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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言

抓招商引资好比演奏交响乐，唯
有“高中低音”全到位、“长枪短炮”都
协调，才能八音合奏、余音绕梁。

要坚持抓“大”不放“小”。招商引资
需要盯着大企业、大项目，但也不能忽略
小企业、小项目。我区的服务业之所以
比较落后，消费之所以大量外溢，很大程
度就是因为大项目的配套企业少、自己
生产的产品少。老百姓家里吃的用的一
些小商品，比如饼干、矿泉水等，我区本
来具有“先天”优势，生产起来没有多大
难度，但就是没有企业去干。这样的企
业虽然小也要多招多引，努力形成大企
业“顶天立地”、小企业“铺天盖地”、“大
珠小珠落玉盘”的生动局面。

要做到喜“新”不厌“旧”。我们抓招
商引资，招“女婿”固然重要，养“儿子”同

样重要，决不能眼睛只盯着外面，干那种
招来“女婿”气走“儿子”的事。无论是新
企业还是老企业，我们都应一视同仁，把

“一碗水”端平。对待老项目、老企业要
像对待新引进来的一样客气，提供一样
的服务保障，给予同等的政策支持。

要推动“国有”和“民营”同发展。
国有企业是共同富裕的创造者、国有
资产安全的捍卫者，应该创造财富而
不能成为“包袱”。如果连自己的国有
企业都搞不好，外面的民营企业谁还
敢来？要强力推动区属国有企业扭亏
增效，对无法扭亏的要拿出壮士断腕
的勇气进行处置，以国企的新面貌为
招商引资增色添彩、为内蒙古高质量
发展助力加油。

奏 好 招 商 引 资 的“ 交 响 乐 ”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机关报
内蒙古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5-0002
邮发代号：15-1

草
原
全
媒

内
蒙
古
新
闻
网

2023年 2月 9日 星期四
癸卯年正月十九

第26882期
今日12版

□人民日报评论员

“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
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
创 新 ，是 科 学 社 会 主 义 的 最 新 重 大 成
果。”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
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
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
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
度，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系列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视野宏大、思想深
邃、内涵丰富，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
极大丰富和发展，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理

论性、针对性、指导性，对于全党正确理
解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学习、全面把握、
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努力在新征
程上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代以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
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
难。为了拯救民族危亡， ■下转第4版

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导人民长期探索和实践的重大成果
——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重要讲话

□本报记者 王玉琢 实习生 吴伟雄

“让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
资 最 安 心 、服 务 最 暖 心 、生 活 最 舒
心”——“新春第一会”鄂尔多斯市提
出了打造“五心”营商环境品牌，真正
让企业家有钱赚、给企业家吃下定心
丸、让企业家成为座上宾、把企业家当
成自家人，再次为迈向争创全国优化
营商环境优秀城市持续发力。

优化营商环境，如何让投资者“办
事最省心”？鄂尔多斯市委、市政府紧
盯问题焦点，针对企业难点，办事痛
点，及时研究部署，理清思路明方向，
研究推进“极简”审批，市政府先后制
定出台“一网办、掌上办、一次办、帮您
办”、综合一窗受理、一业一证、全市通
办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制定全区首部
政务服务地方性法规《鄂尔多斯市政
务服务条例》，为打造“办事最省心”的
政务环境，审批服务改革，提供了强有
力的发展支撑。也正因如此，鄂尔多
斯市创造了在全区营商环境评估中

“三连冠”的佳绩。

顶层设计 党政专班高效推动

2022年 2月 7日，全区优化营商环
境大会召开后，鄂尔多斯市快速响应、迅
速行动，组织召开全市“对标先进、追赶
超越”暨优化营商环境大会，鄂尔多斯市
委书记李理在会上提出，要坚决扛起中
央和自治区赋予的历史使命，准确把握
鄂尔多斯所处的时代方位，紧盯一流、高
点定标，精准查找短板弱项；拉高标杆、
精准对标，学习借鉴先进做法；奋勇争
先、立新创标，打造更多标杆样板。

