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执行主编：李霞 胡芳 责任编辑：高慧 阿妮尔
版式策划：王冠磊 制图：王霞

2024年8月21日 星期三要闻特刊 5

□本报记者 阿妮尔

8 月 20 日下午，在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
头堡智库论坛 2024 年会平行活动之一的向
北开放研讨会上，中蒙俄百余位嘉宾欢聚一
堂，围绕经贸、投资、科技、文化交流、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等领域的务实合作进行了深入交

流探讨。
大家交流中认为，当前，内蒙古建设“桥头

堡”已完成顶层设计，具备强有力政策支撑和
机制架构，在新形势下定将大有可为。近年
来，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
设深入推进，内蒙古与俄罗斯、蒙古国的经贸
合作规模不断扩大，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提高，
为把内蒙古打造成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

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俄罗斯经济研究室主任、二级研究员徐坡岭表
示，内蒙古与俄罗斯在产业深度合作方面有很
多机遇和潜力，要充分利用口岸通道，发挥出
区位优势，深化与俄罗斯跨境产业上下游的合
作，把“过路经济”变为“落地经济”，解决“酒肉
穿肠过”的问题。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大使佟晓玲在主旨
发言中说，把内蒙古建设成我国向北开放
重要桥头堡，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
予内蒙古的战略定位和重大责任。内蒙古
服务和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就是要高质
量建设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在国家
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发挥更大作用，作出更
大贡献。

共绘互联互通发展新前景

□本报记者 霍晓庆 李超然

8月20日下午，作为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
堡智库论坛2024年会的重要内容之一，向北开
放政策对接及人文交流会在呼和浩特举行。

内蒙古与蒙古国、俄罗斯山水相连、地缘
相近、人缘相亲，友谊源远流长，经贸往来不断
深化。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在“北开南
联、东进西出”的改革奋进新时期，进一步的政

策对接和人文交流将推动三地合作走向更广
阔的未来。

文化旅游在促进文化互鉴、民心相通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会上，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对
外交流与合作处处长董丽君在“万里茶道”推
介中介绍，1—7月份，中俄、中蒙互访游客超过
200 万人次，“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的成
立，提升了中蒙俄跨境旅游市场热度，架起了
中蒙俄三国文化沟通的桥梁。

科技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下一步，我们要围绕新能源、新材料、矿产资
源、现代农牧业等重点领域，通过布局建设国
际科技创新合作平台、实施国家和自治区国际
科技合作项目、组织开展科技合作交流活动，
持续深化与俄罗斯、蒙古国等国家的科技合
作。”自治区科技厅副厅长张文韬在推介“一带
一路”联合实验室时说。

在思想碰撞中深化认识、在集思广益中共话
发展。会上，自治区教育厅就“留学中国——走进
内蒙古”进行了推介。蒙古国前杭爱省、东方省、

中央省和内蒙古阿拉善盟、呼伦贝尔市、兴安盟
以及俄罗斯投资发展集团围绕增进人文交流合
作、促进经贸合作和民心相通作了交流发言。

据了解，2007年，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与蒙
古国东方省就建立了友好地区关系。2023
年，蒙古国中央省分别与内蒙古的兴安盟和呼
和浩特市签署了建立友好地区关系意向书。
在8月20日活动当天，内蒙古阿拉善盟与蒙古
国前杭爱省签署了建立友好地区关系协议书，
为两地深化交流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

共创人文交流互鉴新时代

□本报记者 李永桃 实习生 岳雅楠

8月 20日下午，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
智库论坛全体会议在内蒙古新城宾馆举行。

作为第二届国家向北开放经贸商洽会、
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智库论坛2024年会
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全体会议受到了各界的
广泛关注。

“本次论坛中蒙俄三国官方代表与智库专

家围绕政策对接、人文交流、友城合作等领域
进行探讨。希望各位专家畅所欲言，提出有
针对性、前瞻性、创新性和战略性的对策和建
议，为中蒙俄三方在经贸投资、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科技协同、人文交流等领域务实合作搭
建平台，结出互利共赢的果实。”“我们正在与
内蒙古策克、甘其毛都口岸开展友好合作。
希望通过本次论坛，促进三方贸易合作稳定
增长。”……会上，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俄罗斯
后贝加尔边疆区政府、蒙古国驻呼和浩特总

