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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培育绿色农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推进专班：

扎实推进全产业链集群化发展
●本报记者 刘慧慧 耿欣

华耀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在首府发展壮大，我们信心十足

短评

因雪天因素
部分公交线路暂停营运

青城迎新春首场降雪

本报讯（实习记者 刘艳霞）“呼和
浩特营商环境不断改善的同时，执行
力不断提高，例如去年疫情期间，呼和
浩特市一直保证物流供应链，我们公
司有几千名员工一直在工厂里有序工
作，没有放假，这是对我们企业极大的
支持。”谈到呼和浩特营商环境对企业
带来的便利时，华耀光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刘党旗深有感触。

华耀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19 年 8 月 1 日，位于呼和浩特经
济技术开发区沙尔沁工业园区，专业
从事太阳能光伏研发设计、制造生产
和系统建设，市场前景十分广阔，有助
于新材料和装备制造相关企业的发
展。公司计划分期在内蒙古投资建设
太阳能光伏单晶硅片生产基地。2019
年公司投资 10亿元建设的 3GW单晶

硅片生产项目已形成年产约 6亿片的
单晶硅片生产能力，也将陆续向产业
链下游投资建设，预计在 2023年投资
20 亿元建设 10GW 电池组件生产项
目，2025年投资 50亿元建设 10GW电
池片生产项目，力争打造行业标杆企
业。刘党旗对企业发展信心十足，

“我们的愿景是成为全球领先的光伏
制造商，为助力国家碳达峰、碳中和

作出贡献。”
刘党旗告诉记者，“目前建设完成

了 3GW单晶硅片和 12GW单晶硅片两
个项目，总投资超过 50 亿元，下一步
我们将建设 10GW 电池组件生产项
目，这个项目投资 60 亿元，目前正在
做项目前期的征地、可研、环评、能评
等工作，在条件成熟时候，想尽早开
工。”

2022年，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
和大力推动下，市培育绿色农畜产品
加工产业集群推进专班秉持全产业
链、集群化发展思维，围绕“从一棵草
到一杯奶”全产业链推动，突出强优
势、补短板，扎实推进集群招商引资、
项目建设、创新体系建设等各项重点
工作，以乳业为核心，带动生猪、玉米、
马铃薯等 7 大产业链全面发展，推动
我市绿色农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建设
驶入发展快车道。

精准发力招商引资，为产业发展
注入新活力。2022年，产业集群专班
通过“线上谈”“走出去”“请进来”等
多种方式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对
接企业 19 家，组织招商活动 14 次。
先后实地考察了呼包鄂乌巴奶源基
地一体化发展情况；联系对接了中粮
集团、正大集团、燕京啤酒集团、大北
农集团重点企业；登门拜访了中华全
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企业联合会；
参加了第十三届中国奶业大会、内蒙
古第四届牧草产业博览会。产业集
群 共 签 约 项 目 58 个 ，协 议 投 资 额
308.01亿元；实际落地项目 41个，协议
投资额173.45亿元。

重点项目落地见效，带动产业升
级新发展。充分发挥政策资金引导作
用，年内共争取奶牛牧场建设资金、国
创中心科研支持资金、生鲜乳喷粉补
贴、高标准农田建设等上级专项资金
20.5亿元。年内开工实施重点项目 84
个，当年完成投资 99.87亿元，累计完
成投资 153.4亿元。当年实现投产 44
个，带动产业链水平逐步提升，呈现出

“产能增、基地扩、配套齐”等特点。
科技创新不断提升，培育产业发

展新动能。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已

组织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共 51家单
位，开展科研项目 70 项，已解决了部
分产业链关键技术难题。优质牧草技
术攻关项目发布自治区级地方标准体
系 20 项，为奶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稳步推进中国农科院北方农牧业技术
创新中心建设，对农牧交错区试验示
范基地作为北方中心核心区进行重点
布局，申报 6 项科技攻关项目。持续
推动“乳业学院”建设事宜。

