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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出台政策支持
内蒙古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清明假期第一天

全区接待国内游客256.50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 刘丽霞）记者从自

治区文旅厅获悉，清明假期第一天，
全区接待国内游客 256.50 万人次，
是 2023 年 可 比 口 径 的 2.62 倍 ，是
2019年可比口径的 1.88倍。实现国
内游客总花费 16.86亿元，是 2023年
可比口径的 3.55 倍，是 2019 年可比

口径的 2.44 倍。其中，接待一日游
游客 188.54万人次，占比 73.51%；接
待 过 夜 游 客 67.96 万 人 次 ，占 比
26.49%。客源地排名前五的分别为
河北省、山西省、甘肃省、辽宁省、陕
西省，这 5个省市客源总量占据了区
外客源的 43.05%。

“蒙科聚”呼和浩特市科技金融工作站
正式试运行

蓝天白云映青城
——我市统筹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综述

●本报实习记者 若谷

不负春光开工忙

每天一早，家住赛罕区荷塘月色小
区的居民王大爷都要和老伴儿一起沿
着东河慢跑半小时。按王大爷的话说，
如今呼和浩特的空气变得更好了，早上
出来跑跑步再适合不过了。

来自市生态环境局的数据，印证了
王大爷的说法。2023年，全市优良天数
合计 292 天，优良天数比率为 83.5%，
PM2.5平均浓度29微克每立方米，重污
染天数比率为0.8%，均优于自治区考核
目标。

空气质量稳定向好，得益于持续不
断的治理。近年来，我市坚持以问题为
导向，采取标本兼治、防治结合的方式，
统筹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集中解决
大气污染突出问题，全市空气质量持续
改善，蓝天保卫战成效显著。

如今，我市成功入选中央财政支持
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城市；全市
优良天数稳步增加，污染天数大幅减
少；城市里一座座公园绿意盎然，郊野
外一片片树林枝繁叶茂……一幅碧水
蓝天的生态画卷展现眼前。

精准实施 强化顶层设计
良好成绩的取得，不仅需要各项方

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更需要打赢蓝天保
卫战一项项治理举措的精准实施。近
年来，我市坚持把大气污染防治作为污
染防治攻坚战头号工程，修订并积极推
进《呼和浩特市大气污染防治管理条
例》，制定了燃煤治理、扬尘防控、机动

车尾气治理和挥发性有机物防治4个行
动方案、6个专项实施方案及 3个配套
考核办法，构筑起大气污染防治“1+10+
3”的政策保障体系。

与此同时，编制《呼和浩特市“十
四五”应对气候变化规划》《呼和浩特
市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和《呼和浩特市
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11家发电企业
进入全国碳市场履约。修订《呼和浩
特市大气污染防治管理条例》并纳入
呼包鄂乌四市大气污染防治区域协同
章节，制定《多晶硅生产企业温室气体
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自治区标准、

《数据中心碳排放核算方法与管理规
范》呼和浩特市地方标准，推进完善

“大生态”领域法治体系。
此外，全市上下鲜明树立高标准环

境保护要求，坚定信心、增强定力、抓细
抓常。市生态环境、公安、住建、交通、
城管、市场监管等部门按照大气污染防
治分工，认真落实管发展必须管环保、
管生产必须管环保、管行业必须管环保
责任，全市上下共奋斗、齐行动，切实担
负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

多措并举 推进治污攻坚
过去一年，我市打出一套强力治污

“组合拳”，形成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全
方位、立体式、持续化推进的高压态势，
有力促进了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全力推动燃煤散烧综合治理。冬
季燃煤取暖污染是影响我市空气质量

的重要因素，以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
试点城市（获得中央财政奖补资金21亿
元）为契机，通过大力推进“引热”“联
网”“拆炉”“治煤”等系列工程，推动大
唐托电引热入呼、金山电厂二期入呼工
程投用，完成市区内的 11台锅炉并网；
淘汰 35 蒸吨/小时及以下燃煤供热锅
炉，19台 65蒸吨/小时及以上燃煤供热
锅炉进行超低排放改造，其中 5台改造
主体工程已完工，14台实现并网；城中
村接入集中热网，对未接入热网的进行
煤改气、煤改电改造，完成 4.53万户居
民清洁能源改造，煤烟型污染得到有效
控制。

实施 PM2.5 与臭氧协同控制。清
单化管理挥发性有机物控制重点行业、
企业，推动包装印刷、医药制造等行业
25家重点企业按照源头替换、过程控制
和末端治理制定实施“一厂一策”达标
方案；制定实施21条强化臭氧管控临时
措施，强化工业企业、建筑领域、沿街商
铺和餐饮业、加油站和储油库、运输车
辆等全方位多领域高温时段臭氧管控；
全市 6003辆在用重型柴油车全部安装
远程在线监控设备，并实现联网。

