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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4月 12日讯（记者 杨帆）
自治区国资委最新消息：近日，包钢集
团与内蒙古森工集团签订 1500万元
的林业碳汇交易合同。这标志着，自
治区国资系统在推动具有地区特色的
碳汇交易市场建设方面迈出了具有实
质性意义的重要一步。

据悉，为了推动绿色发展，按照自
治区党委、政府的统一安排部署，自治
区国资委从4个方面对全区有关国有
企业做好碳汇工作提出要求：一是要
认真研究国家政策，学习和借鉴先进
地区经验，在碳汇方法学及产品开发
等方面充分考虑与全国碳市场衔接，提
升参与全国碳汇交易市场建设的能
力。二是探索自治区国资系统国有企
业协同做好碳汇储备、碳汇交易、碳汇
产品价值实现的工作机制，做大做强林
业碳汇产业，为重点节能降耗、减排企
业获得更大绿色发展空间提供支撑和
服务。三是发挥碳汇产品金融服务功
能，更好地服务碳汇交易经营主体。四
是加强区域碳汇交易市场规划研究，围
绕交易平台建设优化碳汇交易机制，完
善交易流程，提高交易质效，促进自治
区碳汇市场规范、统一建设。

内蒙古2家国企签订碳汇交易合同

本报4月12日讯（记者 杨帆）内
蒙古电力集团最新消息：2023年蒙西
电网迎来大规模新能源并网发电潮，仅
一季度，蒙西电网新能源发电量同比增
长近30%，实现了高速增长，新能源电
力正逐步成为蒙西电网主力电源。

近日，内蒙古电力集团电力调控公
司组织网内500多家风、光、储能企业，
召开2023年度新能源调度工作会。会
议立足落实国家“双碳”战略和自治区

“两率先、两超过”目标，分析新能源大
规模并网、储能增速较快、经营主体多
元化等形势下面临的新挑战部署全年
工作，以推动新能源调度运行管理水平
不断提升，多措并举推动新能源消纳。

为了建成国家重要的能源输出基
地，内蒙古电力集团依托优质的风、光
资源，持续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蒙
西电网年末新能源装机规模有望突破
500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占整体并网
装机比重将接近50%，为助力自治区能
源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和构建形成以新
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贡献力量。

蒙西电网新能源发电量高速增长

本报4月12日讯（记者 高慧）记
者从巴彦淖尔市商务局获悉，在 3月
底举办的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食品展
览会上，由15家外贸企业组成的巴彦
淖尔“出海抢单团”，3天“抢回”1000
万美元订单。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食品展览
会是企业开拓中亚市场的重要平台，
本届展会我市商务代表团现场新签订
单37笔，签约金额300多万美元，累计
达成意向成交超1000万美元，主要涉
及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
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的客户。”
巴彦淖尔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外，巴彦淖尔市商务代表团成
功对接境外投资合作项目 2个，其中
哈萨克斯坦枸杞园建设项目新增投资
200万美元，完成种植技术出口备案
金额28.5万美元。

这是今年巴彦淖尔市商务代表团
第2次奔赴最前沿“抢订单、拓市场”。
就在1个月前，由31家外贸企业组成的

“出海抢单团”刚刚参加完2023年“蒙商
丝路行”首场海外经贸活动。为推动巴
彦淖尔市外贸保稳提质，巴彦淖尔市商
务局一方面鼓励引导农产品、农业机械、
精细化工、纺织服装等重点行业、重点企
业“走出去”巩固传统市场份额，另一方
面加大力度开拓新兴市场，今年计划有
序开展多次海外经贸活动，进一步拓展
与中亚、东盟等地区的投资合作路径。

