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一步，呼和浩特市将按照自治区党委、
政府的部署要求，全面落实《自治区招商引资
三年（2023-2025年）行动方案》，切实优化
营商环境，全力做好招商引资工作。

一是找准“突破点”，切实壮大首府产业基础

今年拟实施重点项目 1100个、计划投资 1200
亿元。紧盯“六大产业集群”，对于乳业、硅材料、生
物医药、大数据4个优势明显、有一定竞争力的产业
集群实施“拔尖计划”，重点推动伊利液奶三期、奶粉
二期、蒙牛九期奶粉工厂、圣牧低温乳制品、内蒙古
大数据交易中心、中环领先半导体二期、华耀三期、
金宇兽用疫苗智能制造示范工厂等项目开工建设。
对于清洁能源和现代化工两个有一定基础和潜力优
势的产业集群，实施“强链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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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进中石油呼石化扩能
项目，推动实现“蒙油蒙炼”。同时，积极打造国家物
流枢纽经济示范区，争取获批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
建成运营伊顺、申通、圆通、中通、韵达、九州通等区
域性物流总部基地项目，加快建设中农联、明品福、
中粮贸易等项目，建成区域物流集散中心。

二是找准“支撑点”，持续提升园区承载能力

打造金桥经济开发区、敕勒川乳业开发区、经济技
术开发区、托清经济技术开发区4个千亿级园区，和林
格尔乳业开发区、和林格尔新区2个500亿级园区，综
合保税区、航天经济开发区2个200亿级园区。

三是找准“发力点”，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市级层面抽调85名领导干部组成“六大产业集群”招
商专班，各旗县区抽调200余人组成专业招商队伍，全力
推动招商引资工作。围绕招商引资、推动产业发展和项目
建设，开展干部担当作为专项考核。继续在各旗县区举办
高质量发展现场观摩会，通过比招商、比落地、比投产达
效，激发全市上下真抓实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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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林县正邦5万只奶山羊养殖基地项目

围绕“六大产业集群” 绘制精准招商图谱

推进实施重点项目 1100个，年度计划投资 1284
亿元；

新引进亿元以上项目任务目标 400个，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任务目标 500亿元，全年新签约项目不少于
1000个，协议投资额不少于6000亿元；

1000项事项实现“掌上办”，旗县区70%以上政务
服务事项实现“一网通办”。

……
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既是首府经济稳定增长的

“核心支撑”，也是首府打造“六大产业集群”的重要引
擎。2023年，呼和浩特市将以“非常之力”建机制，以

“非常之为”招项目，以“非常之举”优保障，实现重点项
目建设、招商引资、项目服务保障质的提升和量的增
长，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最强动力。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决
策部署，认真落实全区招商引资暨优化营商环境大会
精神，呼和浩特市紧紧围绕国家和自治区重大战略、政
策导向和资金投向，聚焦打造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着
力以新理念谋划新项目，以新项目积蓄新动能，持续在

“链”上发力，向“质”上聚焦，以更多“含金量”多、“含新
量”高、“含绿量”足的大项目、好项目，实现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和跨越式发展，昂首迈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新天地。目前，全市共推进实施 2023 年重点项目
1100个，年度计划投资 1284亿元。为保证项目顺利
实施，呼和浩特将采取四方面措施，加快推动重点项目
建设。

——加快手续办理。落实《快审快办二十条措
施》，通过开展集中审批月，加快推进新建项目的手续
办理，针对项目前期工作中立项、用地规划、工程规划、

环评、能评、水保、施工许可等主要手续，全面优化项目
审批流程，高效推进项目尽快具备开工条件。

——强化项目调度。统筹储备一批、推进一批、建
设一批、竣工一批，实行重点项目分级包联、专班推进、
协同联办机制，建立分级、分期项目调度台账，制定重
点项目开工时序作战图，推动 2023年项目“开春即开
工”，提前谋划上半年两次重大产业项目集中开工活
动，紧锣密鼓推动项目加快建设。

——做好要素保障。统筹落实能耗、资金需求，全
力做好重大项目要素保障，推动项目早开工、早建设；
积极争取 2023年中央预算内资金、专项债资金，用好
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资产盘活贷，统筹抓好项目资
金使用进度，保障重点项目顺利建设。

