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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3 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重庆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并发
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王晔 摄

新华社重庆4月23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23日下午在重庆主持召开新时
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并发表重要
讲话。他强调，西部地区在全国改革发
展稳定大局中举足轻重。要一以贯之
抓好党中央推动西部大开发政策举措
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形成大保护、大开
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提升区域整体
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在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中奋力谱写西部大开发新篇章。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
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
栅洁、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四川省委
书记王晓晖、陕西省委书记赵一德、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先后
发言，就推动西部大开发汇报工作情
况、提出意见建议。参加座谈会的其他
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同
志提交了书面发言。

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
要讲话。他指出，党中央对新时代推进西
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作出部署5年来，西
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取得重大成效，
高质量发展能力明显提升，开放型经济格
局加快构建，基础设施条件大为改观，人
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如期打赢脱贫攻坚
战，同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踏上
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同时要看到，西部地区发展仍面临不
少困难和挑战，要切实研究解决。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特色优
势产业作为主攻方向，因地制宜发展新
兴产业，加快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
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积
极培养引进用好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
努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深化东
中西部科技创新合作，建好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
加快传统产业技术改造，推进重点行业
设备更新改造，推动传统优势产业升

级、提质、增效，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
和产品精深加工度。促进中央企业与
西部地区融合发展。把旅游等服务业
打造成区域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发展
新质生产力，探索发展现代制造业和战
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形
成地区发展新动能。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
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
障。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加强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加快推进重要生态

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打好“三北”
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强化生态资源保
护，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能力建设，深化
重点区域、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大力推
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有序推进煤
炭清洁高效利用。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和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
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
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
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

带一路”。完善沿边地区各类产业园区、
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布局，
推动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稳步扩大
制度型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营商环境。更加主动服务对接区域重大
战略，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创
新东中西部开放平台对接机制，深化与
东中部、东北地区务实合作。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
全，提升能源资源等重点领域安全保障
能力。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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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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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蔡奇丁薛祥出席

本报鄂尔多斯 4月 23日电 （记
者 王玉琢 布音额尼尔乐）4 月 22
日，大型文化展演活动“中华经典诵读
大会”（第二季）全国启动仪式在鄂尔多
斯市准格尔旗举行。

启动仪式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
音指导闻齐、主持人任鲁豫、国家一级演
员岳红、朗诵表演艺术家胡乐民、“中国
十佳青年诵读艺术家”董丽娜、工地诗人
李小刚等知名主持人、播音名家、文化名
人、草根达人以及“中华经典诵读大会”
(第一季)优秀获奖选手和准格尔旗本土
诵读爱好者齐聚一堂，诵读《三字经》《渔

父》《将进酒》等中国经典作品。
据了解，“中华经典诵读大会”（第

二季）展演群体涵盖全年龄段，设有“萌
新组”“小学组”“中学组”“大学组”“社
会组”“乐龄组”等组别，以地方作品征
集、全国总征选为主体，通过诵读的形
式，立足语言文化传承，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进行挖掘和阐发，让经典传承

“声声不息”。
作为一档全国性的文化类 IP，“中

华经典诵读大会”体现了融公益性、民
间参与性、专业权威性于一体的内核
特征。 ■下转第2版

“中华经典诵读大会”(第二季)在准格尔旗启动

本报 4 月 23 日讯 （记者 高
慧）据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消息，一季度
全区交通运输经济延续向好态势，货
运量保持较快增长，交通物流业降本
提质增效取得实效。

一季度，全区累计完成综合运输货
运量5.8亿吨、货物周转量1339.9亿吨
公里，同比增长11.2%和4.2%，较2019
年同期增长34.2%和 29%。完成综合
运输客运量2219.1万人次、旅客周转量
52.3亿人公里，同比增长39%和31%。

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完成投资34.7
亿元。其中，公路水路完成投资20.5亿
元，21个重点公路项目1470公里复工，
开工建设农村公路371公里，旅游路、产

业路 296公里;铁路完成投资 12.1 亿
元,乌大高铁、包银高铁、太锡铁路和集
通电气化改造项目复工；民航完成投资
2.2亿元，呼和浩特新机场、乌兰察布机
场改扩建工程等4个项目复工。

交通运输绿色升级转型加速，新
建出租车充换电站 2座、农村牧区充
电枪 305个，盟市主城区以外累计建
成10490个充电枪。全国首创无人运
输跨境通关模式——甘其毛都、策克
口岸AGV项目完成运量111万吨，达
去年总运量的31%。鄂尔多斯智慧物
联平台、国能新朔铁路粉煤灰“公铁”
联运 2个项目入选全国首批 30个“绿
色物流示范案例”。