巴彦淖尔“出海抢单团”3天
“抢回”1000 万美元订单

本报 4 月 12 日讯（记者 李永
桃）记者从自治区价格监测和认定中
心获悉，3月份，全区小麦、玉米、大豆
收购价格走低，主要成品粮零售价格
涨跌互现。

3月份，全区粮食主产地小麦、玉
米、大豆三种粮食混合平均收购价格
为 186.96 元/50 公 斤 ，环 比 下 降
2.33%，同比上涨 2.42%。全区粳米、
特一粉、标准粉、玉米粉零售价格分别
为每 500克 3.11元、3.08元、2.50元、
2.6元，与上月相比，特一粉、标准粉零
售价格分别上涨 1.99%、2.46%，玉米
粉零售价格下降 2.99%，粳米零售价
格持平，与去年同期相比，粳米、特一
粉、标准粉、玉米粉零售价格分别上涨
0.32%、6.21%、7.76%、1.56%。

专家分析指出，从后期影响粮价
运行的主要因素看，供需关系变动以
及国内、国际粮食市场预期等都会对
粮价的走势产生影响。具体分品种来
看，小麦价格弱势运行，玉米价格偏弱
震荡，大豆价格稳中偏弱。

我区主要成品粮零售价格涨跌互现

执行主编：许晓岚 责任编辑：康丽娜
版式策划：杨慧军 制图：安宁 2023年4月13日 星期四

■邮箱：nmgrbtpgj@163.com6 / 经济周看 /

时至又一个春天，包头市传出最新消
息：当地展开新一轮消化闲置土地与招商引
资行动，坚定信心提升亩均效益。回顾
2022年，包头市超额完成了批而未供、闲置
土地大起底任务，引进亩均产值超 3000万
元项目 27 个、超 1000 万元项目 50 个、超
500万元项目86个。

土地是支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土地资源愈
加紧缺已是不争的事实。包头市的实践，是
这个时代留给历史发展的标志性记忆……
它折射出内蒙古着力提升亩均效益、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雄心壮志。

面对土地要素制约，内蒙古以亩均效益
论英雄，创新思路，盘活存量，优化增量，唤
醒“沉睡”的土地，推动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实现土地效益最大化，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
程上步履铿锵。

5年全区工业园区
亩均产值提高50%左右

阳春三月，沉寂 10年的兴安盟辰龙煤
化工有限公司“动”起来了！

公司项目建设现场，机器轰鸣，车辆穿
梭，一派繁忙景象。很难想象，过去 10年
里，这片土地一直处于闲置状态。

2009年7月，辰龙煤化工有限公司开工
建设年产200万吨洁净煤项目，受制于资金
周转困难，项目于2012年停建，厂区土地一
直闲置。

为了提高亩均效益，2022年，在“五个
大起底”行动中，兴安盟通过化解企业债务
等措施，让辰龙煤化工有限公司这个沉寂
10年的停产企业重现生机。

“感谢政府为我们排忧解难，让企业重
获新生！”兴安盟辰龙煤化工有限公司董事
长杨文激动地说。

发达国家和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成功
实践无一例外地证明：在转型发展中，让“沉
睡”的土地“醒”过来、“忙”起来，让停产的企
业“动”起来、停建的项目“跑”起来，全力提
升亩均效益，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
路。

也因此，针对土地等资源闲置浪费与低
效运转、亩均效益亟待提高等问题，2022
年，内蒙古宣布对待批项目、“半拉子”工程、
闲置土地、开发区建设等五个方面全面起
底。

与此同时，在节约集约利用资源的基础
上，内蒙古发出全区动员令：

“转变资源开发和招商引资方式，算清
长远账和精细账，提高亩均产出和效益，积
极参与重点产业项目建设，努力实现经济效
益最大化。”

“继续开展园区整合，强化对各类开发
区的亩均产值和税收考核，现有园区项目没
有饱和前不得再新建扩建园区。”

