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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面点经◎看经观潮

财经前哨

□本报记者 康丽娜

进入四季度，全区各地各企业纷纷开启“冲刺”模
式，忙生产、赶订单，全力打好收官战。

11 月中旬，远景蒙新集团建设的全球最大容量
5.5MW/14MWh构网型储能实体样机在鄂尔多斯零
碳产业园成功运行。这不仅提升了新能源和新型储能
的涉网能力，更推动了新能源从并网向构网的转变，为
自治区新能源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远景的 5.5MW/14MWh 构网型储能系统验证
了源网荷储系统的离网长时运行、并网/离网无缝切换
与黑启动等前沿技术，还通过了国际权威机构的测
试，各项指标均达国际领先水平，为自治区打造了风
光储的构网型示范工程。”远景蒙新集团首席科学家
李磊介绍。

未来产业代表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方
向，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对我区而言，发展
未来产业是塑造新优势、打造新引擎的关键所在，也是
探索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新路径的必然选择。

在今年的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我区明确提出，
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是我区
塑造新优势、打造新引擎的关键所在，必须积极抢滩
布局，率先在一两个点位上取得突破，提升产业发展
核心竞争力。

就在不久前，自治区工信厅会同教育厅、科技厅等
八部门制定了《内蒙古自治区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
案》（下称《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构建“9+5+3”未来产
业发展格局，重点发展稀土新材料、氢能、新型储能、算
力网络、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

这是“放手”发展当下、“放眼”蓄势未来的积极谋

划——按照《实施意见》目标，到2030年，全区要突破一
批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一批标志性产品，推广一批应用
示范场景，培育一批领军企业，建设一批中试验证和公
共服务平台，建成3-5个高水平未来产业先导区。

事实上，未来产业早已成为全区各地发力的新领域。
早在去年3月份，自治区就在呼和浩特市成立了首

个以航天航空为主导产业的开发区——呼和浩特航天
经济开发区，重点发展打造商业航天制造基地、低空经
济示范区、北斗高分特色创新应用集聚区、低空经济装
备保税区等。

北斗应用产业园是呼和浩特航天经济开发区规划
的六大产业园之一。“作为孵化基地，北斗应用产业园聚
焦固定翼无人机、直升机等整机的研制和规模化应用，
集中力量招引和培育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龙头企业，预计
实现总产值 1.5亿元。”呼和浩特航天经济开发区党工
委委员柳强介绍。

聚焦未来信息产业、未来空间产业、未来材料产业、
未来健康产业、未来能源产业五大领域，呼和浩特市前
瞻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截至
今年10月份，全市已布局算力网络、智能制造、碳基复
合材料、干细胞生物技术、北斗导航、大模型训练等一批
未来产业重点项目113个，总投资1038亿元。

氢能，被誉为21世纪的“终极能源”。在鄂尔多斯，
锚定打造“北疆绿氢城”的目标，一场以打造氢能源全产
业链、创建氢产业生态圈的新能源生产方式变革正在加
快推进。

11月 28日，全球首台套千标方级的方形插片式带
压制氢系统在鄂尔多斯市下线，标志着绿氢项目的发展
再创科技新高度。海德氢能业务总监宋保江表示，本次
技术设备的下线也标志着绿氢项目在低能耗、高效率的
角度实现了全新的解法，同时技术装备也会从鄂尔多斯

出发，辐射全球，助力全球绿氢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全球最大绿氢耦合煤制烯烃项目开工建设、全国首

台吨级镁基固态储运氢车重磅发布、全区首台第二代
1500Nm3/h高温碱性制氢电解槽和第三代 0.2MW超
低能耗高温碱性制氢电解槽下线、全区首个万吨级新能
源制氢项目成功制取第一方“绿氢”……鄂尔多斯全链
条、终端化布局氢能产业项目，建设全国氢能综合利用
示范区步履铿锵、硕果累累，创下多个全区、全国乃至全
球第一。

在包头，聚焦“两个稀土基地”建设，稀土新材料产
业发展势如破竹。

眼下，稀土高新区卧龙包头永磁电机产业园项目正
在进行最后的冲刺，预计今年年底前完成设备安装并试
生产。“项目计划新建5万套新能源汽车电机、3万套低
速大扭矩永磁电机、1300台直驱式风力发电机等生产
线，以及配套稀土永磁电机精密铸件生产线。项目建成
后，将填补自治区新能源汽车驱动系统生产制造的空
白。”项目负责人张文刚表示。

当下，卧龙永磁电机、英思特稀磁产业园、天骄清美
稀土抛光液等一批稀土新材料和稀土应用项目正在稀
土高新区加快实施，为包头市建设“两个稀土基地”提供
了强劲支撑。

以创新为驱动，包头市不断拓展稀土应用场景，重
点发展稀土永磁、储氢、抛光、催化助剂、稀土合金等五
大新材料，全链发展、百花齐放的稀土产业新局面正在
这里加快形成。截至今年1-10月，包头稀土产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28.4%，力争年内稀土产业产值突破 1000
亿元。

“未来”已来。放眼亮丽北疆，在抢占发展高地的这
个赛道上，全区各地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未来产业势头
猛、劲头足，未来可期。