持续强化施工扬尘管控。严格落
实“六个百分百”要求，全市 195处扬尘
治理施工项目全部纳入智能化扬尘视
频监管平台，建筑垃圾实现收集、清
运、倾倒、处置工作全过程监管。强化
秸秆禁烧管控。利用无人机巡查等科

技手段对秸秆焚烧进行常态化监管，
秸秆“三化”综合利用率达到 91.49%，
扣拨各旗县区秸秆露天焚烧资金 4.16
亿元。

科学布局助力绿色发展
为实现大气污染防治精准施策和

量化管理，我市开展了大气污染热点网
格监测系统建设。结合网格化划分原
则和全市重污染区域，建设了60个网格
化空气质量微型监测站，形成间隔 2公
里一个微型子站监控分布，实行24小时
实时监控。利用卫星遥感、智慧监管平
台和无人机等科技手段，重点围绕秸
秆、荒草、露天焚烧等面源污染加强管
控，第一时间推送属地予以处理，基本
消除大范围露天焚烧产生浓烟现象。

今年，我市将建立生态安全屏障监
测联动机制，加强生态质量监督监测，
加强与大数据局等有关部门对接，加快
数据资源集成共享和综合开发利用，制
定生态安全屏障监测方案，加快建设覆
盖环境质量、污染源、自然生态状况等
要素的“天空地”一体化、精细化生态环
境监测网络。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我市将紧紧围绕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目标，扎实推进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深入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持续推进生态环境质量改
善，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多的蓝天白云、
繁星闪烁。

本报讯（记者 刘丽霞）今年以来，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重点面向日本、
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俄罗斯、蒙古
国等国家，开展“百万人互游”海外升
级计划。

目前，我区已开行伊尔库茨克—乌
兰巴托—呼和浩特、武汉—太原—呼和
浩特“万里茶道”高铁旅游专列，签订直
达呼和浩特、呼伦贝尔和鄂尔多斯320
架次入境旅游包机航班协议。内蒙古
入境旅游已经成为俄罗斯游客的首选
地，在俄罗斯春季假期，满洲里迎来600
名青少年研学游团队。3月底，满洲里
入境游客将超过4000人次。

接下来，自治区文旅厅将持续提升
品牌效应，采取三项措施助力入境游市
场加速“热起来”。

优化“引客入蒙”扶持政策。通过
简化程序、降低门槛、提高效能等方
式，提升旅游企业开拓入境旅游市场
的积极性。引导旅游企业通过旅游包
机等弹性方式，培育入境旅游航线，打
通入境旅游交通壁垒，激活入境旅游
市场。指导相关旅游企业加大与韩
国、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等国家联
系，加大“引客入蒙”力度，推动扶持政
策落地落实。

做活边境和跨境旅游市场。激发

俄蒙两国入境旅游活力，完善边境地区
旅游基础设施、提升服务水平，推进满
洲里边境旅游试验区创新发展。加快
珠恩嘎达布其、阿尔山边境旅游试验区
创建前期工作；积极与蒙古国旅游部对
接，推动恢复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
入境通行证》免签赴蒙古国旅游。

打造中俄蒙跨境旅游品牌。继续
以“万里茶道”国际旅游品牌为引领，
打造中俄蒙“三湖之约”（中国呼伦湖、
俄罗斯贝加尔湖、蒙古国库斯古尔湖）
跨境自驾旅游大环线品牌，引导旅游
企业市场化运作，打造中俄蒙最美自
驾路线。

本报讯（记者 宋向华 通讯员 王秀
娟）2023年，首府财政在发展中保障和改
善民生，兜牢民生底线，补齐民生短板。

——坚持为民理财，列明民生清
单。2023年，我市民生支出主要用于教
育、社会保障与就业、卫生健康、城乡社
区事务等十项支出。其中，公共安全支
出25.74亿元，教育支出67.88亿元，文化
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1.88亿元，社会保
障与就业支出74.39亿元，卫生健康支出
41.69亿元，节能环保支出15.04亿元，城
乡社区事务支出131.45亿元，农林水事
务支出52.21亿元，交通运输支出32.65
亿元，住房保障支出19.02亿元。