2023 年，产业集群专班将以奶
业、草种业为核心，兼顾生猪、肉牛肉
羊、玉米、马铃薯等产业链条发展，落
实好现有“奶九条”“菜七条”、乳业开
发区、奶牛、奶羊、设施蔬菜等相关扶
持政策，实行包联与督导机制，明确
每个项目包联、督导人员，采取重点
项目周调度，以专班形式形成合力，
着重解决项目推进中遇到的政务服
务、建设环境等方面的问题，抓好招
商引资工作，推进产业集群建设发展
再上新台阶。

在项目谋划方面，继续以全产业
链思维布局集群工作，推进实施乳业
等七条产业链 94个重点项目，总投资
约 370 亿元，其中续建 51 个、新建 43
个。年内计划完成投资 109亿元。谋
划招商引资项目 70 个，协议投资额
350亿元；计划招商引资对接目标企业
28家，计划组织活动 10次以上。力争
实现乳业全产业链营业收入达到 2500
亿元，工业产值达到480亿元。

做大做强饲草产业，开展优质饲
草基地建设，饲草总面积达到 145 万
亩以上，增长 9.2%。稳定“玉米青贮+
燕麦草+苜蓿草”三元饲草架构。同时
大力支持苜蓿、燕麦、羊草等饲草良种
繁育工程建设。

建设一流奶源基地，持续推进奶
源基地提档升级。新建 2个以上万头
奶牛牧场；推进优然牧业土左旗白庙
子镇沙尔营养殖园区、和林县正缘牧
业等续建奶牛牧场建设进度，确保“增
牛”“增奶”“增规模”。推动盛健 50万
只奶山羊、清水河5万只奶山羊项目建
设，进一步推动羊奶产业发展。年内
实现奶畜存栏 47万头，鲜奶供给能力
同步提升。

提升乳品加工及其配套能力。重
点推进新建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液态
奶三期项目、奶酪项目和蒙牛中国乳
业产业园九期奶粉项目建设。持续推
进健康谷液奶、奶粉一期，蒙牛八期等
项目全面达产达效，同时推动和林县
圣牧低温乳品加工、合吉泰高端有机
奶等特色食品加工企业集约集聚发
展。推动内蒙古吉宏智能环保包装与
内蒙古合兴环保包装产业园项目及新
奥乐环保瓦楞纸生产项目建设，提高
乳品加工产业上下游配套能力。

发展畜牧养殖和畜产品加工。依
托正大集团，在和林县、武川县持续推
动生猪全产业链建设，推动正大鸿业
食品猪肉深加工项目建设，继续完善
正大生鲜食品新零售项目与冷链物流
体系建设。启动托克托县富民育肥羊
基地建设项目，加快推动武川县肉羊
全产业链生态集群项目养殖基地、清
水河县万头肉牛养殖场建设与中清农
业肉羊屠宰基地建设，提高牛羊规模
化养殖水平。肉类产量达到13万吨。

推进农产品种植及深加工产业
升级。新建高标准农田 12 万亩。持
续推进玉米标准化生产，稳定以玉米
为主的粮食种植面积 500 万亩左右。
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实施好

“菜七条”政策措施，持续跟进北京宏
福集团在和林县建设高端设施农业
项目，实施武川县马铃薯科技创新产
业园项目、武川县上秃亥乡燕麦产业
园建设项目，持续推进燕谷坊全谷物
生态科技园项目达产达效，提高杂粮
油料产业化进程。

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
推动呼和浩特市乳业交易中心年内投
入运营。加快伊顺供应链健康智慧谷
物流园区建设，争取年底投入使用，同
步加快中农联呼市国际电商科技产业
园、青城惠民菜店等项目建设。

增强绿色食品产业科技创新能
力。重点推进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
总部建设，以攻克乳业关键技术瓶颈和
开发前沿引领技术。围绕优势特色产
业，在耕地保育与资源高效、高效繁殖
与智能养殖、疾病防控等方面开展重点
关键技术攻关。做强农牧业科技创新
平台，支持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国
家草（种）业技术创新中心、自治区疫苗
创新中心、中国农科院北方农牧业技术
创新中心等国家级创新平台建设，提升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水平，提升科技支撑
能力。