在《内蒙古自治区以更优营商环境
服务市场主体行动方案》出台后，鄂尔多
斯市紧锣密鼓做部署，紧随其后发布《鄂
尔多斯市对标先进建设最优营商环境行
动方案（500条）》，主动对标全国一流营
商环境城市，以推行“极简”审批为重点，
围绕政务服务等4个方面制定100条举
措，转变政府职能，提升工作效能，打造
全国最优秀的政务环境；以强化“极优”
服务为关键，围绕纳税等10个方面制定
200条举措，提质、降本、增效，加强企业
全生命周期服务，打造全国最优秀的市
场环境；以开展“极准”监管为路径，围绕

市场监管等 5个方面制定 100条举措，
加强法治建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打造
全国最优秀的法治环境；以加强“极惠”
扶持为载体，围绕包容普惠制定 100条
举措，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全面激发社会
活力，打造全国最优秀的社会环境，全面
吹响了鄂尔多斯对标一流，建设最优营
商环境的嘹亮号角。

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把手”工
程，组成由鄂尔多斯市委书记李理、市长
杜汇良担任组长，市委、人大、政府、政协
班子成员及法检两长任副组长，市直各
部门和旗区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8个专
项工作组。将优化营商环境纳入鄂尔多
斯市委“五位一体”综合考核评价内容，
对 9个旗区和 35个市直部门按照承担
的不同职能分两类标准进行考核，切实
把履职尽职的责任链条扣牢。

联动审批 项目建设“加速度”

2021年以来，鄂尔多斯市针对职能
部门“摆摊设窗”模式带来的群众“多头
跑、多次跑”的难题，按照“前台综合受
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要求，
在全区率先实现无差别“综合一窗”受

理，专业区域分领域“综合一窗”受理，实
现政务服务事项办理由“一事跑多窗”转
变为“多事跑一窗”，让企业和群众办事
更加便捷。目前，鄂尔多斯市政务服务
三集中、三到位改革成效显著。全市政
务服务事项 14089项进驻大厅，做到了

“应进必进”，实现了“大厅之外无审
批”。“综合一窗”全面推行，全市 13880
项政务服务事项纳入“综合一窗”受理，
受理率达到 100%，综窗系统办理事项
128.6万件，居全区前列。

2022年 12月 1日，三峡集团投资的
库布其光氢治沙新能源有限公司参与了
当天的集中审批。在鄂尔多斯市政务服
务中心的集中联动审批室，项目负责人
蔡立国顺利拿到了蒙西基地库布其200
万千瓦光伏治沙项目的建设用地手续。
蔡立国说：“鄂尔多斯市、旗两级自然资
源局积极与我们对接，原来最短需要10
天的审查，现在3天就完成了，半天就完
成手续办理，这么好的营商环境让我们
企业有信心更好地发展。”当天通过集中
联动审批会，现场集中办结市级项目29
个，旗区项目手续12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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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极简”审批 打造“办事最省心”的政务环境
——解码鄂尔多斯为何连续3年营商环境全区第一①

本报兴安2月 8日电 （记者 高
敏娜）2月 6日至7日，自治区政协党组
书记、主席张延昆到兴安盟调研产业发
展和基层政协工作。

张延昆先后到五一会址、内蒙古民
族解放纪念馆、科右前旗特润奶制品专
业合作社、兴安盟中药科技产业园、乌
兰浩特市红云社区等地，与基层干部、
农牧民群众深入交流，并与兴安盟政协
委员围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

古的五大任务、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
区”等工作开展座谈。

张延昆说，兴安盟在推进农牧业现
代化、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
地、推动文旅结合和服务业发展、加强
口岸建设和对外开放等方面大有文章
可做。要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聚
焦中心大局，形成高质量协商成果，为
谱写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政
协力量、展现政协担当。

张延昆在兴安盟调研产业发展和基层政协工作

本报2月 8日讯 （记者 宋爽）2
月 8日，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
第2次主任会议，决定自治区十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于2月 14日在呼
和浩特市召开。

受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
任孙绍骋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

副主任林少春主持会议，副主任张韶
春、艾丽华、李秉荣、吴艳刚，秘书长施
文学出席会议。

会议通过了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
委会第一次会议议程（草案）：审议《内
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3年工作要点（稿）》；人事任免事项。

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2次主任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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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中国发展行稳致远的制度优势
——新征程上满怀信心开新局展新貌系列述评之三

