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3日，首府街头出现一位特
殊的“客人”，它便是远道而来的巴
布亚企鹅。

当天，小企鹅先后来到内蒙古
博物院、新华广场、塞上老街旅游休
闲街区等地“溜达”。第一次来到草
原都市的小企鹅似乎对这里的一切
都充满好奇，不时东瞅瞅、西看看，
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围观。

1 月 12 日，10 只可爱的企鹅将
在大黑河军事文化乐园同青城市民
见面。 ■本报记者 王劭凯 摄

企鹅“逛”青城

扬优势找差距促发展
2023年 10月 8日，投资 750亿元的

华为云和林格尔数据中心项目正式落户
和林格尔新区。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华
为北方区域最大的云数据中心，助力内蒙
古打造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集群枢纽
标杆。

华为云和林格尔数据中心项目之所
以顺利落户新区，与新区在项目前期付出
的大量努力工作分不开。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和林格尔新区
在“融”“干”“效”上下功夫，推动主题教育
走深走实。新区党工委聚焦问题导向，将
制约项目建设进度的土地问题列为首要
解决问题。

为了保障华为云和林格尔数据中心
项目的顺利实施，新区成立了项目土地征
拆报批工作领导小组，仅用 5个月的时
间，就完成了项目首期945亩土地的征收

和467亩建设用地的报批工作，解决了数
据中心开工前最棘手的问题。

截至目前，新区已顺利完成土地征
收5028亩，完成10个批次及3个单独选
址项目共2911亩的用地报批，推动华为
云和林格尔数据中心、科拓生物微生态制
剂生产基地项目、市职教园区、云港大街
等一批重点项目顺利开工建设。

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
和林格尔新区推进政务服务“一网

通办”，努力实现“网上办”“掌上办”“一次
办”“帮您办”。着力打造新区“和合共生”
的营商环境服务品牌，招商引资取得显著
成绩。截至目前，新区对接企业项目400

余家，新签约产业项目78个，协议总投资
500多亿元，已落地项目51个。同时，项
目建设也在提速增效。中行总行金融科
技中心建成投用；农行总行金融科技中
心、并行科技算力基地等项目主体封顶；
华为云呼和浩特数据中心和中国移动、中
国电信智算中心等项目开工建设；交行数
据中心、建行数据中心等前期手续进展顺
利；阿里智算、华著智算、光环新网智算等
项目签约落地。

新区不断提升公共服务配套水平，
推动新区实验中学一期、市第一医院云谷
院区主体完工，加快推进了市职业教育园
区、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学校云谷校区等

项目的前期手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体
系，打通了云谷片区盛国路、云展大街、数
据大街3条“断头路”，新建致远路、学府
路等53条市政道路。巩固利企为民服务
方式，不断优化“企业零跑腿”“拿地即开
工”“区域先评估”“包装标准地”“联审联
办制”的五位一体投资服务体系，截至目
前，累计为51个项目颁发了“承诺制施工
通知书”，推动项目平均提前4个月开工
建设；各类区域评估成果已使用282次，
合计为企业节约成本约190万元；累计为
近70个项目提供了零跑腿服务，协助办
理了191件前期手续。

接下来，新区将聚焦建设国家“东数西
算”绿色算力中心、自治区人才科创中心、
首府城市副中心，加快推动“金融数据产业
园”“国家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的申报，
全面构建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做大做强产业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访土左旗委书记海鹰

“2023 年，土左旗紧紧围绕办好
两件大事，做大做强乳产业，新能
源、新材料及装备制造业两大主导
产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土左
旗委书记海鹰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日前，国家乳业创新中心实体运
营，伊利奶酪二期、中锂二期投产，
圆通、伊顺物流项目投入使用；察素
齐镇长输供热管网稳定供热。

海鹰说，2024年，土左旗将继续
在产业上发力。在乳产业方面，发挥
好伊利集团的带动作用，推进伊利奶
粉三期、奶酪三期，嘉美包装、和瑞包
装、优然牧业总部等项目建设。继续
扩大牧草种植面积，实现从“一棵草
到一杯奶”全产业链布局。在新能
源、新材料及装备制造方面，推进金
山热电三期、中锂三期、高登塞、赣锋

