商平台卖土豆，几
年时间，她将当地生长的红色土豆“后旗红”
推向全国，还出口至俄罗斯、蒙古及东南亚等
国家和地区，并带动全区30多家龙头企业销
售“后旗红”土豆，吸引众多优质商家合作。

说起近年来快递业的飞速发展，自治
区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处处长姜国锋感慨
地说：“一方面，随着我区电商行业的快速发
展，快递物流与现代农牧业、制造业协同发
展的效能不断提升；另一方面，内蒙古日趋
完善的现代物流服务网络体系，为快递行业
发展增添了新动能。”

日趋完善的快递物流体系，促进了农
村市场消费持续恢复。今年前三季度，全
区农村地区（旗县及以下）快递业务量、投
递量达1.46亿件和 8.04亿件，同比分别增
长72.92%和48.52%。

快递业撑起大物流

畅通经济大循环，快递业功不可没。
走进赤峰市蒙东峰创快递物流园区，占

地2500平方米的宁城猫砂仓储基地十分显
眼，这里日处理猫砂快递包裹2—3万件，它上
承电商公司和猫砂生产厂家，下连赤峰市8家
主要快递企业，是赤峰市规模最大、发展最成
熟的猫砂集散地，年发送快递货品超过千万
件。凭借完善的物流寄递网络，有着“中国猫
砂之乡”之称的宁城县，每年生产膨润土猫砂
150万吨以上，畅销全国各地及美国、日本、韩
国等30多个国家，实现产值9亿多元。

目前，内蒙古已构建形成以1个国际性
快件监管中心、1个全国性邮政快递枢纽核
心和 11个盟市邮政快递枢纽、2个口岸型
国际邮政快递枢纽为主的现代快递物流骨
干网，建成盟市级快递物流园区33个、旗县
级快递物流园区26个、各类邮政快件分拨
处理中心359个。

此外，内蒙古引导邮政快递企业深挖
产品寄递服务需求，聚焦我区粮、肉、奶、绒
等领域特色产品拓展市场，扩大快递服务
现代农牧业、制造业范围。今年前三季度，
全区针对农牧业领域的快递业务量增至
1.83亿件，针对制造业领域的快递业务量
增至1.24亿件，创造产值超过140亿元，内
蒙古“快递进村”“快递进厂”前景光明；呼
和浩特、二连浩特、满洲里国际邮件交换站
（互换局）共处理进出口国际邮件212.9万
件（同比增长 50.4%），全区跨境寄递货品
业务量超过百万件（同比增长50.67%），内
蒙古“快递出海”进程加快。赤峰猫砂、呼
和浩特奶制品、通辽牛肉干、巴彦淖尔“天
赋河套”系列产品、鄂尔多斯羊绒纺织品等
内蒙古特色产品通过快递远销海内外。

“今年旺季期间，预计全区单日处理快
递货物峰值数量将突破1200万件，再创历
史新高。”姜国锋说。

一条条流动的快件分拣线，一个个忙
碌的快递小哥，一辆辆疾驰的快递车，一件
件如期抵达的快递包裹……折射出内蒙古
经济的强劲韧性。凭借强大的快递物流体
系，内蒙古各种“名优特”产品走出国门、走
向世界，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
断的动力源泉。

经济视眼眼
锡盟锡盟--山东山东 10001000千伏特高压输电工程内蒙古段千伏特高压输电工程内蒙古段。。马超马超 摄摄

张北张北--胜利胜利 10001000千伏特高压输电工程内蒙古段千伏特高压输电工程内蒙古段。。 徐佳琪徐佳琪 摄摄

相当于超2亿户家庭1年用电量

内蒙古特高压电网内蒙古特高压电网外送电量突破外送电量突破60006000亿度亿度

电力运行维护人员在特电力运行维护人员在特
高压电网胜利变电站检查设高压电网胜利变电站检查设
备运行情况备运行情况。。 徐佳琪徐佳琪 摄摄

工程建设人员在特高工程建设人员在特高
压电网进行附件安装作业压电网进行附件安装作业。。

徐佳琪徐佳琪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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