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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康丽娜

作为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内
蒙古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畅通经济大循
环、探索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等方面具有十分
重要的地位。煤炭、煤电、油气等传统能源
更是内蒙古的起家产业，在稳定经济发展、
确保能源安全方面发挥着兜底保障作用。

近日，《国务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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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简称《意见》），部署了7个方面主要任务，其中明
确提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增强国家重要能源
和战略资源基地保供能力”，并将“提升传统能
源供给保障能力”放在突出位置，为内蒙古进一
步做好现代能源经济这篇文章，在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中闯出新路指明方向、提供遵循。

解读——
提升传统能源供给保障

能力怎么干？

“《意见》明确支持内蒙古提升传统能源

供给保障能力，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
对内蒙古的亲切关怀，是对传统能源

‘压舱石’作用的肯定，也是对内蒙古传
统能源保障供应工作的肯定，对于推动
自治区传统能源转型升级，助力自治区
新能源产业跃升发展，保障能源安全稳
定供应具有极大促进作用，为内蒙古能
源经济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力后盾。”自
治区能源局有关负责人说。

该负责人表示，贯彻落实好《意见》
关于提升传统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要
求，就必须履行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
重大责任，在持续夯实能源供应保障基
础的前提下，推动传统能源产业转型升
级。具体来讲，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推动煤炭稳产。对既有煤矿
实施有序退出一批、整合重组一批、改
造提升一批、规划新建一批，引导资源
枯竭、安全保障程度低的煤矿有序退
出，新建井工煤矿规模原则上不低于
300万吨/年，推动煤矿向大型化、规模
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发展，全区煤
炭产能稳定在13亿吨/年。

二是提升煤电调节支撑能力。加快
推动已核准煤电项目建设，新增一批调节
性、支撑性煤电项目，深入实施现役煤电
机组节能减碳改造、灵活性改造、供热改
造“三改联动”，降低碳排放、污染物排放
和能耗水平，释放煤电机组深度调峰能
力。充分挖掘自备电厂调峰潜力，推动自
备电厂参与调峰、调频等辅助服务。

三是推动油气增储上产。全力落
实国家油气勘探开发“七年行动计
划”，加大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和增储上
产力度，推进苏里格气田、吉兰泰油田
等稳产增产，加快煤层气、页岩气等非
常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推动全区原
油、天然气产量稳步增加。

行动——
扛 起 保 供 政 治 责 任

为 高 质 量 发 展 提 供 坚 强
能源保障

《意见》下发后，全区能源系统
加紧部署， ■下转第3版

稳存量促增量保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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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2 月 11 日讯 （记者 杨
帆）自治区财政厅最新消息：2008年 1
月至 2023 年 11月底，在近 16年时间
里，内蒙古通过“一卡通”平台累计发
放各类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 4986
亿元。

据悉，自2008年 1月起，内蒙古正
式启用“一卡通”平台发放惠民惠农财
政补贴资金以来，为实现资金快速安
全高效、公开透明发放，自治区财政厅
及全区各级财政部门工作人员通过下
乡入户实地走访、监督检查和资金项

目清理、发布政策清单及优化升级平
台功能等，打造形成覆盖惠民惠农财
政补贴资金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申报、
审批、公示、发放）机制。

特别是进入 2023年以来，自治区
财政厅通过建章立制， ■下转第3版

“一卡通”平台启用以来

内蒙古累计发放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4986亿元

本报12月 11日讯 （记者 韩雪
茹）12月 11日，国家统计局关于 2023
年粮食产量数据的公告发布，公告数
据显示，北疆“粮仓”内蒙古2023年粮
食产量再创新高，达到 791.6 亿斤，实
现粮食生产“二十连丰”。

20年来，内蒙古粮食生产捷报频
传。2005年，内蒙古成为全国十三个
粮食主产省区之一。2008年，内蒙古
粮食产量首次突破 400 亿斤，进入全
国前 10位，内蒙古成为全国 6个粮食
净调出省区之一。此后，内蒙古粮食

产量分别在2011年、2013年突破 500
亿斤、600亿斤大关，2018年开始连续
6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

2023年，内蒙古粮食种植面积达
到10477.1万亩，较上年增加49.4万亩，
粮食作物平均单产达到755.5斤/亩，较
上年增加7.4斤/亩。粮食总产量比上年
增加11.5亿斤，稳居全国第6位。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内蒙古
坚决扛起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要责任，
今年将稳粮扩豆作为建设国家重要农
畜产品生产基地的重中之重，高标准、

高要求分解了粮食和大豆播种面积任
务；及时分解下拨国家耕地地力保护、
玉米大豆马铃薯生产者、耕地轮作等政
策性补贴近184.8亿元；出台种业振兴、

“薯六条”“社会化服务8条”等政策，充
分发挥政策的激励和引导作用。

建良田、育良种、配良机、推良技、
优良制，内蒙古加大力度推广“五良”措
施。目前，内蒙古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5234万亩，让良田成“粮田”，有效支撑
粮食产能500亿斤左右；良种繁育基地
面积达到100万亩以上，■下转第2版

