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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面点经

能源价格涨跌参半

本报 1月 21日讯 （记者 李永桃）
内蒙古能源价格的涨跌备受业界关注。近
期，内蒙古能源价格是涨是跌？自治区价
格监测和认定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2023
年 12月，全区动力煤价格小幅下降，焦炭
价格上涨。

2023 年 12 月，全区动力煤月度平均
坑 口 价 格 为 374.54 元/吨 ，环 比 下 降
1.83%，同比下降 6.46%。其中，东部褐煤
平均坑口价格为323.57元/吨，环比价格略
降 0.22%，同比价格下降 2.33%；鄂尔多斯
地区动力煤平均坑口价格为525元/吨，环
比价格下降3.93%，同比价格下降12.5%。

专家分析指出，近期，全国气温普遍恢
复至常年同期偏高状态，动力煤需求无强
势扰动因素，且港口库存、电厂存煤可用天
数仍高于近几年平均水平，预计短期内动
力煤价格将继续偏弱运行。

2023 年 12 月，全区焦炭月度平均价
格为1956.25元/吨，环比价格上涨4.95%，
同比价格下降16.76%。

专家指出，12月底，炼焦用煤价格回
落，因成本支撑较弱近期焦炭价格小幅下
调。目前钢厂、焦炭生产企业焦炭库存均
较前期有所回升，供需趋向宽松，且春节假
期临近，钢材下游行业陆续放假，铁水产量
将有所回落，预期 1月份焦炭价格将小幅
回落。

完善制度 为建设全国
统一大市场“护航”

本报 1月 21日讯 （记者 李永桃）
记者从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获悉，为加快建
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内蒙古积极稳妥推进
各项任务，不断建立完善体制机制，为建设
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制度保障。

建立协调工作机制。内蒙古成立了以
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为牵头单位，36
个部门为成员单位的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工作专班，各盟市、自治区各相关部门也相
应建立了协调工作机制，切实形成上下联
动、协同推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良好
工作格局。

建立问题投诉渠道和处理回应机
制。内蒙古全面开展问题线索公开征集
工作，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违背全国统一大
市场建设行为问题线索，及时回应市场主
体关切。

建立不当干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行为问题整改和典型案例约谈通报制度，
围绕问题线索搜集、核查和整改、对典型
案例开展约谈和通报等方面提出了具体
工作要求。

制定印发防范事项清单。紧密结合我
区实际，印发《内蒙古自治区不当干预全国
统一大市场建设行为防范事项清单（2023
版）》，有效保障了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参与
市场竞争，持续维护市场主体竞争活力。

通辽市第一批纯电动
出 租 车 投 入 运 营

本报 1月 21日讯 （记者 高慧）据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消息，近日，通辽市第一
批电动出租车率先在科尔沁左翼后旗投
放，此次投放共30辆。

为落实新能源巡游出租汽车发展计
划，促进巡游出租汽车节能减排和结构调
整，科尔沁左翼后旗借出租车“两权合一”
改革之机积极倡导企业新增车辆时选购纯
电动车，促进出租车行业健康发展。

希福汽车出租车有限公司负责人介
绍，企业积极响应倡导，顺应时代发展需
要，借出租车“两权合一”改革主动转型，调
整出租车结构，从 2023年 12月底开始全
部采用纯电动车辆，促进节能减排。为了
提高冬季车辆续航能力，企业为每辆出租
车安装了采暖炉，更好地保证驾驶员的工
作环境，提升乘客乘坐体验。

在 开 展 大 量 前 期 工 作 的 基 础 上 ，
2023年科尔沁左翼后旗组织实施出租车

“两权合一”改革，在全市率先实现出租车
经营权和车辆所有权统一给车辆实际出
资人，得到出租车经营者和企业共同认
可，当年办理出租车“两权合一”过户 519
辆，其余44辆车因报废时间少于1年按规
定暂不予过户，并将随着报废期临近逐步
完成过户。