锂业等项目建成落地，实现新能源、
新材料产业聚集。在物流服务业方
面，依托呼市为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
地、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城市这
一发展优势，推动连际物流、美渡仓
储、金昌园等项目开工建设，紧盯同
州冷链物流投产见效，打造高标准现
代化物流园区。在文旅产业方面，围
绕乌兰夫故居、哈素海、伊利现代智

慧健康谷、明清博览园等各类景点，
完善红色文化、研学旅游、休闲生态
三条旅游线路，提高广大游客的旅游
体验感。

“2024 年，土左旗将继续认真落
实中央、自治区、全市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进一步把产业做大做强，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海鹰坚定地说
道。 （杨彩霞）

贯彻落实市委十三届七次全会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打造产业集群跑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访托克托县委书记王冬生

“市委十三届七次全会暨全市经
济工作会议的召开，正值第二批主题
教育收官之际，非常及时、十分重要。”
托克托县委书记王冬生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市委全委会报告特别提气，
特别精准，特别有针对性，也特别温
暖。既体现了呼市‘进’的要求，更展
示了‘进’的基础和‘进’的态势。尤其
在很多具体民生问题上的态度，都充
分彰显了深厚的为民情怀。”

王冬生说，2024年托克托县将结

合市委全委会报告，重点从以下六个方
面抓好落实。一是把托县的电力、工业
蒸汽、污水处理的价格优势充分发挥出
来，做大做强生物医药产业，全力建设
全国最大的生物发酵产业绿色制造基
地和合成生物产业示范基地。二是以
中船特气为龙头，依托呼包鄂地区丰富
的化工原料，加大力度引进电子化学品
企业，打造电子化工新材料产业基地。
三是积极扶持久泰向BDO、PGA、聚甲
醛延伸，打造煤基新材料产业基地。四

是把黄河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项
工作做好，在抓好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
上，谋划建设一批大的旅游项目，把托
县打造成呼包鄂地区周末旅游休闲目
的地。五是紧跟自治区党委和市委的
部署安排，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下决心
办好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实事，特别
是要实施好“温暖工程”，深入检视供暖
管理体制、管网建设质量、事故处理能
力、解答群众诉求等方面问题，全力把
暖供足供好。六是坚持新官理旧账，积

极兑现承诺，不断优化“可信赖”的发展
环境，切实把讲诚信、守信用的正面形
象立起来。

王冬生表示，托县作为全市工业
经济的主战场，将认真按照市委、市政
府的部署要求，结合主题教育，全力解
决制约托县高质量发展的10个方面瓶
颈问题，瞄准“千亿级园区建设”目标
任务，继续加大抓二产、抓招商引资、
抓实体经济、抓民营经济的力度，坚决
打好高质量发展翻身仗。（若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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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海东会见中国电建集团副总工、
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党委书记朱国金一行

本报讯（记者 梁婧姝）1月 3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贺海东会见中国电
建集团副总工、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
党委书记朱国金一行，双方就相关合
作事宜进行深入交流。

贺海东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朱国
金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当前，呼和浩
特紧扣落实五大任务，着力推动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希望企业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积极参与能源电力、抽水蓄
能、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治理、重大

基础设施等投资建设，在合作中实现
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朱国金简要介绍了中国电建集团
的基本情况。他表示，中国电建集团
将围绕城市发展所需，发挥企业所能，
在能源电力、城市建设、水资源开发利
用和水环境保护等方面与呼和浩特加
强合作，努力为首府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贡献力量。

我市相关地区、部门负责同志参
加会见。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呼和
浩特市人大常委会突出问题导向，聚
焦民生实事和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建
立“两清单一台账”，做到整改措施、目
标、时限、责任人四个明确，形成问题
责任整改落实闭环管理机制，确保整
改不漏项、不打折、不落空，切实把主
题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人大工作的强
大动力。

坚持以“问题导向”引领“调研方
向”。常委会班子成员围绕市委下发
的调研重点结合自身工作实际确定调
研课题8个，开展专题调研49次，赴包
联地区联系指导主题教育工作17次，
梳理出整改整治问题13个，制定整改
措施21项，召开问题整改推进会3次，
确保 2023年 12月底前所有问题完成
整改。