加大招商力度。紧盯上下游关
联行业充分运用集群的产业链图谱
与清单，围绕我市特色农畜产品举办
农牧业品牌广泛联络商协会联动招
商；紧盯头部企业主办重大招商活动
两场，重点与伊利、蒙牛等龙头企业
一并开展上下游配套产业招商；紧盯
重点科研院所抓招商，借助国家乳业
创新中心等载体，与中国农业大学、
内蒙古农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东
北大学等在奶畜养殖技术繁育、乳制
品研发及加工等方面加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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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 月 9 日凌晨 1 点
到清晨，托县大街小巷到
处能看到环卫工人扫雪的
身影。

据了解，为应对此次
降雪，托县共出动作业车
辆 14 台、人员 354 人，对
县城内各路段及公园广
场的积雪进行清理，撒布
融雪剂 40 吨，清运积雪
18 车，清理面积约 226 万
平方米，有效保障了群众
正常出行。

■本报记者 苗青
通讯员 乌力更 摄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记者从市公交公司获悉，因 2
月 9日的降雪天气，道路积雪严重，为保证运营安全，2月
9 日起，44 路、101 路、103 路、105 路、107 路、108 路、112
路、113 路、115 路、118 路、119 路、121 路、123 路、301 路、
S22路、马鬃山滑雪场专线暂停运营，待路面符合通行条
件后恢复运营。

本报讯（记者 苗青）2月 9日凌晨，我市迎来新
春首场降雪。根据实况监测，全市大部地区降雪
明显，2月 9日 0时—14时我市 31个称重监测站 29
个站有降雪，最大降雪量出现在清水河县老牛湾
镇为 10毫米。呼市气象台 1时 20分、5时 15分分
别发布道路结冰黄色预警信号和暴雪蓝色预警信
号。

入冬以来，我市降水量偏少、空气干燥使得森林
草原防火等级一直居高不下。气象部门抢抓有利天
气积极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9日4时至11时，各
旗县区共进行地面人工火箭增雨雪作业5个点次，发
射火箭弹 15 枚。自治区人工影响天气中心于 7∶
36—8∶50利用位于大青山上的料木山烟炉进行人工
增雪作业1个点次，点燃烟条23根。通过自然降雪
和人工增雪，能够有效降低呼和浩特地区的森林草
原火险等级，同时为即将开展的春耕春播打下良好
的墒情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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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言

本报讯（记者 阿柔娜）近年来，市行政审批局把
优化营商环境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保障，线上充分发挥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一网通办”的支撑作用，线下深入推进“一门、一
窗、一次”改革，政务服务运行标准化、服务供给规
范化、企业和群众办事便利化水平大幅提升。在
2022年国务院一体化政务服务评估中，我市从2018
年—2020年以来的“中”组别跃升至“高”组别，是进
步最快的省会城市之一。

今年，市行政审批局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
服务保障重大项目建设”为核心，从线上、线下两个
角度优化审批流程，从服务、保障两个定位深化改
革创新，努力打造优质、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

一是抓好数据信息共享应用。推动“一网通
办”向全程网办、好办易办转变，年底前市本级90%
的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一网通办”，70%的事项实现

“全程网办”，进一步降低企业和群众的办事成本，
逐步实现企业和群众“登录一个平台，办成所有
事”。

二是抓好便企利企改革创新。深化市场主体
登记注册“一网通、一窗办、半日结、零成本”制度，
积极推行涉企证照注销跨部门“一件事一次办”，努
力为市场主体提供“全流程、全周期”集成服务。

三是抓好重大项目服务保障。启动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一网通办”，全面推行工业项目“拿地即
开工”改革，深化重大项目“点对点”帮办代办服务，
新建住宅项目“交房即交证”改革实现市四区全覆
盖，不断提升投资项目建设的便利化水平，力争
2023年工改成效跻身全国36个样本城市中上游。

四是抓好政务服务协调发展。通过“政银合
作”打造群众身边的政务大厅，人社、税务、医保等
高频事项实现“就近办、家门口办”，三年内实现“10
分钟政务服务圈”市域范围全覆盖。加快政务服务
协同发展，1000个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呼包鄂乌“四
城通办”，257个高频事项实现“同城办理”，让企业
和群众办事不再“多地跑、往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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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府：拉满工业生产建设“进度条”
（上接第1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 预 计 同 比 增 长 5%左 右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预 计 累 计 完 成 3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6%；限 额 以 上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预 计 累 计 完
成 36.5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累计完成 164349 万元，较全年预
计多完成 1782 万元，已成为呼和
浩 特 市 发 展 工 业 经 济 的 火 车头
和重要引擎。