包头市拨付三笔财政
资金助力向北开放

本报 1月 21日讯 （记者 杨帆）自
治区财政厅消息：2023年，包头市充分发
挥财政职能作用，拨付三笔财政资金支持
外贸企业和满都拉口岸、跨境电商综合试
验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推动外向型经济
发展，助力包头市向北开放。

拨付资金270万元，支持编制《包头市
口岸高质量发展规划》《满都拉口岸国土空
间规划》。拨付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5666
万元，支持英斯特、鹿王羊绒、包钢钢联等
外贸企业发展，持续提升包头市外贸企业
竞争力。拨付资金1545万元，推动包头市
进出口窗口平台建设，支持建成包头市跨
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公共服务平台，支持建
设满都拉口岸海关客运智能通道管理系统
等7个项目。

11 月月 1212 日晚日晚，，20242024 第三届呼和浩特欢乐冰雪节在呼和浩特大黑河军事第三届呼和浩特欢乐冰雪节在呼和浩特大黑河军事
文化乐园盛大开幕文化乐园盛大开幕，，图为美轮美奂的冰雪景观图为美轮美奂的冰雪景观。。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皇甫秀玲皇甫秀玲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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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感受阿尔山冰雪魅力游客感受阿尔山冰雪魅力。。毕力格毕力格 摄摄

在大黑河军事文化乐园的呼和浩特冰雪节活动现场在大黑河军事文化乐园的呼和浩特冰雪节活动现场，，游客们兴致盎游客们兴致盎
然地滑冰雪龙舟然地滑冰雪龙舟，，尽享冰雪之乐尽享冰雪之乐。。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皇甫秀玲皇甫秀玲 摄摄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呼和浩特大黑河军事文化乐
园亮了——形态各异的冰雪雕塑在五彩斑斓的灯光映
照下熠熠生辉，忙碌了一天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

以节为媒，以雪会友。1月12日晚，2024第三届呼
和浩特欢乐冰雪节在大黑河军事文化乐园开幕。本届
冰雪节以“丝路之光，雪舞青城”为主题，推出冰雪运动、
冰雪文化、冰雪旅游系列活动。游客不仅可以尽情打卡
12组精雕细琢的冰雕景观，还可以近距离观看10只巴
布亚企鹅户外大巡游、与憨萌羊驼拍照互动、畅玩全长
300米的 8条超长冰滑梯……一时间，呼和浩特冰雪游
热力值拉满。

纵览内蒙古，这样的热力值多点引爆：“冰雪奇缘·
包您满意”第四届冰雪文化旅游季在包头市启幕；“童话
阿尔山·冰雪大兴安”第18届阿尔山冰雪节活动精彩纷
呈；“西辽河畔·乐享冰雪”第三届冰雪嘉年华在通辽市
激情上演；“暖城鄂尔多斯·活力冰雪盛宴”第13届冰雪
文化旅游节在鄂尔多斯市举行……入冬以来，全区各地
累计开展115项各类冬季冰雪旅游活动，火热出圈，频
上热搜。

冰雪旅游成新的增长点

“内蒙古具有得天独厚的冰雪旅游资源，冰雪与草
原、森林、沙漠、河湖、温泉、火山遗迹等地质奇观相呼
应，自然资源与民俗生活、地域风情、历史遗迹等人文资
源完美融合，形成了雄浑大气的冰雪景观和灵动透彻的
冰雪文化。”内蒙古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处
处长曹永萍说。

借势发力，内蒙古把冰雪旅游培育成新的增长点，
推出冬季旅游黄金线路，举办冬季旅游精品活动，打造
冬季旅游网红打卡地，发布冬季旅游优惠政策，努力将
冬季体育运动、民俗文化与现代消费有机结合，融入民
俗、演艺、文创、非遗、美食等项目，补齐冬季文化旅游产
业短板，提高游客参与度和体验感，将冬季旅游赋予新
内涵，把“冷资源”变成“热产业”。

据统计，入冬以来，内蒙古累计接待游客5002万人
次，旅游收入696亿元，分别是上年同期的5.01倍、6.78
倍;2024年元旦假期3天，内蒙古接待游客702.71万人
次，旅游收入 44.08 亿元，分别是上年同期的 2.5 倍和
3.7倍。