坚持民生为先，交好履职答卷。
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桥梁纽带作用，
依托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基层立法
联系点，收集群众反映问题 2295个，
对来自不同渠道的问题线索分类建立
清单，实现靠前监督、精准监督、纵深

监督，推动解决基础设施老化、垃圾清
理、物业管理等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1958个，把“民生清单”变成了老百
姓的“幸福账单”。

坚持以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工作新
动能。出台干部考核激励办法，对工作
实绩进行量化考评，树立“靠作风提质、
用数字说话、凭实绩交卷”的干事导
向。以党建引领保障履职，组建“党员
先锋队”9支，要求党员干部以志愿服务
的方式下基层察民情解民忧，结合自身
实际至少参加1次志愿服务，为身边群
众至少办1件好事。积极开展“晾晒比”
活动，以学促干激励机关干部担当作
为。围绕整治“三多、三少、三慢”问题
靶向发力，实行“扎口”管理，以问题为
着力点深挖根源和症结，坚持“当下改”
与“长久立”相结合，已制定完成4项管
理办法（草案）。聚焦主题教育着力解
决的六个方面突出问题，向每名党员干
部发放个人自查对照清单，全面检视党
员干部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
风、以学促干方面的成效，进一步推动
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市人大常委会：持续深化拓展主题教育成效
推动人大工作有新进步新提升

学思想强党性 重实践建新功·整改整治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元旦假
期期间，呼和浩特机场共保障旅客
吞吐量 7.9万人次，日均为 2.6万人
次，较去年元旦假期增长 189.4%。
机 场 的 进 出 港 平 均 客 座 率 达
73.1%。

假期前夕，大量旅客倾向于选择
提前出行，呼和浩特机场2023年12
月27日—12月29日的日均旅客吞吐
量达到了2.9万人次。元旦假期的客
流高峰集中在2023年12月30日和

2024年1月1日，旅客吞吐量分别达
到2.7万人次和2.6万人次。

元旦假期，旅客出行流量主要
集中在赤峰、通辽、呼伦贝尔、锡林
浩特、乌兰浩特等城市，以及区外的
海口、上海、广州、西安、天津等地。
呼和浩特—曼谷、呼和浩特—武汉
—海口、呼和浩特—沈阳、呼和浩特
—昆明、呼伦贝尔—呼和浩特—海
口等 15条航线的出港客座率均达
到90%以上。

呼和浩特机场运送旅客7.9万人次
较去年元旦假期增长189.4%

本报讯（记者 梁婧姝）日前，记
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
总队获悉，元旦假期期间，全区高速
公路累计车流量81.01万辆，同比增
长 13.25% ，比 2019 年 同 期 增 长
11.39%。收取通行费 0.91亿元，其
中，客车流量54.91万辆，货车26.10
万辆。路网运行整体平稳，通行顺
畅。共发生 4起交通事故，无人员
伤亡。

从车辆类型看，客车流量54.91
万辆，占总车流量67.78%，同比增长
25.19% ，比 2019 年 同 期 增 长
18.37%。蒙牌客车47.12万辆，占客

车总流量 85.81%。货车流量 26.10
万辆，占总车流量32.21%，同比下降
5.67%，比 2019年同期下降 0.89%；
蒙牌货车 10.30万辆，占比 39.47%；
空载货车9.46万辆，占比36.23%。

从盟市通行情况看，车流主要
集中在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赤
峰市、包头市4个市，车流量合计占
全区车流总量的 66.95%。从收费
站来看，单日出口流量超 1万辆收
费站 14个，集中在鄂尔多斯市、包
头市、呼和浩特市、赤峰市，其中
G65包茂高速关碾房收费站日均流
量最大，达0.97万辆次。

全区高速公路累计车流量81.01万辆
同比增长13.25%

元旦期间

本报讯（记者 刘丽霞）1月 1日，
呼和浩特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现场
登记工作正式启动。全市 4253名普
查员深入企业，走访个体经营户，开始
了“地毯式”普查登记之旅，打响了全
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正式登记工
作“第一枪”。

开展呼和浩特市第五次全国经济
普查是关乎首府发展的大事、要事。
普查登记首日恰逢元旦假期，全市普
查员凝心聚力，接棒清查工作，统一着
装、佩戴工作证件，深入大街小巷，开
展“五经普”登记工作。登记期间，普
查员向普查对象发放《第五次全国经
济普查登记告知书》，进一步提高普查

