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基层新春

本报讯（记者 苗欣）1月29日，记
者在如意河东河段冰雪场地看到，市
民纷纷走出家门，游冰上九曲阵，参
与冰雪运动，感受冰雪活动带来的冬
日乐趣。

在冰面上用雪块搭成九曲阵在我
市还是头一回，市民纷纷进入九曲阵，
为新年讨个好彩头。张女士说，游九
曲寓意一年顺通，她希望家人及朋友
身体健康、事事顺意。

在冰雪场地一角，一些白色帐篷
十分吸引人，这里是深受年轻人青睐
的冰河露营地。坐在帐篷内喝上一杯

热茶、钻入睡袋暖暖身，看着帐篷外茫
茫白雪，冰火两重天的体验带给您的
是惬意和惊艳。

冰雪场地处处欢声笑语，人们滑
冰、骑雪上摩托、坐香蕉船、滑雪圈，好
玩的项目太多了……

据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第
九届全国大众冰雪季”呼和浩特第三
届冰雪季系列活动在如意河东河段冰
雪场地举办以来，已累计接待市民20
余万人次。在春节假期，这里成为了
群众娱乐的好场所，“家门口”的冰雪
项目吸引越来越多人爱上冰雪运动。

冬日乐趣尽在冰雪中

癸卯年正月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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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经济 强首府 向未来全区招商引资暨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在呼和浩特召开
孙绍骋讲话 王莉霞主持 张延昆出席

首府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增幅15.5%

激浊扬清显担当 正风肃纪促发展
——2022年全市纪检监察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刘慧慧

炫彩夜青城

以高水平招商引资赋能高质量发展
●内蒙古日报评论员

本报讯（记者 杨彩霞）记者日前从市乡村振兴局
了解到，2022年我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
村振兴成效明显，脱贫群众收入稳步递增，到2022年
底全市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17091.6元，较2021年增
加2295.9元，增幅15.5%。

为进一步完善防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我
市共摸排农户 21.47 万户 48.72 万人，完成“十类重
点人群”集中监测和全部农户全面摸排。针对监测
到的风险点，积极协调相关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给予
医疗健康、教育帮扶、住房保障、社保兜底等综合帮
扶，持续巩固“两不愁三保障”成果，坚决守住不发
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工作底线。

“我市持续提升保障力度，投入‘防贫保’资金

2778.73万元，覆盖农村人口 19.71万户 61.46万人。
截至目前，脱贫户、监测户全部因需帮扶，无返贫致
贫发生。全市无安全饮水困难户，义务教育阶段无
辍学情况，所有脱贫群众住房安全、基本医疗、饮水
安全均能够得到保障。”市乡村振兴局副局长石利君
介绍。

截至 2022 年末，我市脱贫人口共计 25409 户
52437人，监测户共 838户 1584人，全市脱贫人口人
均纯收入17091.6元，较2021年增加2295.9元。从收
入结构来看，转移性收入增速平稳，综合保障水平提
升明显。生产经营和工资性收入以及财产性收入增
幅较大、占据主导，“开发式”“造血式”帮扶成效凸
显，脱贫群众内生动力和发展能力显著增强。

市发改委：围绕“扩内需”“强首府”
争取实施一批重大项目

本报讯（记者 宋向华 通讯员 李
尚）2023年，首府财政从做大收入总
量、加强自身建设两方面入手，稳运
行、促发展、开新局，全力保障首府高
质量发展。

据了解，2022年我市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完成 230.87 亿元，同比增长
0.85%，收入总量在全区排名第二；支

出完成420.82亿元，同比增长0.02%，
支出总量在全区排名第五。全市政府
性基金收入完成55.36亿元，支出完成
78.01亿元。全市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完成 8296 万元，支出完成 566 万元。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102.92亿
元，支出完成92.1亿元。

（下转第2版）华灯初上夜未央。灯火璀璨中，
一座座地标建筑勾勒出青城亮丽的风
景线，它们在长夜里陪伴、见证着青城
一次又一次蜕变。近日，本报记者走
访了我市部分地标性建筑，带您从不
一样的视角欣赏地标建筑的别样风
采。图为腾飞南路与如意和大街交会
处的花篮景观。

■本报记者 王劭凯 摄

内蒙古日报讯（记者 刘晓冬）1月
29日，全区招商引资暨优化营商环境大
会在呼和浩特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
人大常委会主任孙绍骋出席会议并讲
话，强调全区上下要聚焦聚力抓好招商
引资，为做大经济总量、提升发展质量
提供有力支撑。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王
莉霞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
昆，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
协领导同志和法检“两长”出席。