另据携程平台数据显示，元旦假期内蒙古游客总体
消费金额同比增长151.56%。同时，全区各大滑雪场线
上门票销售额突破上年同期的 8倍。冬季旅游快速起
步已经成为内蒙古旅游发展的新亮点。

特色冰雪游出彩又出圈

冬日的呼伦贝尔，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在这幅画
卷上，以冰雪为笔，以冬运为媒，呼伦贝尔敞开怀抱，向
世界发出邀请，同赴冰雪之约。

在陈巴尔虎旗，万人欢聚“冰雪那达慕”点燃冬日狂
欢；在满洲里，中俄蒙国际冰雪节多姿多彩，吸引国内外
游客争相打卡；在根河，“冷极马拉松”火热开跑，生动诠
释“越冷越热情”；在扎兰屯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滑
雪爱好者们尽情享受冰雪运动的激情与畅快；在鄂伦春
自治旗，欢快的“伊萨仁”(集会、聚会)令人陶醉……

随着“十四冬”日益临近，这个冬天，“冰雪”“运动”
成了呼伦贝尔的热搜词。25.3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
上，文旅活动百花齐放，赛事项目激情四溢，全民参与冰
雪运动热情高涨，群众性冰雪活动丰富多彩，吸引着五
湖四海的游客前来体验冰天雪地中的快乐。2023年
11—12月，呼伦贝尔市接待国内外游客225.23万人次,
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139.13%。

不只是呼伦贝尔，这个冬天，内蒙
古推出冰雪那达慕、冬季英雄会、冷极
马拉松、冰雪马超等“北疆文化”冰雪
活动新品牌，内蒙古特色冰雪游出彩
又出圈！

据统计，第21届中国·满洲里中俄
蒙国际冰雪节接待游客135.35万人次，
累计实现旅游收入 8.91 亿元。期间，
4000余俄罗斯、蒙古国游客参加了“我
在满洲里迎新年”中俄蒙千人跨年夜庆
祝活动。自治区第二十届冰雪那达慕
接待游客61.2万余人，线上线下销售额
超 10.04 亿元，意向签约文旅项目 21
个。全区 22个滑雪场同时举办“向西
一步去滑雪”活动，其中，呼和浩特市和
乌兰察布市5个滑雪场，共有1万余人
参加了此次活动，京津冀地区旅游专列
300人进入内蒙古体验冰雪运动。

面向北京自驾游市场，内蒙古还组织开展“千车万
人穿越大兴安岭”活动。开展穿越赤峰、兴安盟、呼伦贝
尔、满洲里经典旅游线路，冬季非遗旅游、研学旅游、露
营旅游、旅游演艺等新产品新业态持续壮大。

利好政策释放消费潜能

这个冬天，内蒙古冰雪游受热捧，这其中离不开利
好政策的助推。

自治区政府及相关部门策划并实施了《内蒙古
2023-2024年度冬季旅游活动实施方案》《内蒙古自治
区第 20 届冰雪那达慕实施方案》等系列措施，下拨
3300万元扶持冰雪旅游重点项目及国家级滑雪旅游度
假地建设，冷极村项目一期工程完工，并在元旦期间正
式营业。实施“引客入蒙”计划。内蒙古拿出2000万元
资金，出台至 2024年 4月底的旅游专列、包机，区外游
客招徕的专项奖励政策，入冬以来，全区共接待旅游专
列64列，旅游包机30架次。110名蒙古国游客来乌兰
察布过新年；200多名游客乘坐专列赴阿尔山参加“乘

着年俗列车邂逅冬日草原精灵”活动。围绕第十四届全
国冬季运动会，全区推出“纵享雪季”“童话雪国”“激情
红山”“冰雪穿越”“奔流不息”“向西一步去滑雪”6条精
品冰雪旅游线路。开展“冬游内蒙古 盲盒发现季”线上
活动，全区发放500万元冬季旅游盲盒，包括机票、高铁
票、酒店、景区门票补贴等。

