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机关报
内蒙古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5-0002
邮发代号：15-1

草
原
全
媒

内
蒙
古
新
闻
网

2024年 2月 26日 星期一
甲辰年正月十七
第27264期
今日8版

短评
（
五
版
）

树立政务诚信风向标
增 添 发 展 正 能 量

理论
特刊

我
家
有
本
明
白
账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奖励 2023 年全区招商引资绩效考核
先进盟市和招商引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决定

（四版）

亮诚信 展形象 开新局

本报 2 月 25 日讯 （记者 白
丹）由自治区党委、政府主办，自治区党
委宣传部、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化和旅
游厅承办的“牢记嘱托 感恩奋进——办
好两件大事 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
蒙古新篇章展览”正在内蒙古展览馆展
出，吸引大批观众前来观展。一幅幅珍
贵画面，一件件实物展品、一段段生动
文字，让观众深刻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
对内蒙古的深情关怀和厚爱期许，体会
到全区上下处处涌动着“牢记嘱托 感
恩奋进”的澎湃动力。

本次展览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为各项工作的主线，分为“人民领
袖 情系北疆”“高瞻远瞩 把舵领航”

“五大任务 担当奋进”“聚焦主线 模
范前行”“人民至上 初心如磐”“勇闯
新路 挺进中游”6个部分，共349幅图
片、132幅文字版、60幅图表图例、230
件实物展品、16组数字多媒体展项、2
个沙盘，生动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
党中央对内蒙古的关心支持，深刻阐
释了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
任务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两件大
事的内涵，全面解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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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决策部
署，集中展示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团
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紧紧围绕高
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发自内心地
感党恩、听党话，紧跟习近平总书记奋
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生动实践。

呼和浩特市二十七中教师张丽参
观完展览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通过
观看展览，更加深刻感受到习近平总
书记对内蒙古人民、内蒙古这片土地
的关心厚爱。我们要不断增强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指示精
神的思想自觉、 ■下转第2版

“牢记嘱托 感恩奋进”主题展掀起红色教育新热潮

本报鄂尔多斯 2月 25日电 （记
者 郝雪莲 实习生 白帆）鄂尔多斯
市杭锦旗沿黄地区农业示范区建设项
目日前全面复工，大型机械马力全开，
建设者们以饱满的热情奋战在施工一
线，为杭锦旗农业示范区高质量发展注
入动力。

杭锦旗沿黄地区农业示范区建设
项目由鄂尔多斯市现代农牧业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内蒙古百肯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共同合作开发实施，项目总
投资约39亿元，主要进行土地流转、打
造20万亩高标准农田以及建设马铃薯
全粉产业链园区。

该项目分两期实施，第一期于2024
年底前，流转完成 7万亩耕地并打造高
标准农田进行马铃薯种植。二期于
2028年前，流转完成13万亩耕地并打造

高标准农田进行种植。园区按照国家零
碳产业建设要求投资打造，采用清洁能
源供电、零碳排放和资源循环利用模式。

为保障项目按计划顺利实施推进，
鄂尔多斯市现代农牧业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抢抓岁末年初关键窗口期，在
正月初五全面复工复产，为春耕备耕提
供保障。截至目前，项目已流转土地
5.5 万亩，完成土地平整 4.7 万亩，安装
管道20万米，铺设砂石路面30千米，正
在建设沉沙池6座，土壤改良1.8万亩，
预计2024年4月项目建设完工。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我国首个零碳
食品产业园区，预计可实现马铃薯全粉
年产量 6万吨，年产值约 12亿元，为当
地增加税收1.86亿元，可解决300余人
就业，为推进杭锦旗现代农业高质量发
展奠定坚实基础。

我国首个零碳食品产业园区项目全面复工
□本报记者 李永桃

“要加强社会信用信息平台建
设，拓展信用信息应用场景，大力发
展信用服务市场，加快构建全方位全
覆盖的信用监管服务体系。”2月 21
日召开的全区招商引资暨诚信建设
会议为归集信用信息、净化发展环境
指明方向。

诚信，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
本保障。不断健全社会诚信体系建
设，以此来净化市场环境，提高企业
发展质量，实现质量增长、效益增长
和动能转换，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必然要求。
内蒙古正在建立健全相关制度