2 月 8 日，齐鲁制药（内蒙古）有限公司发酵车间，工作人员对工艺参数进行复核。据了解，该公司主要产品阿维菌素是国
家推广的绿色生物农药，为护航春耕，连日来，该公司各生产车间开足马力，科学统筹，迅速扩能扩产，全力保障生物源农药
产品供应。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护航春耕抓生产

本报2月8日讯 （记者 韩雪茹）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2023年坚持稳中
快进稳中优进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
清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3年，我
区将安排1亿元资金持续推进种业科技
创新重大示范工程，通过加强阶段性考
核，对实施成效显著的项目予以滚动支
持，并进一步向特色畜禽、重点农作物领
域以及优质饲草生产加工、天然草原改
良与提质增效等领域覆盖。

2022年，为切实提升种业科技创新

能力，我区实施了种业科技创新重大示
范工程，采取“揭榜挂帅”“赛马”等新型
科研组织方式，推进以企业为主体的区
内外产学研联合攻关。经过近一年的实
施，种业“揭榜挂帅”项目已取得阶段性
进展。其中，“肉羊优异种质资源创新及
良种繁育体系建设”项目通过建立优质
肉羊联合育种技术体系，成功培育审定
了我国首个牧区和半农半牧区专门化肉
羊新品种杜蒙羊；“高端奶牛种源挖掘及
高效繁育关键技术创新”项目成功培育

出高品质克隆奶牛，实现奶牛克隆胚胎
生产效率和移植受体妊娠率等主要技术
指标的突破性提升；“优质苜蓿新品种选
育及产业化示范”项目，已完成登记审定
苜蓿新品种 1个，育成高产优质苜蓿新
品系3个，成功转化了“中苜10号”高产
紫花苜蓿新品种，建设良种繁育田 1万
余亩。

此外，种业科技创新重大示范工程
的实施还助推了一批高水平创新平台基
地的建设和发展。 ■下转第4版

自治区安排1亿元资金推进种业科技创新重大示范工程

本 报 2 月 8 日 讯
（记者 韩雪茹）近日，农
业农村部印发通报，对
2022 年粮食播种面积或
产量增量位列全国前 10
名、大豆和油菜产量增量
分别位列全国前 5名，以
及抗秋汛战高温干旱保
丰收工作突出的 21个省
份予以表扬，内蒙古榜上
有名。

内蒙古全面落实粮食
安全党政同责，把粮食生
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紧
紧围绕稳粮扩豆工作，牢
牢把握粮食生产主动权，
2022 年粮食生产实现了

“十九连丰”。据了解，
2022 年内蒙古粮食播种
面积达到 10427.7 万亩，
居全国第五位；粮食产量
达到 780.1 亿斤，比上年
增加 12亿斤，增幅 1.6%，
增量占全国 16.2%，居全
国第三位，总产量居全国
第六位，连续 3年保持在
750 亿斤以上。其中，大
豆播种面积 1833.1万亩，
较上年增加 493.3 万亩，
大豆产量 49.1亿斤，较上
年增加 15.4亿斤，也创造
了历史新高。

2022年，内蒙古在65
个旗县建设粮油作物示范
区 1060 个，总面积达到
203万亩，推广玉米密植、
大豆垄上三行等高产高效
技术模式。以种植大户为
主体，在全区开展 530场

次观摩周活动，3.2万人次参加，实现了
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通过示范观
摩，有效提高了技术到位率，推动提高
粮食单产。据统计，全区玉米、马铃
薯、大豆、稻谷4大粮食作物单产均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玉米单产985
斤/亩，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27斤/亩，居
全国第三位；马铃薯单产3274斤/亩，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10斤/亩；稻谷单
产 1026斤/亩，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82
斤/亩；大豆单产 267.8 斤/亩，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4斤/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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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2 月 8 日讯 （记者 安寅
东）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局获悉，
截至2022年底，全区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为6.67万辆，比上年同期翻一番，占汽车
总量的0.94%，保持持续显著增长态势。

截至 2022年底，全区机动车保有
量达 768.43 万辆（不含拖拉机），比上
年增长 4.69%。其中，呼和浩特市、
赤峰市机动车保有量超 100 万辆。
全区机动车驾驶人数量达 894.27 万
人，比上年同期增加 29.99 万人，增长