内蒙古瞄准未来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内蒙古瞄准未来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

经济经济深一度深一度

□本报记者 李永桃

初冬时节，寒意渐浓，鄂尔多斯市各重点项目建设
“热度”和“速度”丝毫不减。建设者们抢工期、跑进度，
以“满弓”状态全力冲刺，推动项目早投产、早达效。

在鄂尔多斯市乌审旗，由中建安装承建的宝丰能源
内蒙古一期项目260万吨/年煤制烯烃和配套40万吨/
年植入绿氢耦合制烯烃项目首套MTO装置于11月底
试车成功，并产出合格产品。

该项目是目前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煤制烯烃项
目。项目全面建成后，将实现年产 300 万吨烯烃产
品，助力鄂尔多斯煤炭资源由燃料型向原料型转变，
产品由一般加工向高端制造转变，推进煤化工与绿
电、绿氢等产业耦合示范，推动能源低碳转型和清洁
高效利用。

项目建设如火如荼，高质量发展步伐铿锵有力。
2024年，鄂尔多斯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以项目建

设牵引有效投资，全市重大项目建设成果丰硕。总投资
185亿元的中煤图克绿色低碳产业示范园区、总投资96
亿元的白家海子煤矿、总投资96.32亿元的陶忽图煤矿
等项目推进顺利。

2024年，鄂尔多斯的重大项目建设涵盖了多个领
域，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在鄂托克前旗敖勒召其镇污水处理厂尾水湿地净
化及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工程现场，尾水处理池内的水
体清澈见底。该项目总投资6493.91万元，总占地面积
约81亩，于2023年 10月开工建设。目前，土建工程已
基本完工，正在进行水草植物定植和配套工程施工。

重大项目加速奔跑的背后彰显的是鄂尔多斯重招
商、优环境的实干担当。2024年，鄂尔多斯紧紧围绕

“四个世界级产业”和重点产业链，深入分析产业发展趋
势和市场需求，确定了重点招商领域和项目。聚焦能源
化工、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积极
引进一批技术含量高、带动能力强、发展前景好的重大
项目。与国内外知名企业加强对接合作，通过上门拜

访、举办专题推介会等方式，向企业展示鄂尔多斯的投
资优势和发展潜力。

精招商、招优商，鄂尔多斯积极创新招商引资方式，
充分利用各种平台和资源，拓宽招商渠道。举办各类招
商推介会、产业峰会、项目对接会等活动，广泛宣传鄂尔
多斯的投资环境和发展优势。9月 4日，以“‘蓉’汇暖
城、共赢未来”为主题的“链”上暖城鄂尔多斯—2024鄂
尔多斯市（成都）招商推介会在成都举行，招商推介会围
绕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科技创新领域开展点对点精
准招商。据了解，仅这一次推介会就邀请到了120余家
世界 500强企业、中国 500强企业、上市公司参加。会
上，签署了多项项目合作协议，涉及新能源装备制造、煤
层气综合利用等领域。

浪奔水涌千帆竞，潮头前岸万木春。当前的鄂尔多
斯，一个个快速推进的重大项目激战正酣，一幅幅干劲

“满格”的场面跃然眼前。站在新的潮头，鄂尔多斯将在
新一轮经济发展中实现跨越赶超，构筑起高质量发展的
新高度。

鄂尔多斯市重大项目建设“满弓”冲刺

本报12月8日讯 （记者 康丽
娜）记者从自治区能源局获悉，日前
自治区能源局与中国经济信息社联
合发布了《中国·内蒙古现代能源经
济发展指数报告（2024）》。指数结
果显示，2023年，内蒙古现代能源经
济发展指数高速增长，达 164.25 点，
同比增长 11.55%，基期以来年均复
合增长 10.43%，发展质速较前期进
一步提升。

从分项指数看，低碳转型、创新
驱动、经济高效和社会贡献四大维度
发展均稳中向好、好中有进、进中蓄
势，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挑战下
彰显内蒙古现代能源经济的活力与
潜力。数据显示，2023年，内蒙古在
能源领域实现“10个全国第一”，即新
能源总装机、新能源新增装机、新能
源发电量，电力总装机、新增电力装
机、发电量、外送电量，煤炭外运量、
煤炭保供任务完成量和煤制气产能
均位居全国第一。

内蒙古现代能源
经济发展指数发布

本报 12 月 8 日讯 （记者 杨
威）记者从自治区国资委获悉：内蒙
古超高压供电公司承建的蒙西至京
津冀直流送电端配套500千伏输电项
目近日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
可为蒙西至京津冀±800千伏特高压
直流输电工程提供输电端网架支撑，
内蒙古绿电外送又添“新兵”。

该项目是按照国家大型风电光
伏基地规划要求和内蒙古能源结构
调整需要，重点解决库布其沙漠鄂尔
多斯中北部 1200万千瓦新能源送出
难题的重点项目。项目建成投运后，
可将鄂尔多斯市的清洁电能打捆输
送至京津冀地区消纳。