机制，推动各级党委和政府信守承
诺、“新官理旧账”、不轻诺寡信，统
筹推进政务诚信和商务诚信、社会
诚信、司法公信建设，切实把内蒙
古人讲诚信、守信用的正面形象立
起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先后印
发了《关于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
意见》《内蒙古自治区公共信用信息
管理办法》等 90 余个文件，制定了
《信用信息征集共享管理规范》《企业
综合信用等级评价规范》等 15项地
方标准，并对其中9项标准进行了二

次修订，形成多层次、较完善的政策
制度体系。

信用信息是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的重要支撑，是信用工作的基
础。从 2014 年开始，内蒙古先后
分两期建设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信
用信息平台。经过近 10 年的不断
完善升级，该平台现已形成了“两
体系、三中心、九系统”的整体架
构，实现了对全区所有社会主体的
信用档案建设，成为全区“上下贯
通、横向联通、全面覆盖”的信息共
享交换枢纽。

“截至目前，平台共归集全区
625.82万市场主体、3.04万机关事业

单位、3.43 万社会组织和 2400万自
然人的信用信息共计3.67亿条，为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各项工作的开展奠
定了基础。”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
成员、副主任马文介绍。

为推进自治区各行业构建以信
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自治区发
展改革委积极推动社会信用信息平
台与自治区主要监管部门的业务系
统实现数据共享，将信用查询嵌入日
常监管环节。截至2023年 12月，自
治区社会信用信息平台累计归集全
国和自治区各地、各部门严重失信“黑
名单”信息317万条，诚实守信“红名
单”信息32万条， ■下转第2版

以信用监管净化发展环境

□本报记者 郑学良
通讯员 刘军 梁婧姝

“从搬家到装修投产仅用了1个
月时间。”公司搬迁新址的速度，让
内蒙古显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吴葵生为呼和浩特的营商环境建
设竖起大拇指。

“因发展需要，我们决定搬迁到
和林格尔新区。能够这么顺利，离
不开政府各部门的帮助，大家都千
方百计地为我们想办法、解难题。
这样的发展环境，让我们在下一步
规划中发展更有信心。”吴葵生说。

为企业减负，让发展跑出“加
速度”。去年以来，和林格尔新区

围绕企业和项目落地的“痛点、难
点、堵点”，创新改革举措、优化服
务模式、厚植营商环境沃土，为企
业、群众提供多渠道、高效率、更安
全的政务服务，使新区营商环境持
续向优。

为加快高精尖产业项目落地，
和林格尔新区积极推进政企一体化
招商，不仅让总投资5亿元的显鸿科
技集成电路产业园项目落地，也让
移动、电信、阿里云、光环新网、华著
等智算中心项目纷纷扎根。

2023年，和林格尔新区全年共
对接企业、项目417家（次），签约项
目103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58个，
计划投资1339.6亿元。

■下转第2版

真心诚意汇人气 真抓快办聚商气

首府打造招商引资“强磁场”

本报锡林郭勒2月25日电 （记
者 巴依斯古楞）“春节前，我们合作
社入选了‘国家队’，今天又得知盟里
拿出真金白银促进良种肉牛产业发
展。真是太好了，对我们来说一个节
前、一个节后双喜临门啊。”2月 20日，
苏尼特左旗查干哈达畜牧业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贺西格都仁接受采访时，高
兴地说。

春节前，农业农村部发布国家畜禽
核心育种场遴选核验结果，苏尼特左旗
查干哈达畜牧业专业合作社成功被评
为国家肉牛（华西牛）核心育种场。

贺西格都仁的另一喜源自于锡林
郭勒盟为进一步做大做强肉牛精深加
工、销售和品牌建设，补齐肉牛产业发

展短板，延长产业链条而制定发布的
《促进肉牛精深加工产业链发展若干
政策措施（暂行）》。

其中规定，该盟鼓励“户繁企育”
合作模式，养殖户向盟内育肥规模100
头以上育肥场交售达到标准的牛，按
照每头500元给予奖励；

盟内肉牛育肥场将育肥牛销售给
盟内加工企业的给予补贴，奖励额度
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对规模育肥场
所在地区优先配置退耕还草地、盐碱
地、滩地等各类土地资源，支持种植青