孙绍骋说，抓经济工作必须抓招商
引资，没有大招商就没有大发展。内蒙
古有国家政策支持和土地、碳汇、“绿
电”、产业等多重优势，各级在抓招商引

资上一定要有信心、鼓足劲，干出一番
天地来。

孙绍骋说，抓招商引资关键是要打
造聚商气拢人气的良好环境，把内蒙古
的正面形象立起来，让全区上下的商品
意识强起来、商业气息浓起来。招商引
资最理想的效果就是企业发财、地方发
展、百姓受益，要科学谋划储备一批大
项目好项目，精心搞好宣传宣介，让企
业家看到“有钱赚”。要对损害营商环
境的行为“零容忍”，最大限度保障企业
家合法权益，扩大企业合规制度适用范
围和覆盖率，让企业家吃下“定心丸”。
各级政府要当好“店小二”，切实解决工
作“慢”的问题，不叫不扰、随叫随到，让

企业家成为“座上宾”。要着力构建亲
清统一的政商关系，把企业家当成“自
家人”，让广大民营企业不再被“潜规
则”。

孙绍骋说，抓招商引资，工作节奏
必须快起来，从上到下都“热”起来。要
坚持全区“一盘棋”，各地比学赶帮一起
干，不拘一格大胆探索实践，更加注重
发挥企业和商会等的作用。招商引资
既要看行动更要看结果，重点看资金到
位、项目完成情况，年底算账、奖罚分
明。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扛起责任、做实
工作，多为干部撑腰托底、壮胆鼓劲，善
于从招商引资工作中发现和使用干部。

孙绍骋说，抓招商引资要坚持抓

“大”不放“小”、喜“新”不厌“旧”，对大
小项目同样重视、新老企业同等对待，
提供一样的服务保障和政策支持。要
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马上行动起来，
全力推动区属国有企业扭亏增效，加快
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

会议通报了 2022年全区招商引资
和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下达了2023
年招商引资目标任务书。呼和浩特、包
头、鄂尔多斯、赤峰、乌兰察布 5个市的
市委书记作了交流发言。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盟市、旗
县（市、区）设分会场。会前，省级领导
同志参观了全区及各盟市招商引资
2022年工作成效、2023年主要任务展。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回首 2022
年，时光的年轮刻满奋斗的足迹，呼和
浩特市纪检监察工作在这个意义重大
的年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过去的一年，在自治区纪委监委
和市委坚强领导下，全市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
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
展作用，干字当头、稳中求进，深入开
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描绘
出一幅幅激浊扬清、清风朗朗的生动
画卷。

强化政治监督 服务保障首府高质
量发展

紧紧围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交给
内蒙古的五大任务和全方位建设“模范
自治区”两件大事，聚焦深入实施强首
府工程、全面提升城市能级、加快建设
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强化政治监督，
以有力有效的监督推动政策落实、责任
落实、工作落实。

——聚焦争创“三个城市”强化政
治监督。加强对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
题整改监督，推进整改移交 439件信访
件高效核查，立案查处33人。

——聚焦推动融入“四大经济圈”
强化政治监督。紧盯制约首府经济发
展的问题，督促建立全市商务领域项目
库，对应开列监督清单。

——聚焦打造“四个区域中心”、建
设“五宜城市”强化政治监督。将优化
营商环境与整治作风问题一体推进。
深化运用“室组地”划片协作、联动监
督、联合作战模式，制发监督提醒函、督
办单 89份，处置问题线索 321件，立案
51件，处分48人，处理94人。

——聚焦培育“六大产业集群”强
化政治监督。开展粮食购销领域腐败

问题专项整治，立案33件，处分处理42
人，留置8人。

坚持问题导向，彰显巡察利剑的震
慑常在。对涉及首府经济建设和民生领
域的25个单位党组织开展两轮巡察，发
现问题806个。创新巡察方式，对14个
市直机关单位开展“五个大起底”行动专
项巡察，派出9个交叉巡察组对旗县区有
关单位开展提级交叉巡察，指导旗县区对
112个村级党组织开展延伸巡察。强化
巡察整改和成果运用，开展十二届市委巡
察反馈问题整改“大起底”，推动重点难点
问题全部整改到位。 （下转第2版）

一元复始山河美，北疆大地气象
新。昨日，全区招商引资暨优化营商
环境大会在呼和浩特召开。这是兔年
新春内蒙古召开的第一个全区性大
会，意义不言自明：就是进一步把加快
发展、大抓发展的氛围营造起来，激励
引导全区上下聚焦聚力抓好招商引
资，为做大经济总量、提升发展质量提
供有力支撑。

招商引资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是推动发展的源头活水。放眼全国各
地不难发现，凡是经济发展好的地方，
无一不是招商引资工作做得好的地
方。大招商大发展，小招商小发展，不
招商不发展。内蒙古地域辽阔、资源富
集，有国家政策支持和土地、碳汇、“绿

电”、产业等多重优势，我们一定要在抓
招商引资上有信心、鼓足劲，干出一番
天地来。当然，招商引资不能只盯大企
业不抓小项目，不能招来“女婿”忘了

“儿子”，坚持抓“大”不放“小”、喜“新”
不厌“旧”，对大小项目同样重视、新老
企业同等对待，方能不断推动各类要素
资源向内蒙古加速聚集，以高水平招商
引资赋能高质量发展。