对象的知晓度和配合度，与普查对象
进行亲切交流沟通，耐心讲解填报流
程，确保填报数据真实有效，提高普查
登记的效率和质量，推动“五经普”工
作走深走细走实。

把脉经济摸家底，普查成果共同受
益。普查现场登记作为经济普查的核
心环节，影响着整个普查的数据质量和
普查进程，我市全体普查员将会不遗余
力完成普查现场登记工作，认真做好普
查登记阶段数据的采集、审核、验收、汇
总等数据处理工作，下好经济普查关键
棋，为摸清首府经济“家底”，推动首府
经济高质量发展，落实五大任务提供科
学翔实的普查数据服务。

我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现场登记工作正式启动

和林格尔新区：聚焦聚力“融”“干”“效”项目建设“跑起来”
●本报记者 刘丽霞

（上接第1版）青资冷链、中农联、明品福
等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承载项目已办
理完成前期手续，全部开工建设；沙良物
流园海关监管区及仓储设施补短板、嘉和
物流园区升级改造等陆港型国家物流枢
纽承载项目目前正在办理前期手续。建
设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13个。

以商招商成效显著。2023年全市各
级工商联聚焦“六大产业集群”和17个主
要产业链条，深度参与自治区层面举办的
重点民营企业招商引资活动，与20余个
全国性行业商协会搭建招商引资平台，深
化与外埠内蒙古商会沟通合作，在深圳内
蒙古商会、安徽内蒙古商会、日本国内蒙
古企业家商会设立招商引资联络处。赴
13个外埠内蒙古商会开展招商引资推介
活动46次，举办30场次专项招商引资大

会，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举办6
场重点项目推介活动。

搭建平台纾困解难。健全各级领导
干部联系民营企业、商协会工作制度，科
学设置走访举措，开展送服务、送政策、送
信息、送经验活动，为企业发展和商会建
设“把脉开方”。2023年全年首府统战系
统共走访民营企业1454家，为企业解决
生产经营实际困难问题111个。高质量
完成“两优”专项行动，精简优化市级行政
权力及公共服务事项。115项高频事项
实现“一件事一次办”，1040项政务服务
实现“一网通办”，839项事项实现“全程
网办”，978项事项实现“掌上办”。用好

“蒙企通”“96888”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等民营企业服务平台，努力做到政企沟通

“零距离”、解决问题“零停滞”、政策落实

“零障碍”。全年通过线上惠企平台上传
优惠政策 514条，处理各类民营企业生
产、经营、发展诉求713件，预计为企业挽
回损失5882.6万元。

融资政策精准滴灌。我市发布重点
项目融资需求册和金融产品册，实现爱
青城App线上查询金融产品。各部门联
动积极推进“信易贷”平台助企融资，
2023年上半年为企业放款7348万元，累
计放款金额 3.12亿元。匹配 2000万元
建立风险补偿资金池，帮助小微企业融
资近亿元。综合呼和浩特中小企业融资
综合信用服务平台数据显示，目前全市
注册企业 27823家，近一年成功融资 35
笔，融资金额 1.03亿元，累计发放贷款
135笔，发放贷款金额 3.42亿元。市工
商联成立金融工作专委会，为中小微企

业融资“一对一”把脉问诊，为11家企业
解决融资4880万元。

选树典型赶超争先。我市积极营造
争先争优氛围，伊利集团、中环晶体、阜丰
生物等10家民营企业入围2023年内蒙
古民营企业百强；伊利集团、中环晶体、阜
丰生物等6家企业入围2023年内蒙古制
造业民营企业50强榜单；中环光伏、金宇
生物、欧晶科技等7家企业入围2023年内
蒙古科技创新民营企业30强榜单；西贝
餐饮、蒙草生态、蒙西建设等5家企业入
围2023年内蒙古服务业民营企业20强
榜单；呼市呼伦贝尔商会、呼市青年商会、
呼市兴安盟商会3家商协会荣获自治区

“四好”商协会荣誉；蒙清、燕谷坊、蒙草生
态等8家企业获评内蒙古“万企兴万村”
行动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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