一季度交通运输经济延续向好态势

全区综合运输货运量同比增长 11.2%

□本报记者 韩雪茹

家门口有了农资仓库，供销合作社
带着“放心农资、绿色农资”深入到田
间地头；测土配方施肥、统防统治、代
耕代种，供销合作社当好“田保姆”探
索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新路子；抓好农
资跨区域调剂调运，及时配送到销售网
点，供销合作社打通农资供应“最后一
公里”……

今年，我区供销合作社系统做强主
责主业、做优为农惠农，充分发挥农资
供应“主力军”、农资流通“主渠道”的作
用，在农资储备、价格维稳和优质服务
等方面持续发力，全系统172家农资经

营企业、967 家基层社按下春耕备耕
“保障键”。

供销为农 做强主责主业

春光作序，万物复苏。时逢春耕备
耕、抢占农时的关键时期，农资市场非
常火热。

走进杭锦旗吉日嘎朗图镇基层供

销合作社的物资仓库，可以看到各类春
耕备耕农资备货充足，种子、农膜、化肥
等农资琳琅满目，有不少农民前来购买
各类农资。

供销合作社负责人乔永峰一边耐
心地介绍各类农资的价格、有效成分及
用法用量等，一边清点着库存。“我们根
据往年的经验提前备货，保障货量充足
的情况下严把农资质量关，让农民用得

放心。我们还会安排专门的货车将农
资直接送到田间地头，给农民提供更优
质的服务。”乔永峰说。

春耕备耕是农民的大事，也是供销
合作社系统的“心头事”。自治区供销
合作社系统牢记为农服务根本宗旨，强
化自治区、盟市、旗县三级供销合作社
农资应急保供专班指导、督促、协调作
用，确保春耕农资供应不脱销、不断档、
不误农时,为实现全年农业稳产增产提
供保障。

1月 22 日，自治区供销合作社启
动 2024 年度全系统春耕备耕农资供
应情况周调度机制，加强对农资市场
商品调运数量、库存水平、价格变化的
动态监测， ■下转第3版

我区供销合作社系统172家农资经营企业、967家基层社按下春耕“保障键”

保 供“ 备 粮 草 ” 服 务“ 零 距 离 ”

本报 4 月 23 日讯 （记者 杨
帆）自治区财政厅最新消息：2021年 6
月至今，内蒙古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服
务平台已有10.5万户中小微企业申请
注册，平台累计为中小微企业（政府采
购供应商）融资超8.8亿元。

其中，2021年融资0.6亿元，2022年
融资2.39亿元，2023年融资4.25亿元，其
余为今年以来融资额。从年度融资额看，
内蒙古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服务平台中小
微企业融资需求呈逐年增长趋势。

靠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凭信用融
资，内蒙古的做法可圈可点。

为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自
治区财政厅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融资
需求，在全区范围上线政府采购合同
融资服务平台，将中小微企业参与政
府采购活动的信誉、信用转化为市场
价值，帮助其拓宽融资渠道，解决融资
难题，缓解资金压力，提高市场竞争
力，让更多企业能够顺利参与政府采
购项目，激发其创业活力。

在此过程中，自治区财政厅与入驻
平台的金融机构积极沟通对接，并从中
选择积极开展融资业务、服务范围广的
金融机构进行融资试点合作，在提前授
信计算、提高放款额度、缩短审批流程、
加速放款到账、锁定回款账号5个环节

发力，为企业提供利率优惠、流程快捷、
额度灵活的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服务。

开展试点合作以来，融资企业向
银行提交融资申请到收到贷款的时间
由原来 80小时缩短至 40小时，融资
企业的政府采购合同发布后最快1小
时资金即可到账，最高授信额度可达
1000万元，单笔融资额度按照中标合
同金额的90%确定。

“依法取得政府采购合同的中小
微企业，都可以通过平台提交融资申
请。融资时，完全以政府采购合同及
企业信用为基础，无需资产、第三方或
附加其他任何条件进行担保。中小微
企业可以自主决定是否选择政府采购
合同融资服务及融资机构。”自治区财
政厅副厅长赵大军介绍，平台运行以
来，已有30家银行机构入驻并开展业
务，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渤
海银行通过此平台累计放贷金额超过
2.4亿元、1.9亿元、1.4亿元。

“下一步，自治区财政厅将继续帮
助中小微企业凭政府采购中的政府信
用、企业信用实现免抵押贷款，减少资
金占用，将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
中小微企业，为内蒙古高质量发展贡
献更多财政力量。”自治区财政厅政府
采购处处长付晓枫说。