……
大道如砥，大势如潮。为了提高亩均效

益，内蒙古打出配套组合拳。
——出台文件要求各地把好节约集约

用地政策关，明确入园项目亩均产值、投资
强度标准，明确到 2025年全区工业园区亩
均产值比2020年提高50%左右……以亩均
效益论英雄的内蒙古，决心以可量化指标开
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全力推动区内 130个万亩、690个
千亩、240 个百亩粮食增产示范区项目建
设和高标准农田建设……以亩均效益论英
雄，内蒙古在广袤的沃野田畴播撒希望之
种。

——对亩均效益排名靠前的园区优先
安排用地，排名靠后的园区以暂缓供地等方
式倒逼其提升亩均效益……层层传导压力
促转型，成为内蒙古以亩均效益论英雄的

“先手棋”。
坚定信心谋“蝶变”，创新思路向有限的

土地要效益，变存量为增量，集中力量打好
“低效用地、闲置土地清理开发”“存量资源
盘活利用”等组合拳，内蒙古为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磅礴力量！

创新思路，以产业高端化安身立命，让“沉
睡”的土地“忙”起来，提高亩均效益……每一次
努力都在改写历史。

2022年底，巴彦淖尔经济技术开发区与内
蒙古芳芳蜜语食品有限公司签下项目用地投资
协议——盘活土地资源中，巴彦淖尔市首个“标
准地”工业转型项目由此落地。

近日，鄂尔多斯市总装机容量 1600万千瓦
的风电光伏基地“先导工程”项目开工。

据悉，这个项目建成后，亩均投资将突破
1600万元，对产业低碳绿色转型发展具有里程
碑式的重大示范意义。

毫无疑问，这是内蒙古以亩均效益论英雄为
导向推动经济提质增效的生动实践。

因为，上述“标准地”，是在项目完成区域科
学评估基础上，明确亩均投资、亩均税收、环保等
控制性指标并要求企业履约承诺而出让的土地。

其实，这样的“标准地”供应，内蒙古早有目
标：力争到2024年底前，全部新增工业用地实现

“标准地”出让。
2022年至今，各盟市已出让和达成意向出

让的“标准地”超过万亩，全力推动工业以亩均效
益论英雄。

变化不只在工业领域。
2022年，各盟市增建高标准农田400万亩，

全区高标准农田增至 4989万亩，有效支撑粮食
产能500亿斤。

顺时代潮流，立时代潮头；行发展大道，铸发
展之基。以亩均效益论英雄，内蒙古“腾笼换
鸟”，优势产业集聚度不断提高、高端产业发展提
速、亩均效益稳步提升。

2022年，全区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投
资增速高达33.6%、91.6%，工业园区亩均投资增
至 200万元左右，亩均产值增至 122万元左右，
亩均税收增至8.3万元左右——内蒙古阔步走进
以高端制造业强势助推亩均效益持续提升新时
代！

2022年，全区粮食亩产增至748斤，粮食总
产量跃居全国第六位；部分子项目已投产的伊利
现代智慧健康谷全部建成后，项目区亩均产值、
税收将创亚洲乳品工业园之最——内蒙古以提
升亩均效益、端牢“中国碗”的远大抱负扛起建设
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的重大使命！

成绩殊为不易，奋斗未有穷期。在梳理成绩
的同时，更要清醒看到，我区产业园区亩均能效
和产值与全国平均水平还有一定差距，内蒙古依
然是欠发达地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依然需要我们跨越新的“娄山关”“腊子口”。

行动关乎使命，选择昭示明天。也因此，就
如何提升亩均效益，内蒙古的决策部署放眼未
来：

加快建设现代化园区——用好“五个大起
底”成果，强化亩均投资论英雄、亩均产值论英
雄、亩均降耗论英雄导向。

推行“区域评估+标准地”模式——大幅提
高入园产业项目能效，全面提升园区产业集中度
和绿色化发展水平。

……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自治区发改

委副主任、高级经济师张永军提出，以亩均效益
论英雄，必须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中倒逼企
业通过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全力引进含金量
高、含新量高、含绿量高、含碳量低的项目。