——加强项目谋划。紧紧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新能源替代等重大战略机遇，超前布局
重大基础设施，充分利用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
基地、乳制品先进制造业集群、废旧物资循环利用示范
城市、北方清洁取暖示范城市等国字号品牌，谋划一批
投资体量大、示范带动效应好的重大项目，加快前期工
作，推动项目尽快落地建设。

按照全区招商引资暨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要求
及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的安排部署，呼和浩特市区域
经济合作局将瞄准2023年度“新引进亿元以上项目任
务目标400个，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任务目标500亿元，
全年新签约项目不少于 1000个，协议投资额不少于
6000亿元”的招商引资目标任务，统筹调度各旗县区
和有关部门把招商引资摆在突出位置，围绕主导产业，
开展精准产业链招商，持续引进建设一批延链、补链、
强链的大项目、好项目，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精准制定包括“六大产业集群”、战略性新兴
产业、现代服务业及新经济、新业态为主要内容的 66
个招商产业目录，做到定位精准、方向明确。

——明确招商引资责任主体。招商引资工作领导
小组与招商主体签订招商引资责任状，量化任务指标，
全年共引进项目不少于 1000个。根据“六大产业集
群”等重点产业区域分布，确定重点招商目标区，强化
产业链招商。通过与知名商协会、专业机构等百家联
盟成员单位合作招商，通过承办国家向北开放经贸洽
谈活动、中蒙博览会、全球乳业大会以及招商引资推介
等大型活动展示“美丽青城、草原都市”的魅力与活力。

——开展在谈未签约项目“大对接行动”。通过市
级统筹、地区联动、专班推进，争取在谈项目早日签约
落地。开展签约未落地项目“大起底行动”，建立从项
目签约注册到开工等系统性整体性工作机制，纳入“精
准招商及项目管理平台”进行调度推进，确保项目推进
工作高效执行、迅速落实。开展招商进展“大点评、大
排名行动”，通过建立完善“通报、调度、点评”制度，盯
进展、找问题、上举措、要成效。开展招商成效“大考
核、大奖励行动”，通过召开全市招商引资动员表彰大
会，激发全市上下对标先进、比学赶超抓招商的干劲和
热情，把招商引资工作实实在在抓起来、见成效。

2023年，呼和浩特市行政审批局以更好满足市场
主体和人民群众办事需求为核心，以打造全区一流政
务环境为目标，把加强项目服务保障作为“强首府”工
程的重要内容，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不断
提升投资项目建设的便利化水平，努力为项目建设提
供更加高效的服务环境。

——优化升级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到 2023年

底前，除法律法规规定或涉及国家秘密等特殊情形外，
市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基本实现“一网通办”，1000项事
项实现“掌上办”；旗县区70%以上政务服务事项实现

“一网通办”。
——深化呼包鄂乌“四城通办”。以“云见面”服

务、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为依托，加快推动呼包鄂乌政
务服务一体化协同发展，到 2023年底前，640项依申
请行政权力事项和360项公共服务事项实现呼包鄂乌

“四城通办”，让群众和企业办事不再“两地来回跑”。
——开展集中审批活动。年初从发改、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等部门抽调骨干力量成立审批专班，在政务
服务大厅采取集中办公的方式，利用1-3月的时间，通
过集中联动审批解决项目前期手续存在的问题，推动
项目建设早日落地实施。

——扩大工业项目“拿地即开工”覆盖范围。全面
推行“项目前期策划生成”和“工业用地带方案出让”，
在企业拿地前提前介入、主动服务，通过信用承诺、并
联审批等方式，推动重点工业项目“建设用地出让、规
划许可、不动产证、工程规划许可和施工许可”实现“五
证联发、一日办结”。

——对社会投资房屋建筑项目实行“4×100”接
力跑服务模式。针对建设项目用地、规划、建设、竣工
等不同阶段，由发改、自然资源、住建等审批部门组建
服务专班，帮助企业办理本部门职能范围内的审批手
续，变企业群众“折返跑”为政府部门“接力跑”，切实提
升审批效率。

——推行全程帮办代办服务。目前，呼和浩特市
本级和9个旗县区已全部组建了由各职能部门业务骨
干组成的帮办代办队伍。企业在办理审批手续时，可
随时到市本级或 9个旗县区政务大厅帮办代办专区，
申请免费帮办代办服务。各部门通过会商联审机制，
共同协调解决企业审批手续办理过程中的难点问题。