“入冬以来，内蒙古冰雪游火出圈。但是，目前内蒙
古冰雪经济还存在发展路径较单一、多产业融合不够
好、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能力比较弱、冰雪各关联行业
新产品新业态短缺等问题。内蒙古要因地制宜发展冰
雪产业，着力在‘冰雪+运动、冰雪+文化、冰雪+旅游’
上做文章，打造高质量的文旅产品，不断提升冰雪旅游
品牌影响力。努力将冬季体育运动、民俗文化与现代消
费有机结合，融入民俗、演艺、文创、非遗、美食等项目，
补齐冬季文化旅游产业短板。同时要强调区域部门之
间合作，加快新型产品创新供给能力，围绕全域、全产业
链、多种业态谋篇布局。把冰雪经济的发展和乡村振兴
有效结合，拓宽村民雪季致富新路径。”曹永萍指出。

近日，随着自治区直属公办高校和公立医
院债务管理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接近尾声，
几个数字格外醒目：审计发现 45个问题，截至
目前资金类问题整改率达到 90%，非资金类问
题整改率达100%。该项审计整改成效显著，既
帮财政、各主管部门算好了明白账，又帮各单位
守好了“钱袋子”。

教育医疗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领域。2023
年，自治区审计厅对自治区直属公办高校和公
立医院债务管理情况进行专项审计调查，从财
政财务收支入手，对高校、医院债务管理情况进
行了一次全面“体检”，摸清了各高校、医院的债
务规模和债务类型，并结合审计发现的问题，分
析债务形成原因，有针对性地开出“处方”，推动
整改落实，防范化解债务风险。

据介绍，此次专项审计中发现，被审计高校

和医院在债务管理方面普遍存在债务举借“脱
离监管”、资金管理“顾此失彼”、资产管理“因循
守旧”等问题，导致债务率居高不下，成为自治
区教育、卫生领域高质量发展的掣肘。

“审计的目的不仅是发现问题，更要推动
问题整改。针对债务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我们审计组多次组织不同单位召开整改
推进会，结合各单位实际情况，提出具有针对
性、可操作性的审计建议，为筑牢我国北方安
全稳定屏障贡献审计力量。目前，立行立改
和分阶段整改已经完成，持续整改正在有序
推进。”自治区审计厅教科文卫审计处处长王
逵轩说。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财政、教育、卫生
等多行业主管部门发挥监督职能，紧跟督促
整改，并及时完善行业监管制度。自治区教

育厅、财政厅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直属公
办高等学校债务管理暂行办法》，自治区卫生
健康委员会、财政厅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
直属公立医院债务管理暂行办法》。2 个暂行
办法均对高校、医院的债务举借、债务审批、
债务资金的使用、债务偿还、风险防控和监督
管理做出了明确规定。

各被审计单位按照“一院一策”“一校一
策”方案，对债务情况进行有效化解。

在制度方面，针对审计发现因基本建设、债
务举借等方面管理不善导致债务余额大的问
题，各单位积极完善制度，从体制机制角度规避
风险。如 1所高校针对本校发现的未执行“三
重一大”事项问题，制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
决策制度实施办法》。

在问责方面，针对审计发现的基本建设超

概算、未经审批举债等问题，相关单位启动问
责程序，采取书面检查、调整岗位、诫勉谈话、
通报批评等方式进行不同程度的追责问责。
如 1家医院存在违规发放绩效奖金、工程管理
不规范等问题，其主管院校对 6个相关责任人
进行追责问责。

整改中，在压实各方责任的基础上，注重
增强审计监督合力。自治区审计厅会同教
育厅、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印发了《内蒙古
自治区本级直属公办高等院校、直属公立医
院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及内审工作协同联动
机制的意见》,旨在充分利用内部审计力量，
督促自治区直属公办高校和公立医院如期、
全面、彻底完成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工作，加
快推进新时代自治区高等院校和公立医院高
质量发展。

产经前哨

算好明白账 守好“钱袋子”
□本报记者 霍晓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