任重道远，行则必至；攻坚克难，有志竟成。
节约集约利用资源，让“沉睡”的土地“忙”起来，
创新思路坚持亩均效益论英雄，向着高质量发展
的方向不断前进，内蒙古大有可为！

创新思路
推进产业高端化发展

以亩均效益论英雄以亩均效益论英雄，，内蒙古内蒙古““腾笼换鸟腾笼换鸟””，，推动推动优优势产业集聚势产业集聚、、高端产业提速高端产业提速、、亩均效益提升亩均效益提升

一亩地的产值，想象空间有多大？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帆杨帆 康丽娜康丽娜

呼和浩特新机场项目航站楼主体结构、钢结构已完成施工。 常永强 摄

大路工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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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个兆瓦级铁-铬液流电池储能示范
项目在霍林郭勒市成功试运行。

一亩地的产值，想象空间究竟有多大？
2023年，内蒙古恒星化学有限公司给出自己的

答案：
该公司年产12万吨高性能有机硅聚合物项目

已正式投产。项目占地500亩，达产后年创产值25
亿元。项目投产的深远意义在于：每年上游企业十
几万吨甲醇与氯化氢等副产品被“吃干榨尽”，亩均
产值高达500万元，实现了资源循环利用与产业高
质量发展。

内蒙古正在以尽可能少的土地投入获取较大
收益、以亩均效益论英雄。

为了提高亩均效益，2022年初，自治区发出“以
亩产论英雄”的时代强音，一场创新举措盘活存量、
优化增量的全力推动经济提质增效行动在内蒙古
大地浩荡成势。

巴彦淖尔市盘活可用土地大力发展粮油、乳肉
绒、果蔬等重点产业，并提出用3年时间推动全市三
分之一优质耕地亩均产值达到2万元以上——当地
通过发展优势特色产业走上提质增效的希望之路。

包头稀土高新区收回多块已出让的低效运转
与闲置土地开展亩均效益评价，引进科田磁业年产
8000吨钕铁硼、英思特稀磁等一批高端项目，盘活
低效运转及闲置土地2679亩——内蒙古首个国家
级高新区通过土地效益评价、选优招商走上提质增
效的希望之路。

鄂尔多斯市重点开展园区实力提升、效益提
升、创新提升、配套提升、软环境提升五大行动，强
调亩均效益评价，持续倒逼企业提升产业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水平——内蒙古第一经济大市
凭借“五个提升”走上提质增效的希望之路。

锡林郭勒盟至2022年底消化批而未供土地近
万亩、处置闲置土地 900亩，一批“僵尸”企业与项
目“寿终正寝”，大批被“唤醒”的土地上，差异化竞
争优势明显的肉食品深加工等高质量项目陆续开
工建设——素有“天堂草原”美誉的锡盟重点通过
节约集约利用存量土地走上提质增效的希望之路。

通过腾退低效运转土地和环保、资源利用等 9
项区域评估，赤峰市完成首宗工业项目“标准地”出
让并用于有色金属高端新材料产业园项目建设，项
目投产后亩均产值将超过600万元，亩均税收将超
过20万元——内蒙古第一人口大市通过高端产业
与土地“联姻”走上提质增效的希望之路。

……
腾退一批低效、倒闭企业，换入一批优质企业，

推动土地等资源要素从低效企业流向优质企业
……新时代的内蒙古创新性地赋予“腾笼换鸟”丰
富内涵，并誓将行动进行到底。

时光不舍昼夜，连起过去、现在和未来，铭记光
荣与梦想。以亩均效益论英雄，以土地资源高效配
置和合理利用为主攻方向盘活存量、优化增量，内
蒙古走出关键一步。

2022年，内蒙古消化批而未供土地13.3178万
亩，处置闲置土地7.75万亩……曾经“沉睡”的土地
上，一批“种、养、加”结合、“研发、产、销”深度融合
的全产业链项目落地，一批辐射带动能力强、以产
业高端化安身立命的企业安家落户。

盘活存量优化增量高效配置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