呼和浩特：打造高质量发展“硬核力量”
◎本报记者 郑学良 呼和浩特日报记者 刘军 李海珍

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认真对标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
狠抓产业项目和实体经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推动首府经济高质量发展。

加快推进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承诺制改
革，126个项目开工时
间平均提前近 2个月，
为企业节约财务成本
近 5 亿元；制定《重点
项目快审快办二十条
措施》，开展项目“集中
审批月”活动。积极落
实税费减免政策，全年
退税减税降费超 100
亿元。将市本级 820
项事项纳入“一网通
办”，707 项事项纳入

“全程网办”。建成 20
家小微企业创业创新
示范基地（其中国家级
示范基地 2 家），入驻
企业1506户。认定25
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
示范平台（其中国家级
示范平台 4家），为 1.6
万户企业提供服务。
呼和浩特市在 2022年
全区营商环境评估中
排名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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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围绕“六大产业集群”分别制
定三年行动方案、组建招商专班、制定招商图
谱，2022年签约项目703个，其中254个项目
已经开工，实际到位区外资金418.4亿元，实
际利用外资4.07亿美元。绿色农畜产品加工
产业集群方面，深入推进伊利现代智慧健康
谷、蒙牛产业园等重大项目，伊利液奶、奶粉、
智慧牧场项目和蒙牛5G数字工厂低温奶、鲜
奶、奶酪项目建成投产，乳制品集群成功入选
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清洁能源产业集群方
面，金山电厂2×66万千瓦扩建项目并网发
电，远景40万千瓦碳达峰先行示范基地、天能
重工15万千瓦风电等项目基本建成；大唐
200万千瓦新能源打捆外送项目正在建设；新
签约了三峡集团抽水蓄能及风光储一体化能
源基地项目。现代化工产业集群方面，推动
中石油呼石化和中海油天野化工战略重组，
久泰煤制乙二醇、旭阳制氢等项目已经投产；
旭阳集团精细化工等项目正在开展前期。新
材料与现代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方面，启动建
设了中环产业城，华耀二期、圣钒二期三期、
东方电气智慧能源产业基地等项目全部投
产，鑫环10万吨颗粒硅、鑫华1万吨电子级多
晶硅等项目正在加快建设；引进了正泰集团
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园、国纳新材料等项
目。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方面，金河佑本疫苗
生产基地、华希生物动物疫苗、长盛制药扩建
等项目已全部投产；引进了溢多利2万吨生
物酶制剂、普泽生物国家益生菌产业化示范
项目等28个项目。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方面，
重点建设了和林格尔新区金融数据中心，中
行、农行、农信社、移动二期、电信二期等数据
中心项目全面开工；国家互联网骨干直联点、
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开通运行；引进了
华为云和林格尔数据中心、交通银行数据中
心和国家级气象高性能计算机迭代工程等项
目。总部经济方面，引进了国电投、华为、中
石化、国家能源集团、京东、远景、航天六院等
区域总部基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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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实施“五个大起底”
行动，纳入起底范围的 1255
项待批手续和 80 项补批手
续全部办结；消化批而未供
土地1.2万亩，处置闲置土地
0.6万亩，均超额完成年度任
务；6亿元的沉淀资金已全部
收回；三环路、巴彦路、金海
路等“半拉子”工程全线贯
通；开发区 15户“僵尸企业”
占用的 132公顷土地已全部
盘活，13个长期停建项目已
整治完成 10 个。推动金融
助力产业发展，协调各金融
机构为企业直接融资 1380
亿元、授信540亿元；欧晶科
技在深交所主板上市。加快
建设全区人才中心和科技创
新高地，全国唯一国家乳业
技术创新中心获得科技部批
复，自治区动物疫苗技术创
新中心和草（种）业技术创新
中心获批建设；深入实施 3
年“十万大学生留呼工程”，
3.2 万名大学生留呼就业创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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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林格尔新区智能制造
产业园二期项目

上海韵达货运有限公司内
蒙古快递电商总部基地项目

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

旭阳中燃

1月 29日，全区招商引资暨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在呼和浩特市召开。这是兔年新春内蒙古召开的第一个全区性大会。
作为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将如何交出满意答卷？

全面吹响招商引资“冲锋号”

加快推进“双一千”重大项目建设

为项目建设提供高效服务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