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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迸发新活力 成果转化加快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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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高新区聚焦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
大任务，加持国家“沙戈荒”、先进高载能产业“西聚”、
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
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意见》等政策机遇，让企业赢得
战略主动。近日，阿拉善乌兰布和350万千瓦立体风光
氢治沙制取航空燃料一体化示范项目签约仪式在高新
区举行，项目总投资254.33亿元，建设防沙治沙与新能
源一体化发展的零碳产业基地，实施亿利阿拉善基地
100万亩锁边林带+3.5GW立体生态风光氢治沙+30万
吨可持续航油(SAF)项目。项目建设期为2024年 3月
—2025年 7月，项目建成后，每年可增加收入58亿元。

“本项目按照‘绿化+绿电+绿氢+绿色航油’的创新低碳
发展模式，规划建成 3.5GW 风光电站，年均发电量达
64.5亿度。”亿利资源集团总裁尹铖国介绍说。

据了解，该项目是阿拉善高新区、示范区深入贯彻
落实《关于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
代化新篇章的意见》的生动实践，将为推动黄河“几字
弯”阿拉善立体生态光伏治沙产业化工程提供有力支
撑。阿拉善高新区风能、光热资源属于国家 I类资源
区，是大型风电、光伏和光热项目最理想的建设区域。
石墨、萤石、硅石等多种资源储量位居全国前列，电、蒸

汽、天然气等生产要素价格优势突出，盐、煤、氢、苯、
醇、硫酸、盐酸、烧碱等化工原料齐备。为了让每个项
目建设都如鱼得水，年初以来，阿拉善高新区紧紧围绕
建设全国重要的亿千瓦级清洁能源大基地，立足化工
产业绿电消纳和电价洼地优势，着力打造绿能替代转
化应用示范区、区域绿能合作示范区，不断撑高工业经
济发展“天花板”。同时，聚焦重点项目再攻坚，加快推
动在建项目多投快建，切实以项目建设之“进”支撑经
济发展之“稳”。

近日，也是冲刺“全年红”的关键时刻，从重大产业
项目建设现场的火热，到工厂车间高速运转的机械，再
到各部门上门服务助企纾困，阿拉善高新区认真贯彻
落实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奋力
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意见》，坚定信心不动摇，
咬定目标不放松，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
感、坐不住的责任感，全力以赴拼经济、拼发展。连日
来，内蒙古庆华集团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合成氨项目生
产车间，生产正在有序进行中。公司员工为保证一些
订单按时交付，加班加点奋战在一线，多条生产线正开
足马力生产，工人各司其职，赶制订单，公司上下共同
努力，化压力为动力，全力打好今年的收官战。内蒙古

庆华集团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经理芦钾说：“在高新区各
级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公司20万吨/年合成氨项目
顺利投产，9月 13日产出合格产品。该项目的顺利投
产为我公司产业链的延伸、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近日，国务院印发的《意见》为我们企业下一步发
展指明了方向，我们企业将持续走好转型升级发展之
路，不断向产品高端化、多元化迈进。”

重大项目是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抓项
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在阿拉善高新区
各重大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工程车辆
来回穿梭，施工人员忙碌作业，一个个重点项目在此落
地、汇聚、生长。2023年，高新区新、续建盟级重点项
目35项，总投资565.1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16.9亿元，
完成年度计划投资86%。截至11月底，开复工项目35
项，开复工率达100%。

“下一步，阿拉善高新区将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主攻
方向，紧盯‘链主’企业，做好强链补链延链文章，同时加
大外出招商推介力度，在原有主导产业和产业创新集群
的基础上，向低碳经济、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先导产业
重点发力，加快打造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新阵地。”阿拉善
高新区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局长曲建洋告诉笔者。

抢抓创新发展新机遇 夯实高质量发展底盘

冬季的阿拉善尽管天寒地冻，但走进阿拉善高新区，处处是一派高质量发展的勃勃生机，从火热的重大产业项目建设现场，到工业企
业车间紧张忙碌的生产一线，再到各部门上门服务助企纾困，处处奏响着工业经济和工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宏大乐章。阿拉善高新区抢
抓贯彻落实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意见》重大机遇，以推进高质量发展为主线，积极对
标、借势借力、狠抓落实，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迈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坚定步伐。