领事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代表分别作
主旨演讲。

共商合作，共谋发展。“内蒙古充分发挥
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整合各方资
源，汇聚各方力量，搭建起国家向北开放重
要桥头堡智库论坛这个推动务实合作、交流
互鉴的平台，共谱互利共赢国际交流新篇
章。”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庞
辉说。

“会议内容很丰富。会议聚集了中蒙俄

三国政产学研各界人士，大家共同探讨三国
经贸合作和未来发展，非常有意义。大家在
深入交流中，凝聚了很多共识，表达了在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及能源矿产和经贸合作等方面
共同深化合作的愿景。相信通过此次会议的
召开，在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合作、促
进人文交流等方面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
用。”参加完全体会议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
中心科研信息部（能源政策研究部）部长景春
梅说。

共建国际务实合作新平台

□本报记者 韩雪茹

8月 20日下午，“一带一路”内蒙古商品进
出口贸易和投资洽谈会在呼和浩特举行。本
次洽谈会是第二届国家向北开放经贸商洽
会、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智库论坛 2024
年会的平行活动之一，旨在着力畅通国际贸易
大通道，推动内蒙古在共建“一带一路”、中蒙
俄经济走廊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专家分享、交流发言、参观考察……各界代
表90余人共聚一堂，围绕“如何打造可持续繁荣
的区域产销联合生态体系”进行交流洽谈。

内蒙古是我国向北开放的前沿，是国内国
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也是中欧班列中通道和
东通道的重要节点。同时，内蒙古与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经济结构互补、资源市场
互动、经济发展关联度较高。

面对合作发展的广阔前景，与会的进出口
企业、农畜产品源头工厂、电商平台企业、速递

物流企业等企业代表分享了各自企业特点、发
展机遇和合作愿景。

“通过这次洽谈会，希望能够进一步将内
蒙古的绿色农畜产品、工业技术优势等输出到
海外，实现买全球、卖全球。”蒙蒙通（内蒙古）
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海波说。

凝聚智慧，寻找商机。在现场的多个洽谈区
内，参会嘉宾纷纷进行交流、洽谈。部分企业主动
对接“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市场情况，积极寻求
合作意向。还有企业积极对接内蒙古牛羊肉制品

源头企业，表示愿意加强合作，扩大产销规模。
奥布瑞斯特集团中华区高级总监林钢说：

“来内蒙古投资兴业，主要是看中内蒙古良好
的投资营商环境以及政府的配套支持，我相信
未来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前景。”

洽谈会顺应发展机遇、深挖开放潜力，为
与会企业共话发展良机、磋商合作项目提供了
平台和载体。内蒙古将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创
新的思维，与各方携手共享向北开放窗口新优
势、共迎贸易投资合作新机遇。

共享向北开放窗口新优势

□本报记者 康丽娜 李卓

8月 20日下午，绿色中国·能源产业内蒙
古项目对接洽谈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作为
第二届国家向北开放经贸商洽会 3场投资和
贸易平行活动之一，本次活动旨在全面展示内
蒙古特色优势资源，推介绿色招商项目，搭建
交流合作平台，更大力度吸引企业来内蒙古投
资兴业、互利共赢。

能源产业是内蒙古的当家产业。自治区
能源局副局长胡成东在致辞中表示，当前，内
蒙古正深入实施科技“突围”工程，加强重大关
键技术攻关，抢占能源新技术应用高地，重点
在风光氢储领域培育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
量为特征的能源新质生产力。

这是一次大咖云集、精英荟萃的盛会。受
邀参加活动的既有威立雅集团、博枫资产管理
等世界500强跨国公司代表，也有国家电投集
团、中国电建集团、安能集团等央企、国企代

表，还有仟亿达股份、氢通新能源、阳光新能源
等中国 500强、行业龙头企业代表，以及国际
氢能中心等行业组织、机构协会代表。

“‘头上有风光、脚下有煤炭、手中有电
网’已经成为内蒙古能源经济发展的亮丽名
片。所谓‘手中有电网’指的就是由内蒙古电
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建设管理运营的蒙西
电网。一直以来，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承担着自治区中西部8个盟市 1400多
万居民生活供电任务，同时向华北、陕西榆林