靠服务营商 凭信用融资

内蒙古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平台
为 企 业 融 资 超 8.8 亿 元

本报 4 月 23 日讯 （记者 高
慧）据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消息，4月上
旬高速公路限速调整全面启动以来，
我区已发布 6批 22段 3200余公里高
速公路限速调整公告，预计“五一”前
我区按 120 公里/小时限速运行管理
的高速公路将超过4600公里，占全区
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的58%。

“高速公路提速不是简单地把限
速标志调一下，需要专业评估、缺陷
克服、设施完善、现场确认、公示运
营。”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

长高世勤介绍，6批提速路段，累计核
对主要参数 2.3 万个，核查事故统计
资料和交通流量数据 2000 余条，路
面灌缝 317 万延米，处理沉陷、坑槽
1.5万平方米，处理桥头跳车39处，完
善交安设施 3250 处，新增和维修更
换标志 3067 块，施划标线 1.07 万平
方米。“下一步，我们将重点从安全的
角度，开展现场核查和后评估，进一
步完善交通安全防护设施，确保成熟
一条、公告一条、实施一条、安全一
条。”高世勤说。

“五一”前高速公路限速政策再调整

我区120公里/小时高速将超4600公里

随着气温回升，兴安盟袁隆平院士工作站科右
中旗耐盐碱水稻科研基地里，水稻的育苗工作正在
如火如荼进行中，科研人员将千余份实验稻种均匀
播撒在秧盘中。

“基地从 2019年开始筹建，面积从 500多亩逐
渐扩大到如今的 1847亩，水稻产量连续五年突破
500公斤，同时示范带动周边合作社种植2000亩。”
基地负责人杨忠一边查看整齐摆放的育秧盘一边介
绍说，“别看现在的水稻育秧工作热火朝天，但在几
年前，这里由于土壤盐分太高，很多都是撂荒地。”

盐碱地是土地顽瘴痼疾的“牛皮癣”，却也是极
具潜力的后备“新粮仓”。兴安盟是国家重要的农畜
产品生产基地，现有耕地2302万亩，有盐碱地等后
备耕地 10余万亩。2023年，兴安盟生产了全国百
分之一的粮食，产量达到135.6亿斤。

从白茫茫的盐碱地到金灿灿的水稻田，自2018
年引进袁隆平院士专家工作站以来，兴安盟历时 6
年打造出耐盐碱地水稻试验基地，形成了一套兴安
盟盐碱地水稻栽培模式，走出了一条北疆盐碱地生
态治理的新“稻”路。

“通过几年的土壤改良治理，这里的盐碱地也正
逐渐变为良田。”当大地开始变得生机勃勃，湖南杂交
水稻研究中心技术专家裴又良又一次来到科右中旗
的盐碱地，开展科技攻坚行动。“我们在搜集、筛选耐
盐碱水稻种质资源的基础上，创新选育出适宜当地生
态环境的耐盐碱水稻新品种，并建立与之配套的高产
栽培技术模式，实现盐碱地的高效利用，为盐碱地种
植水稻提供科技支撑。”裴又良说。

近年来，随着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兴
安盟分中心、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兴安盟分
中心、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兴安盟试验基地等
高层次科研和产业化平台相继落户，兴安盟农业科学技
术集成转化、水稻生产和耐盐碱水稻研究水平进入全新
高度。该盟先后实施了“北方寒地水稻及区域耐盐碱水
稻提质增效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等科研项目，培育出
兴粳6号、兴粳17号耐盐碱品种2个，筛选出兴隆41、兴
隆261等耐盐碱新品系20余份，累计推广新品种、新

品系、新技术13项，推广面积近60万亩，帮助7.5万名稻农年人均增收3000多元。
在科右中旗耐盐碱水稻科研基地育秧大棚里，几位农牧民正在科研人员的指

导下忙碌，巴彦淖尔苏木巴彦塔拉嘎查的额尔敦就在其中。“我在科研基地干活有
5年了，家里活不耽误，在基地里一年还能挣4万多块钱。”额尔敦说，自从种植水
稻后，周围的生态环境改变了，风沙小了，鸟也多了。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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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4月 23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
庆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
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西部地区
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领航掌舵。广大
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为根本遵循，锐意进取、担当
作为、久久为功，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
力谱写西部大开发新篇章。

迈出更大步伐 提振发展信心

西部地区在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
局中举足轻重。党中央对新时代推进

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作出部署 5年
来，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大步
伐，地区生产总值从 2019年的 20.5 万
亿元增长至 2023年的 26.9 万亿元，年
均增长4.9%。

“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了西部地
区近年来取得的发展成效，这让我们进
一步坚定了发展信心。” ■下转第3版

不断迈上新台阶 奋力谱写新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提振信心、指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