3.47%。赤峰市、呼和浩特市、包头市
三市机动车驾驶人数量均超 100 万
人。全区二手车交易市场活跃，二手汽
车转让登记34.44万笔。

2022 年，全区公安交管部门进一
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推进车驾管
业务“网上办”，线上办理车辆和驾驶证
业务 479.96万次，比上年增长 1.05%。
其中，线上核发免检标志 68.24 万个，
同比增长36.03%；补换领牌证、驾驶证
等38.58万本，同比增长34.05%。

2022 年全区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同比翻一番

本报 2 月 8 日讯 （记者 康丽
娜）记者2月 8日获悉，今年，我区将进
一步加快推动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全区
将新建充电桩8000个。

近年来，我区出台了《内蒙古自治
区加快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
（2021-2025年）》等多个政策性文件，
提出加快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工作要
求，明确“十四五”时期各盟市建设目
标。作为城市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
设工作的牵头部门，自治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制定出台了《城市新能源汽车充
电设施建设工作实施方案》，建立旬调
度机制，督促各盟市按照“统一标准，通

用开放，满足需求，适度超前”的原则，
加快充电桩建设相关工作落实，指导呼
和浩特市开展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
设试点行动。目前，各盟市充电设施空
间布局规划编制基本完成，建设工作有
序推进。作为试点城市，呼和浩特市充
电设施布局规划和设计方案编制工作
基本完成，项目选址全面展开，具备电
力保障条件的项目大部分已完成，智能
化运营管理平台建设同步推进。

系列政策措施推动下，我区新能源
汽车驶入发展“快车道”。截至2022年
底，全区新能源汽车（不含城市公交车）
保有量达到5.6万余辆， ■下转第4版

我 区 今 年 将 新 建 8000 个 充 电 桩

□本报记者 郭洪申 薛一群
实习生 萨茹拉 包卉

“总产47.53亿斤！”
“增产1.96亿斤！”
“产量和增量全区第一！”
……
内蒙古国家统计调查队反馈的一串

串数据，向全国传递出通辽市科左中旗
实现粮食增产的底气和信心。

科左中旗是“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标兵”“全国重点商品粮生产基地”，粮食
产 量 连 续 十 几 载 位 居 自 治 区 首 位 。

2022年，科左中旗粮食生产再创新高，
实现十九年连续增产。

新春伊始，科左中旗舍伯吐镇种粮
大户贾万金家的粮食已全部卖出，眼看
又一年丰收高产，贾万金兴奋地说：“我
们合作社种了 21000亩玉米，按国家标
准每亩最高产量达到2450斤，比往年增
产 20%—30%。现在玉米价格也好，每
亩地平均净利润能达到600—700元。”

贾万金家粮食产量的提高，秘诀是
科技保驾护航。近年来，科左中旗农技
推广部门联合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
所，持续开展技术攻关，开始了以大小垄
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为基础的玉米密植

高产机械粒收绿色生产技术示范，每亩
种植密度6000株以上，亩产突破吨粮。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以提升
玉米产量为目标，聚焦玉米科技创新，以
高产抗逆宜机收为核心，在玉米作物选
种、整地、播种、田间管理、收获等各阶段
实行精准栽培与绿色防控，促进地力提升
与合理耕层构建，进一步提升玉米综合生
产能力和水平。经过3年的示范推广，目
前，全旗已经达到23万亩，并通过与浅埋
滴灌技术相结合，实现增产增效，最终目
标是整个项目区亩产要达到2200斤。

科左中旗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推广站
站长潘天遵介绍，除了深翻整地这些“看

得见”的功夫，在农田地里，其实还隐藏
着一张看不见的“网”。科左中旗通过加
强田间管理，加大杂草和病虫害的防护
力度；结合测土配方施肥，实施水肥一体
化；通过浅埋滴灌技术，使作物在不同时
节或关键发育节点上，得到恰当的肥料
供给，保障玉米健康生长。

从传统农业的“镐锄镰犁”到现代
农业的“金戈铁马”，如今的科左中旗，
从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到北斗
导航无人驾驶智能播种，从水肥、病虫
害智能监测到全程机械化播种收割，现
代科技的广泛应用为农业现代化提供
了无尽的可能， ■下转第4版

科左中旗粮食增产 1.96 亿斤背后的科技力量

西口之路通古今
——“循迹西口”全媒体传播活动采访纪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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