阿拉善高新区作为内蒙古自治区首批生态工业园示范点、循环经济工业示范区、自治区级重点工业开发区，资源禀赋佳、工业门类全、
产业集群多、服务意识强，很多特色高端“源字号”“最字号”产业产品享誉全球。近年来，阿拉善高新区紧紧围绕做大做强做优以工业为主
体的实体经济，坚持绿色发展、循环发展、特色发展、创新发展，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做好增强新
动能加法和淘汰落后产能减法，加快壮大增量经济，园区产业集聚发展，实现了量增质更优，有效确保了园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如今，阿拉善高新区已基本构建起以盐化工、煤化工、精细化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绿色生态产业为主导的循环经济格局，走出了一条
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阿拉善高新区先后获得自治区第一批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首批生态工业园示范点、
循环经济工业示范园区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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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创新驱动发展新优势打造创新驱动发展新优势
书写工业经济腾飞新篇章书写工业经济腾飞新篇章 阿拉善高新区是内蒙古第一大循环精细化阿拉善高新区是内蒙古第一大循环精细化

工园区工园区，，近年来近年来，，阿拉善高新区持续推进工业集阿拉善高新区持续推进工业集
中集聚集约发展中集聚集约发展，，形成了盐化工形成了盐化工、、煤化工煤化工、、精细精细
化工和新材料化工和新材料、、新能源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新能源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

阿拉善高新区新能源布局阿拉善高新区新能源布局““加速落子加速落子””，，风电光伏风电光伏““比翼齐飞比翼齐飞””。。

阿拉善高新区是内蒙古第一大循环精细化工园
区，近年来，该高新区持续推进工业集中集聚集约发
展，形成了盐化工、煤化工、精细化工和新材料、新能源
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

盐、煤、精细化工等传统产业已成规模，20多种化工
产品占全球市场份额50%以上，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金
属钠、高纯钠、氯酸钠、靛蓝等生产基地，被誉为“世界钠
都”和“靛蓝之都”。氨基甘油填补国内空白，内蒙古最大
的食品级蛋氨酸生产基地即将建成，这些产品、项目在全
国乃至全球制造业供应链、产业链中具有重要地位，市场
空间巨大。相继引进聚碳硅烷、石墨烯涂料等军工、航
空、航海材料产业，金属钠、钾、锂等碱金属和特种合金材

料产业，推动阿拉善高新区经济和产业换道超车。围绕
建设全国重要的亿千瓦级清洁能源大基地，立足化工产
业绿电消纳和电价洼地优势，着力打造绿能替代转化应
用示范区、区域绿能合作示范区，不断撑高工业经济发展

“天花板”。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快速崛起，让阿拉善
高新区在全国化工行业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近日，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布公告，中盐内蒙
古化工钠业有限公司金属钠产品成功入选第一批自治
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标志着阿拉善盟实现自治区
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零”的突破。该企业现已建成
世界产能最大的 6.5 万吨/年金属钠生产线、国家 863
计划项目800吨/年高纯钠生产线、国内单套产能最大

的 11万吨/年氯酸钠生产线，同时还建成了 2万吨/年
三氯异氰尿酸和1.5万吨/年氰尿酸生产线。

“我们主要产品有金属钠、氯酸钠、高纯钠、三氯异
氰尿酸、金属锂、液氯、氢气等，产品畅销全国，并出口
欧美、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全国金属钠行业优
势企业之一。”该企业负责人杨富强告诉笔者。

“下一步，我们将深刻把握产业发展大势，聚焦头部
企业引‘优’，围绕产业转移引‘高’，紧扣延链补链引

‘强’，大力发展含氟聚合物等氟硅化工、军工航天等军民
融合、钠硫电池等高端石墨、源网荷储一体化等新能源、
新材料产业，全力构建全国绿色先进高载能低排放产业
集中区。”阿拉善高新区、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柳仙德说。

着力打造高能级、应用型科创平台，推动创新链与
产业链、人才链深入融合贯通，让科创赋能百业。阿拉
善高新区紧紧抓住成果转化应用这个关键，与中科院、
上海交大等 38所高校、科研院所搭建桥梁，推动更多
科技成果由“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走进内蒙古瑞达泰丰化工集团实验楼成品分析
室，笔者看到北京化工大学化学学院博士生王秋臣带
领师弟王柯宇正在对公司现有碳酸钾项目进行实验分
析。据了解，该项课题体现在生产线中后，将为企业整
体节能降耗、工艺优化、降低生产成本起到积极作用。

“目前我们一起合作了 3 个项目，第一个项目是

钠渣的分离和回收、第二个项目是电解质的改造、第
三个项目是氢质碳酸钾的新制备工艺及重质碳酸钾
的提纯，在未来的工作学习生活之中，我们计划是逐
步推进这几个项目进一步的工业发展，并且完成科
技成果撰写，进行科技成果鉴定，同时推进化工大学
和企业共建博士后工作站的成果进行，通过博士后
工作站的建立以及新项目的不断设立，促进学校和
企业双方的科技发展。”北京化工大学化学学院博士
生王柯宇说。