粮食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

内蒙古以791.6亿斤新高迎来“二十连丰”

提 升 传 统 能 源
供给保障能力。有

序释放煤电油气先进产
能，加快推进煤炭储备
项目建设。优先支持内
蒙古开展煤炭产能储
备，建立一定规模的煤
炭调峰储备产能。强化
煤电兜底保障，加快推
进国家规划内煤电建
设 ，储 备 一 批 煤 电 项
目。全面推进煤电机组

“三改联动”。持续推动
淘汰煤电落后产能，按
照延寿运行、淘汰关停
和“关而不拆”转为应急
备用电源分类处置。支
持内蒙古油气勘探开
发，加大油气勘查区块
出让力度，推进鄂尔多
斯非常规天然气勘探开
发，高质量建设鄂尔多
斯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
区和煤制油气战略基
地，带动煤基新材料高
端化发展。

□安华祎

能源是工业的粮食、国民经济的
命脉。作为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
源基地，内蒙古在保障全国能源供应
和经济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
位。国务院支持内蒙古高质量发展
的意见突出强调“提升传统能源供给
保障能力”，这对助力我区能源产业
跃升发展、保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具
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煤炭、煤电、油气等传统能源是
内蒙古的起家产业，在稳定经济发
展、确保能源安全方面发挥着兜底保
障作用。我们要有序释放煤电油气
先进产能，加快推进煤炭储备项目建
设，建立一定规模的煤炭调峰储备产
能，切实保障好国家的煤炭供应；强
化煤电兜底保障，储备一批煤电项
目，增强电力供应保障能力；在油气
方面，加大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和增储

上产的力度，坚决筑牢能源保供“压
舱石”。

提升能源保供能力，不仅要立足
当前，更要着眼长远。要在持续夯实
能源供应保障基础的前提下，积极推动
传统能源产业转型升级，打好能源保供

“组合拳”。全面推进煤电机组“三改联
动”，对既有煤矿实施有序退出一批、整
合重组一批、改造提升一批、规划新建
一批，高质量建设鄂尔多斯现代煤化工
产业示范区和煤制油气战略基地，带动
煤基新材料高端化发展。

国家能源集团神东煤炭上湾煤
矿 8.8 米超大采高智能综采工作面一
派繁忙；黑岱沟露天煤矿巨型电铲源
源不断地为卡车装载原煤……热火
朝天的场景勾勒出一幅幅内蒙古为
大局、保供应的实干图。始终扛牢能
源保供重大责任，全力做好能源保供
各项工作，我们定能在保障国家能源
安全大局上体现更多内蒙古担当、作
出更多内蒙古贡献。

坚决筑牢能源保供“压舱石”
——推进国务院《意见》落地落实系列谈

桑 国 卫 同 志 遗 体 在 京 火 化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

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二季（越文版）在越南启播
（三版）

《意见》原文：加
快
落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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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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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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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1日，货运列车从 S43呼和浩特机场高速公路上跨唐包铁路转体桥旁驶过。当日，由内蒙古路桥集团、中铁三局
承建的 S43 呼和浩特机场高速公路上跨唐包铁路转体桥完成 88 度桥身转体，东西双幅转体桥与两侧引桥实现精准对接，
标志着呼和浩特机场高速公路建设重点控制工程全部完成，桥梁工程主线部分全部贯通。 本报记者 怀特乌勒斯 摄

激情冰雪盛宴，创新步履不停。
更高更快更强的执着追求、动力澎湃
的科技赋能，在“十四冬”主赛区呼伦
贝尔热烈碰撞、精彩绽放。

内蒙古自治区冰上运动训练中
心，“十四冬”运行指挥调度中心建成
集协同指挥、应急处置、安全监控、赛
事管理、公共服务等于一体的信息化
平台，无人机编队巡检和机器人智能
巡检让“人海供电保障”跨越到“科技
供电保障”；金龙山滑雪场，国际场地
塑形专家就落差参数等进行专业指
导，气象人员紧盯多要素和高时空分
辨率综合观测系统为预报预警和赛

场服务提供气象
保障……

一项项场内
外深蓝技术与冰
雪赛事“无缝衔

接”，让这场冰雪盛宴因智能而更加便
捷，让呼伦贝尔这座城市因智慧而更
加美好。

创新之城活力涌动

在“十四冬”短道速滑馆，高标准
的冰面让健儿们纵享丝滑；冰面之下，
密密麻麻的管道和专业的制冰设备保
障着冰面的厚度、硬度等指标能够满
足不同类别冰上赛事要求。

走进位于地下的制冰控制室，仿
佛穿越到机械世界。“24小时值守，2小
时一次巡检，保障质量控制的精细。”