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是“气候”，
资金是“候鸟”。哪里环境好，资本和要
素就往哪里跑。于内蒙古而言，抓好招
商引资，关键是要打造聚商气拢人气的
良好环境，把内蒙古的正面形象立起
来。我们要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科学谋
划储备一批大项目好项目，让企业进得

来、留得住、有钱赚；要实实在在为企业
排忧解难，对损害营商环境的行为“零
容忍”，最大限度保障企业家合法权益；
要当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不叫不
扰、随叫随到，千方百计为企业好办事
办成事提供便利；要着力构建亲清统一
的政商关系，多听取“自己人”的反映和
诉求，用心用情呵护企业更快更好成
长，形成“近者悦、远者来”的良好发展
局面。

抓招商引资是一场整体战、协同
战，务必坚持一盘棋、凝聚一条心、攥成
一股劲。要从上到下都“热”起来，强化
交账意识、交卷意识、成果意识，锚定目
标、放开手脚、提速提效做好招商引资
各项工作；要大胆探索实践，多开动脑

筋想办法，善于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的好
经验好做法，各地比学赶帮一起干，掀
起共抓招商、齐抓项目、狠抓发展的浓
厚氛围；要树立实干争先担当作为的鲜
明导向，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大力发扬蒙
古马精神，铆足韧劲、拼劲、闯劲，在招
商引资上敢担当、会担当、能担当，在服
务项目上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

且长凌风翮，乘春自有期。站在新
的起点上，招商引资和营商环境牵动全
局、事关长远。全区上下要迅速行动起
来，把弦绷起来、把劲鼓起来，拿出只争
朝夕、努力奔跑的奋斗姿态和工作作
风，奋力掀起招商引资热潮，打造一流
营商环境，不遗余力开创内蒙古高质量
发展新局面。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市发改委了
解到，2023年，市发改委将抓住自治
区关于支持呼和浩特市高质量发展
的意见等政策机遇，围绕“扩内需”

“强首府”争取实施一批重大项目。
在争取重大产业项目方面，将抓

住全国航天科工产业布局调整机遇，
做好航天产业城规划。争取实施中石
化呼和浩特石化扩能项目，将原油加
工能力提升至 800万—1000万吨/年，
同步保障巴彦油田每年为呼石化供应
200万吨以上原油，实现“蒙油蒙炼”。

在能源重大项目纳规实施方面，
争取将呼和浩特抽水蓄能电站二期、
清水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纳入国家
规划，年内启动实施抽水蓄能电站二
期项目。推动建设金山——武川 500
千伏电力通道、金山电厂工业蒸汽廊
道等项目，打通市域北部新能源电力

“南下”通道。加快推进金山热电三
期扩建项目建设，3月如期开工。

在重大交通项目纳入国家中长期
规划方面，全力争取将呼鄂高铁、呼朔
太高铁、呼包高铁列入国家高铁网规
划，力争“十四五”期间开工建设，形成
向西南通过鄂尔多斯、西安抵达海口，
向东南通过朔州、太原抵达南宁的高
铁通道，尽快融入国家高铁网。争取
新机场市域铁路项目获批。

在争取打造国家物流枢纽经济
示范区方面，一是推动伊顺、申通、圆
通、中通、韵达、九州通等区域性物流
总部项目建成运营，争取国家现代流
通战略支点城市。二是建设国家骨
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推动内蒙古农
畜产品冷链物流基地、敕勒川冷链物

流基地、中农联冷链物流等项目建
设，争创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示范
城市。三是建设陆港型国家物流枢
纽，编制《呼和浩特陆港型国家物流
枢纽建设方案》，争取获批陆港型国
家物流枢纽。

在实施黄河流域生态治理项目方
面，围绕财政部《关于推动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财税支持方
案》，与财政、生态、水务等部门协同策
划一批生态治理、黄河文化、资源节约
项目，为大青山前坡九条河道治理、托
克托沿黄生态廊道、和林格尔浑河流域
生态治理等重大项目争取资金支持。

在争取试点示范城市称号方面，
围绕国家扩内需战略提出的国家儿童
友好示范城市、国家婴幼儿照护服务
示范城市、国家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

“领跑者”示范城市、国家文化和旅游
消费示范城市、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
用示范城市、全国质量品牌提升示范
区等，全面加强与相关行业主管部门
协同联动，争取年内成功创建若干试
点示范城市。

与此同时，市发改委还将围绕“双
一千”重大项目的调度和保障，全面落
实《重大项目快审快办二十条措施》，
紧盯办结率、开工率，按计划调度推进
全市 566个新建项目手续加快办理。
积极利用专项债、预算内投资等政策
性资金引导功能和带动效应，谋划储
备中央预算内资金项目 109个、专项
债项目182个、政策性基金项目53个，
力争全年争取上级政策性资金 50亿
元以上，同比增长20%以上。

（李海珍）

今年首府财政加力提效
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