经开区的驻区企业还拿到了优
惠政策兑现资金、科技奖励资金，
让企业感受到了首府营商环境的不
断优化。内蒙古创维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助理郭鹏玺对记者说：

“呼和浩特市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地

方政府高效、敬业的施政纲领，为
企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落户
经开区十余年，创维可以一直专注
产品制造，追求技术领先，2022 年
实现产值 12亿元，纳税 2940万元。
这次优惠政策扶持资金的及时兑付
更让我们充满了信心与动力。我们
希望能够继续得到市政府及经开区
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为首
府电子信息产业、家电行业的发展
与壮大作出更大贡献。”

今年，我市还要加大先进制造
项目引进建设力度，着力为企业纾
困解难，全力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
境，补齐园区建设短板，提升综合
实力，打造开发区建设升级版；要

大力开展项目资金争取行动，把
资金争取作为“六大产业集群”壮
大的“补充军”；持续开展“延链补
链强链”行动，既抓十亿百亿的大
项目，又抓专精特新的好项目和
铺天盖地的小项目，切实提高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性，促进大中小
企业融通发展。

目标已经确定，蓝图已经绘
就，号角已经吹响，全市广大党员
干部将加倍努力，将国家、自治区
和我市出台的推动经济发展“一
揽子”政策落下来、执行好；积极
建立亲清政商关系，政府有呼必
应 、无 事 不 扰 ，让 市 场 主 体 吃 下

“定心丸”，安心谋发展。

市农牧局：全力保障重要农产品提质增量
（上接第1版）加快盛健和林、赛罕
50万只奶山羊和优然清水河 5万只
奶山羊建设进度，年内新增奶牛 6
万头、奶羊 3万只，奶畜牧存栏达到
47万头只。乳品加工方面，伊利现
代智慧健康谷开工建设投资 8亿元
液奶三期项目，推进奶粉二期项目
建设，建成奶酪生产车间。蒙牛乳
业产业园推动投资 10 亿元九期奶
粉项目全面建设，开工建设投资 2.2
亿元圣牧低温日产 500吨乳制品项
目。二是稳步实施玉米、马铃薯、
生猪、肉羊肉牛产业板块建设。推
进年产 18 万吨的中粮反刍饲料项
目开工建设，实现玉米产业链品质
提升。推进武川县马铃薯净菜加工
厂、马铃薯科技创新产业园加快建
设，实现马铃薯全产业链提升。推
进正大和林百万头生猪养殖园区建

设、正大鸿业食品猪肉深加工二期
项目开工建设，夯实全市生猪产业
链发展。推进武川县肉羊产业链生
态集群项目、清水河县万头肉牛养
殖项目，积极对接引进头部企业和
外部资金盘活蒙羊，做大肉羊、肉
牛产业链。

紧盯农民增收致富，着力打造
和美乡村样板。一是推进闲置宅基
地盘活利用，充分利用大青山前坡
生态资源、敕勒川草原、大黑河环城
水系等资源，因地制宜盘活闲置宅
基地，激活新城区水磨村、甲兰板
村、水泉村，回民区段家窑村现有开
发规模与活力。围绕大黑河环城水
系打造班定营旅游观光基地，推动
发展高端民宿、康养基地等新业态，
促进村集体和农民增收。推进清水
河县、武川县、新城区申报国家级乡

村休闲旅游示范旗县，打造老牛坡、
德胜沟、台基营等一批国家级美丽
休闲乡村。二是推进土地集约化规
模化经营，在土左旗、和林县、托县
三个地区各选择 1至两个乡镇开展
试点工作，推动短期出租向长期托
管转变。年内创建各级示范合作社
42个、示范家庭农场 30个，总数分
别达到355个和279个。

紧盯品牌培育创建，着力打造
首府三农亮点。以乳、肉为主导产
业，推动和林县创建国家级现代农
业产业园。以乳业、饲草业为主导
产业，推动土左旗创建自治区级农
牧业产业园。年内计划新增“两品
一标”和名特优新农产品认证 23
个，总数达到 228 个，推进“清水河
花菇”申报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保
护工程。 （李海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