——聚焦民生关切，兜牢民生底
线。2021—2023 年，我市各级财政累
计安排困难群众救助资金 30亿元，统
筹用于城乡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临时救助、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孤儿和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等支
出。健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
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将孤儿、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等特殊困难儿童纳入联动
机制保障对象范围；全面实施困难残
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制度；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等制度，
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
就业、社会保障等帮扶政策。

——完善社保体系，支持就业创
业。首府财政支持构建多层次医疗保
障体系，强化对重点群体的就业创业
扶持。2023年底，全市参加基本养老、
工伤、失业保险人数分别达到 188.28
万人、58.24万人、74.13万人。同时，为
3.44万名困难群众代缴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
补助标准由 2021 年的 79 元提高到
2023年的 89元。在就业方面，助力实
施“首创助航”行动、“技能呼和浩特”
行动、“十万大学生留呼工程”等，
2021—2023年累计下达各项就业创业
扶持补助资金13亿元。

补短板 促发展

首府：强化财政保障 兜牢民生底线
实施“百万人互游”海外升级计划

我区入境旅游市场加速“热起来”

春日暖阳里，玉泉区各重
点项目抢抓时机忙开工，处处
忙碌显活力。今年，玉泉区计
划实施市级重点项目80个，总
投资 382.53 亿元，年度计划投
资70.53亿元。

■本报记者 阿柔娜
通讯员 李建华 于腾蛟 摄

银河北街小学（中央民大附中
呼市分校小学部）项目施工现场

华润万象城项目施工现场

本报讯（记者 武子暄 通讯员 张
建中）近日，由市科技局、市委金融
办共同打造的“蒙科聚”呼和浩特市
科技金融工作站正式试运行，为全
区科技企业提供全方位的融资服
务，标志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工作
迈入新阶段。

据了解，科技金融工作站采用
“1+1+3”服务模式，即 1 名技术经纪
人带领 1位金融顾问服务 3家企业，
旨在高效对接科技企业，优化服务
流程，实现金融资源精准投放。工
商银行呼和浩特分行作为首家轮值
银行，已推出科技型企业专属信贷
产品——“青城科创贷”，最高额度可
达1000万元，专项服务首府地区科技

型企业。此外，科技金融工作站还具
备融资信息采集、借贷衔接交流、金融
知识指导、金融政策宣贯等综合性服
务功能，通过下沉式服务，能够更好地
了解企业需求，为企业提供更加贴心、
专业的金融服务。

下一步，科技金融工作站将立足
“蒙科聚”平台的企业资源，面向全市
乃至全区的科技企业，提供全面、细致
的融资服务，进一步推动科技与金融
的深度融合，为“蒙科聚”平台的总窗
口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同时，积
极组织各类金融机构深入园区，根据
企业实际需求设计专属金融产品，通
过面对面交流、手把手指导，切实提升
企业发展水平。

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支持
内蒙古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近日印发。

通知对内蒙古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作出进一步工作部署，
提出加快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构建绿色低碳现代产业体系、推
动重点领域绿色发展、强化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全面提升生态

环境质量和稳定性、深化区域全方位开放合作等政策举措。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

委将会同有关方面，加强资金保障，统筹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内蒙古符合条件的产业转型升级、节能
减排降碳、环境基础设施、生态保护修复等重大项目建设。

近日，玉泉区第七
幼儿园开展了清明节主
题活动，活动中，老师教
小朋友们制作花草蛋。
清明节自古民间有染鸡
蛋、吃鸡蛋习俗，清明吃
鸡蛋称为吃“节蛋”，圆
圆的鸡蛋和色彩斑斓的
花草相遇，就成为独具
文艺气息的花草蛋。
■本报记者 杨永刚 摄

染鸡蛋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 通讯员 杨
丽芳 彭程）近日，武川县高原特色农
畜产品标准发布，正式推出《武川燕
麦》《武川藜麦》《武川肉羊》《武川黄
芪》《武川冷凉蔬菜》等五项标准。

据悉，武川县联合中农远洋集团、
中国标准出版社、中国农业科学院，针
对武川县域的土壤、水质、空气以及燕
麦、藜麦、肉羊等农畜产品进行了全面
检测，并进行了五项农畜产品的团体标
准编制和发布。标准针对相关农畜产

品的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
义、产地环境要求、感官要求、质量要
求、检测方法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
存，进行了规范和说明。

武川县通过此次标准发布，整合
县域相关企业、专合社以及新型农业
主体，加强武川县农畜产品的品牌化、
标准化建设。让武川县优质产品进入
更多地区、走进更多家庭，进一步提升
武川县高原特色农畜产品的影响力、
知名度和美誉度。

武川县高原特色农畜产品标准正式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