和蒙古国提供跨省区、跨国境供电。”内蒙古
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白凤英自
豪地推介。

这是一个展示内蒙古形象、凝聚奋进力量
的盛会。活动上，鄂尔多斯市、阿拉善盟、乌海
市、通辽市、包头市等盟市代表分别作推介发
言，介绍各地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大力发
展新能源产业的优势和广阔前景，热切期盼国
内外企业家关注内蒙古、布局内蒙古、投资内
蒙古，全面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

共探能源绿色转型新路径

□本报记者 高慧

8月 20日下午，中蒙俄投资贸易合作推介
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办。本次活动作为第
二届国家向北开放经贸商洽会的主要投资和
贸易平行活动之一，是加强中蒙俄经济走廊建
设和深化中蒙俄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经贸
合作的重要平台。

据自治区商务厅副厅长胡英峰介绍，内蒙

古是我国向北开放前沿，近年来，内蒙古与蒙
古国、俄罗斯经贸合作规模不断扩大，互联互
通水平不断提高，蒙古国和俄罗斯始终保持内
蒙古第一大和第二大贸易伙伴地位。

内蒙古共有14个陆路口岸，其中对俄罗斯
口岸4个、对蒙古国口岸10个，满洲里、二连浩特
口岸分别是我国对俄罗斯、对蒙古国最大综合枢
纽口岸。截至目前，内蒙古在蒙古国设立境外投
资企业293家，中方协议投资总额20.5亿美元，
重点投资合作领域为矿产资源开发、交通运输、

农畜产业等；在俄罗斯设立境外投资企业215
家，中方协议投资总额15.1亿美元，重点投资合
作领域为农业林业、能源矿产、国际贸易等。

蒙古国政府执行机构中小企业局局长叶·额
尔德尼赛罕表示，中国是蒙古国最大的贸易伙
伴，近年来两国贸易不断扩大，为优化出口结
构，蒙古国政府希望扩大农畜产品出口规模，也
期待中国、俄罗斯企业家投资蒙古国农牧业。

本次推介会举行了企业重点项目推介，内蒙
古企业与蒙古国、俄罗斯企业间进行项目洽谈，

涉及能源、农业、冶金、贸易、金融等多个领域。
蒙古国和俄罗斯发言代表均对本次推介

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以本次活动为平台，
进一步共同推动地方间经贸合作再上新台阶。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搭建经贸交流渠道，
举办中国—蒙古国博览会、中国内蒙古—蒙古
国投资贸易合作推介会、中国内蒙古—俄罗斯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投资贸易合作推介
会等经贸交流活动，进一步深化三方经贸领域
务实合作。”胡英峰表示。

共拓国际经贸合作新领域

编者按

8月 20日，第二届国家向北开放经贸商
洽会、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智库论坛
2024年会在呼和浩特举行。本届大会以“蒙
聚新动能”为主题，当日上午举行开幕式，下
午举办中蒙俄投资贸易合作推介会、绿色中
国·能源产业内蒙古项目对接洽谈活动、“一
带一路”进出口贸易和投资洽谈会、国家向北
开放重要桥头堡智库论坛等平行活动。

在思想碰撞中深化认识、在集思广益中
共话发展。大会为中蒙俄三方在经贸投资、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科技协同、人文交流等
领域开展更多更广的务实合作搭建了平台，
进一步的政策对接和人文交流也将深入推
动三地合作走向更广阔的未来。

蒙 聚 新 动 能蒙 聚 新 动 能 携 手 赴 未 来携 手 赴 未 来

8月 20日上午，第二届国家向北开放经贸商洽会、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智库论坛 2024
年会在呼和浩特开幕。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企业在中蒙俄投资贸易合作推介会上进行投
资贸易合作项目洽谈。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开幕式上签署经贸及投资合作备忘录。
本报记者 韩卿立 摄

绿色中国·能源产业内蒙古项目对接洽谈活动
现场。 本报记者 韩红霞 摄

“一带一路”内蒙古商品进出口贸易和投资洽
谈会现场。 本报记者 白雪 摄

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智库论坛全体会议
现场。 本报记者 李永桃 摄

向北开放政策对接及人文交流会现场。
本报记者 李超然 摄

向北开放研讨会现场。本报记者 贾奕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