贮、苜蓿、燕麦等优质饲草，降低育肥
成本；

对年加工盟内育肥牛 2000 头以
上的屠宰加工企业一次性奖励 100万
元，每增加100头，多奖励5万元，奖励
额度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对屠宰加工盟内育肥牛且实现消
费者端销售的企业，与锡林郭勒羊授
权企业同等条件优先使用冷链运输和
前置仓，鼓励企业建设大型肉牛产业
冷藏保鲜设施，在争取国家城乡冷链
物流设施项目上予以支持；

对符合条件的规模肉牛养殖企业
和屠宰加工企业申请助保贷，与锡林
郭勒羊授权企业同等条件优先支持，
贷款额度与育肥和屠宰加工实际数量
挂钩，额度不超过 3000 万元，并不高
于人民银行公布的当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给予50%贴息；

围绕肉牛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利用安格斯牛及和牛资源优势，重点
招引 1-2个高端肉牛一体化企业，在
盟内精深加工销售高端牛肉，提高养
殖效益和经济效益，为打造锡林郭勒
盟高端肉牛生产基地打好基础，并对
招商引资项目，采取“一事一议”的方
式，给予单独政策支持。

■下转第2版

奖励额度最高500万

锡盟真金白银力促肉牛精深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兴安 2 月 25 日电 （记者
高敏娜 通讯员 刘也）2月 24日，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闹元宵暨国货潮
品馆”揭幕活动隆重举行。兴安盟大米
品牌作为内蒙古首批受邀“国货潮品”
品牌入驻“国货潮品馆”，并通过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新媒体矩阵直播的方式推
介给全国消费者，掀起了国货消费新一
轮热潮，尽情展示兴安岭上兴安盟的

“国货潮品”魅力。
活动推出“百花枝头春意闹”“国货

潮品竞风流”“国货潮品闹元宵”等节目
板块，全面展示国潮喷涌的元气和活
力。活动中，兴安盟大米与小米科技

“同台竞技”，分享了各自的“潮”密码和

新质生产力为企业和市场带来的活力。
“现在的兴安盟大米已经成为内蒙

古一张靓丽的‘国货潮品’名片。近两
年，兴安盟围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研发了30余款大米及
衍生品，包括大米羹、米昔等‘潮品’，为
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健康消费选择。”
兴安盟大米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高海亮说，兴安盟大米将借助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国货潮品馆”的丰沃土
壤乘势而上，成为全国消费者青睐的

“国货潮品”。
兴安盟被誉为“草原生态稻米之都”，

兴安盟大米作为“国货潮品”，畅销背后是
兴安盟持续不懈的努力。 ■下转第2版

兴安盟大米入驻央视“国货潮品馆”
□袁宝年

人无信不可，民无信不立，业无
信不兴。诚信虽然看不见摸不着，
但却是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本，是经
济社会运行的基石。全区招商引资
暨诚信建设会议强调要做好明奖惩
的工作，使守信者畅行天下、失信者
寸步难行，表明了自治区党委对诚
信建设的鲜明态度和严格要求。

以诚取信，以信取胜。只有把
信用“变现”、让信用“有用”，诚信才
能在人们的心里“增值”。给予守信
者更多褒奖和实惠，才能让守信受
益、守信有感。要积极推行信用积
分制度，利用“多多评”类的信息平
台，结合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探
索积分兑换实物机制，在就业 、教
育、医疗、养老、社保和交通出行、旅
游服务等方面给予积分高的信用主
体多种优待，给予诚信先进典型更

多便利礼遇、更高授信额度、更大幅
度税费减免、更多参与招投标的机
会，让守信者有荣誉感和获得感。

有 奖 就 要 有 罚 。 让 守 信 者 得
“甜头”，更要让失信者有“痛感”，让
其付出代价、得不偿失。对不诚信
的企业，要使其一处失信 、处处受
制；对不诚信的个人也要多层设卡，
让“老赖”赖不下去、躲不过去。要
加大对不诚信企业、个人、第三方机
构和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失
信行为的惩戒力度。