目前，阿拉善高新区园区企业制定了《工业金属
钠》《工业氯酸钠》等行业标准，赢得了国际国内话语

权。现已建成 31 大类 136 家国家、自治区院士专家
工作站、重点实验室等科技研发平台。其中，国家级
绿色工厂 3家、高新技术企业 3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12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家；自治区级
绿色工厂 5家、“专精特新”企业 8家、自治区科技领
军企业 1家，科技企业孵化器 1家、众创空间 2家，自
治区级研发中心、重点实验室等研发平台 18家。引
进国内知名双创机构建设新型科创孵化器，以“数
字+创新+创业”模式为产业发展培育生力军，这些
涌动的创新活力，为进一步推动创建国家级高新区
奠定了坚实基础。

阿拉善高新区作为内蒙古相对集中行政许可和全区首
批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这里素有崇商、敬
商、爱商、护商的优良传统。近年来，阿拉善高新区始终秉
持“厚待投资者 成就企业家”的服务理念，坚持把优化营商
环境作为“生命线工程”，打造稳定优厚的政策环境、便捷高
效的政务环境、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重商亲商的人文环
境，在自治区首创“一企一码”平台，组建千人“帮办代办”
团，设立“入企式”政务服务点，打造“企业开办15分钟服务
圈”，让每一个投资主体都能感受到服务的温度和力度。

在阿拉善高新区玛拉沁社区办事大厅，笔者看到了前
来社区办理营业执照的陶磊，社区工作人员通过高新区

“易小政”综窗助手，与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工作人员进
行实时音视频协同方式办理业务，有效压缩了三级政务服
务站点空间距离，打破了空间界限，将具备业务能力的窗
口延伸至苏木、嘎查（社区），在其网点可获取与高新区同
等服务，极大方便了前来大厅办理业务的居民群众，努力
打通业务办理“最后一米”。

据了解，阿拉善高新区“易小政”综窗助手可以完成包含
工商营业执照注册、变更、注销、小餐饮经营许可、身份证办
理、企业项目手续办理等78项相关业务，并内设“云端政务超
市”，可通过视频连线高新区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大厅，远程
协助群众和企业办理1236项事项，全面提升基层便民利企
服务水平。有了这些政务服务“微”站点，基本可以实现居民

“下楼即可办事”、群众“逛街办事两不误”、企业职工“办事不
出厂区”的美好愿景，政务服务“触手可及、移步可至”。

阿拉善高新区作为全盟工业经济主阵地，在做好居民群
众服务的基础上，服务企业发展更是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推进
中的重头戏。在内蒙古科锐化工有限公司，笔者看到前来上
门服务的“帮办代办”移动办公车，通过送服务、审批上门，为
企业节省时间成本的同时，进一步提高了项目审批效率。

“对于我们企业来讲，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高新区的服务真是体贴周到，将之前的‘静止式’窗口服务
变为‘移动式’上门服务，我们可以不分时段通过‘帮办代
办’服务热线8186818和微信群提交‘帮办代办’事项，申
请上门服务，真正实现了让‘帮办代办’和‘送证上门’服务
常态化。”内蒙古科锐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詹盛奇说。

据了解，阿拉善高新区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全方位为企业手续办理和破解难题提供精准化帮扶，努力
打造辖区内“扶企专版+助企专员”的服务模式，为园区企
业排忧解难，助力企业稳健发展。

同时，阿拉善高新区各园区水、电、路、气等基础配套
与城区加速融合，该高新区科学布局完善城市功能，深入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持续深化跨区域教育联合体系、医疗
共同体系和人才引育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公共服务精准
化、便捷化和均等化水平，让园区企业和居民群众切实感
受到更多“普惠共享”的高品质生活。

不负发展好时光，风鹏正举再扬帆；担当托起梦想，奋
斗赢得未来。如今发展、赶超、跨越已成为阿拉善高新区的
主旋律和最强音，今后，阿拉善高新区将牢牢抓住重大政策
机遇、历史机遇，全面提升开发能级，做大做强高新产业，打
造创新驱动发展的示范区和高质量发展的先行区，用创新
实干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打造“金字”服务招牌
以最优环境促进绿色发展

阿拉善高新区“易小政”综窗助手可以完成包含工商
营业执照注册、变更、注销、小餐饮经营许可、身份证办理、
企业项目手续办理等 78项相关业务。

阿拉善高新区在自治区首创阿拉善高新区在自治区首创““一企一码一企一码””
平台平台，，组建千人组建千人““帮办代办帮办代办””团团，，设立设立““入企式入企式””
政务服务点政务服务点，，打造打造““企业开办企业开办1515分钟服务圈分钟服务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