“十四冬”机电负责人王宁介绍。
在科技赋能下，“十四冬”场馆场

地设施更加绿色更加智能，比赛体验
更加流畅更加极致。

“十四冬”主场馆内蒙古自治区冰

上运动训练中心，是自治区首个能够
同时举办大道速滑、短道速滑、冰球、
冰壶、花样滑冰等大型国内、国际 A
级赛事的冰上运动场馆。走进“十四
冬”运行指挥调度中心，一块显示着观
赛人数、运动员抵离信息等实时变动
数据的蓝色大屏引人注目。大屏幕上
汇总了值班、赛事、人员、场馆等信息，
借助5G数据传输系统，数据监控区接
入各赛区、海拉尔区城市交通调度平
台以及天眼系统，通过主屏幕和远端
3万多个探头可看到各场馆不同方位
的画面，更好地保障赛事运行调度。
主场馆 400 米跑道 26 米回转半径可
以承办国际 A 级赛事。11 层制冰工
艺使冰面硬度均匀、平整丝滑，有利于
运动员创造更快的速度。

在追求性能的同时，场馆还更加
绿色低碳。 ■下转第2版

创 新 创 造 里 的 蔚 蓝 向 往
——呼伦贝尔遇到“十四冬”系列报道之三

□本报记者 李霞 霍晓庆 李可新 呼伦贝尔日报记者 道日苏木吉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12月12日，在赴河内对越南
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越南
《人民报》发表题为《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开启携手迈向现代化的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文章全文如下：

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开 启 携 手 迈 向 现 代 化 的 新 篇 章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应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和越南国家主席武文赏邀
请，我即将对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我
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以来第三次踏

上越南这片美丽的土地，感到十分亲切，就像到亲戚和邻居
家串门一样。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文化相通，理想相同，命运与共。
毛泽东、胡志明等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怀着共同理想信念
相交相知，携手缔造了“同志加兄弟”的中越传统友谊。在追
求各自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事业进程中，我们团结一心、相
互支持。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互学互鉴、拓展合作，
共同书写了中越友好历史篇章。

今年是中越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5周年。不管国
际风云如何变幻，中越两党两国共守和平安宁，共谋发展合作，
共创繁荣富强，走出一条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阳光大道。

我们坚持以信相交。两党两国高层像走亲戚一样常来
常往。今年，我同阮富仲总书记密切互动，共同从战略高度
和长远角度擘画新时代中越关系蓝图，推动中越关系确立新
定位、迈入新阶段。我先后会见了赴华访问或出席会议的国
家主席武文赏、政府总理范明政、越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
张氏梅同志。 ■下转第3版

习近平在越南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开 启 携 手 迈 向 现 代 化 的 新 篇 章

□本报记者 高慧

12 月 8日，内蒙古陆路口岸年总
货运量破1亿吨，刷新中国沿边省区陆
路口岸年总货运量纪录。这也是中国
向北开放的最新成就。

站在中国改革开放45周年的节点
回望，开放对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繁
荣发展有着极强的促进作用。其中，
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更是有着举足轻
重的地位。

内蒙古位于祖国北疆，横跨“三
北”，外接俄蒙，内邻八省区,是向北开
放中实现内外循环边腹互动的重要节
点。按照国家对内蒙古的定位，内蒙
古正在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努
力建设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

目前，内蒙古共有经国务院批准
的对外开放口岸 20个，形成铁路、公
路、航空等多方位、立体化口岸开放
格局。公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全
国第一，铁路口岸货运量位居前列，

逐渐走出一条富有内蒙古特色的口
岸发展之路。

集聚要素支撑 保障
运量提升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共建“一带
一路”的优先领域，也是提高贸易便利
化水平的重要依托，口岸作为国际往
来的门户和国际货物运输的枢纽，是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部
分。内蒙古一步一个脚印将满洲里、
二连浩特 2个枢纽口岸，甘其毛都、策
克、满都拉等重点口岸，逐步建设成为
机制健全、功能丰富、运行顺畅的国家
重要口岸。

12月 8日8时，全国货运量最大的
公路口岸甘其毛都口岸开始当日通
关。在口岸“十二进七出”智能卡口，
内蒙古生产的出口重型机械车辆有序
出境，满载蒙古国煤炭、铜精粉的货车
依次入关，车头挂着的红绸上，“首破
亿吨”几个大字分外显眼。

截至2023年 12月 8日，内蒙古自
治区陆路口岸货运量实现 10006.8 万
吨，创造了中国沿边省区陆路口岸货
运量纪录。

甘其毛都口岸管委会副主任贺其
叶勒图介绍，今年以来，甘其毛都口岸
基础设施实现大提升、多元运输构建
新格局、通关过货跑出了加速度。今
年截至 12月 7日，口岸累计完成进出
口 货 运 量 3497.57 万 吨 ，同 期 上 涨
108.92%，单日、单月、全年过货量全部
刷新历史纪录。

“随着中蒙双边口岸经贸往来日
益密切，‘中国造’大型汽车、工程器
械、基建材料和生活物资等源源不断
地输往蒙古国。今年以来，甘其毛都
口岸出口汽车整车1200余辆，还开通
了鲜活果蔬通关快车道，出口货物逐
渐多元化。”呼和浩特海关所属乌拉特
海关旅检科科长仲崇恩介绍。

2018年，内蒙古口岸货运量首破
9000万吨，受疫情影响几年间下降又
回升，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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