强化守信激励，加大失信成本，
使诚信成为生活必需品、人生通行
证 、事业试金石，使守信者畅行天
下、失信者寸步难行，定能让知信、
重信、守信成为全社会的风尚，让诚
信的阳光洒满北疆大地。

明奖惩，让守信者畅行天下
——大力实施诚信建设工程系列谈④

2 月 25 日，呼和浩特
市赛罕区金桥小学的学生
们领到了新书本。当日，
该校组织开展了以“龙”为
主题的一系列丰富多彩的
活动，教师和孩子们温情
相约，共赴成长，开启元气
满满的新学期。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元气满满
新 学 期

加快落实“五大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

天刚蒙蒙亮，吴国柱就穿好衣服开始忙碌，在跨出
房门的一瞬间，冷风袭来，忍不住连打了两个喷嚏。他
围着羊圈细心地给羊添加草料，等羊群吃得差不多了，
他又把水槽放满水，看着一只只饱食后的羊又重新卧
倒，才满意地扛着铁锹向自家的玉米地走去。“旗里开展
节水控水工作，玉米收割完后没有秋浇，我得时刻关注
地里的墒情。”他一边走一边跟记者聊天。

吴国柱家住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巴音宝力格镇
乌兰嘎查，世代以种养殖为生。去年，他种了20多亩玉
米，受益于党的好政策，他拿到耕种玉米补贴 600元/
亩，以及1600元的玉米饲料补贴。另外，他还购买了两
只种公羊，享受到3600元的补贴。

“我家有 3838亩草场，每年可以拿到 9000多元的
草畜平衡款，再加上种地、养羊和打工，1年收入近 30
万元。”吴国柱笑着说，“现在国家的政策好，种地和养
殖都有补贴，农闲时还能外出打工，大家的生活越来越
好了！”

乌兰嘎查常住人口384人，属于半农半牧嘎查。为
持续增加百姓收入，壮大嘎查村集体经济，2019年，嘎
查党支部牵头成立乌兰嘎查股份经济合作社。2021年
开始，嘎查党支部向外承包集体养殖场，并把村集体和
村民的羊群寄养在当地肉羊养殖企业的“托羊所”，使得
村民收入和嘎查集体经济持续增长。

这几天，杭锦后旗三道桥镇和平村党支部书记冯玉
龙迎来一波又一波农民朋友，大家围坐在会议室里，认
真聆听冯玉龙讲解国家惠农惠牧补贴政策。“听了冯书
记对党和国家政策的介绍，我对今后的收入又增加了几
分信心！”村民冶学强表示。

冶学强有30亩耕地，主要种植玉米和葵花。去年，
他获得各项惠农政策补贴4000余元。除种地外，他还
在村里的众诚牧业养殖专业合作社打工。据了解，该合
作社由和平村党支部领办， ■下转第2版

惠
民
好
政
策
让
日
子
越
过
越
红
火

□
本
报
记
者

薛
来

本报赤峰 2 月 25 日电 （记者
王塔娜）赤峰市首次农牧民职称评审工
作结束，通过高级农牧民职称 5人、中
级农牧民职称 58人、初级农牧民职称
80人。

赤峰市作为自治区率先开展此项
工作的试点地区之一，积极引导各旗县
区农牧部门做好宣传动员工作，深刻领
会农牧民职称评审的目的和意义。结
合农业农村不同地域、不同产业、不同
专业、不同层次实用人才的特点，充分
宣传发动、调动广大农牧民参与职称评
审的积极性。在自治区农牧民职称评
审管理办法制定出台后，赤峰市、县两

级人社部门、农牧部门紧密配合，上下
联动，及时组建农牧民职称评审办事机
构，分级制定农牧民职称评审条件、建
立农牧民职称评审制度、规范农牧民职
称评审程序、组织开展评审工作，确保
农牧民职称评审规范有序开展。

取得农牧民职称人员，在同等条件
下优先享受新技术培训，承接新品种、
新工艺的试验示范；优先参加相关行业
领域技术培训、科技讲座、外出考察及学
术会议等活动；优先承担农牧业科技试
验示范推广和农牧民培训任务，优先进
入农牧业一线技术服务队伍；优先享受
金融保险等方面的政策，■下转第2版

赤峰市首次为农牧民评职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