该项目将新建500千伏变电站5
座、主变压器11组，总容量为1180兆
伏安，新建网线长度50.6千米。据了
解，该项目线路部分目前已进入网架
基础施工阶段，整体项目计划于2025
年底竣工投运。

内蒙古绿电外送
又 添“ 新 兵 ”

本报12月8日讯 （记者 康丽
娜）记者从自治区工信厅获悉，目前
自治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第
二批）名单已完成公示，我区新增 58
家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其中，
区外15家、区内43家。

据悉，为深入贯彻自治区党委、
政府关于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决策部
署，做好我区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工
作，充分发挥数字化转型服务商的专
业支撑作用，优化自治区数字化转型
服务商资源，运用市场化方式参与企
业数字化改造，推动全区制造业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我区启动了
自治区数字化转型服务商（第二批）
遴选工作，重点遴选具备提供咨询诊
断、工业大数据、工业软件、智能制造
系统解决方案、工业互联网融合应
用、工业信息安全服务等数字化服务
能力的机构。

“下一步，将以产业链为重点，推
动制造业数字化由点向面扩展。每
条产业链打造 1个工业互联网平台，
改造 100户以上企业，创建 2至 3个
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和‘小灯塔’企
业，推动全区制造业加快数字化转
型。”自治区工信厅有关负责人说。

我区新增58家制造业
数字化转型服务商

本报 12 月 8 日讯 （记者
杨威）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获
悉 ，2022 年 —2024 年 预 算 年
度，自治区财政统筹安排专项
资金 6500 万元，力促县域外经
贸“破零增量”示范工作取得新
突破。

外经贸“破零增量”，是旨在
挖掘外贸潜力、做大外经贸规
模，可推动各县市区外贸备案登
记企业实现进出口额零的突破，
并促进外贸企业进出口额的倍
增增长，从而提升整体外经贸规
模和效益的计划与行动。

近年来，自治区财政厅会
同自治区商务厅等部门紧紧围
绕“一个桥头堡”建设任务，聚
焦聚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通过完善相关支持政策，优化
资金支出结构，推进外经贸“破
零增量”。

在此过程中，内蒙古锚定
地方优势特色产业，促进县域
外向型经济发展。自治区层面
鼓励盟市立足资源、区位优势，
以县域优势特色产业为引领，
持续推进县域外经贸“破零增
量”示范县建设。经过几年发
展，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中
草药产业、巴彦淖尔市临河区
树坚果产业、通辽市开鲁县红
辣椒产业、赤峰市宁城县膨润
土产业等优势特色产业蓬勃发
展，为县域外向型经济发展注
入强劲动力。

同时，内蒙古通过挖掘和
释放品牌潜力，进一步提升县
域 产 品 国 际 竞 争 力 。 外 经 贸

“破零增量”计划与行动，在激
发企业内生增长动力的同时，
也促使各地积极培养区域公共
品牌，大力拓展国际市场。通
辽市开鲁县制作多语种专题宣
传片，提升当地产品国际知名
度；赤峰市宁城县通过成立行
业协会、制定行业标准、注册

“宁城猫砂”地理标志商标，不
断扩大产品品牌影响力；巴彦
淖尔市临河区打造树坚果跨境
电商 B2B 业务模式（企业与企
业之间通过跨境电商平台进行
交易的一种商业模式），开辟对
外贸易新赛道。目前，自治区
首批认定的 5个外经贸“破零增
量”示范县在 2023 年进出口额
同比增长翻一番的基础上，今
年上半年进出口额突破 3.5 亿
元，同比增长 104%。

内蒙古6500万元力促
县域外经贸“破零增量”

本报 12 月 8 日讯 （记者
阿妮尔）12月 8日，记者从满洲

里海关获悉，一辆从潍坊出发的
TIR(国际公路运输系统)车辆近
日经满洲里公路口岸出境直达
莫斯科。装载货物为中间品、电
子 产 品 ，货 值 52 万 元 。 这 是
2023 年满洲里公路口岸恢复
TIR业务以来的第7条TIR运输
线路。

据了解，今年，满洲里海关
所属满洲里十八里海关推动新
增上海、沈阳、天津、潍坊 4 条
TIR运输线路，载运货物范围包
括中间品、日常用品、水果生鲜
等多种品类，实现与中欧班列
等现有运输方式的有效互补、
资源共享，成为助力共建“一带
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物流
模式。在满洲里公路口岸，“郑
州—莫斯科”“青岛—叶卡捷琳
堡”等 TIR 运输线路也实现常
态化运行。

TIR 运输高效、便捷，可将
货物“门对门”运送到境外采购
商手中。“在传统公路运输模式
下，从潍坊发往俄罗斯的货物至
少要 15 天才能交付到客户手
中，通过 TIR 运输模式，10000
余公里的路程预计7至 8天即可
到达目的地，较传统公路运输模
式节约一半的时间。”山东卡航
之家现代物流管理有限公司负
责人方勇说。

满洲里十八里海关物流监
控科科长任艳强介绍说：“为保
障 TIR 车辆顺利通关，我们密
切与属地海关联系沟通，动态
跟踪车辆到达口岸时间，通过
提前核对电子申报信息、验核
封志、优先办理 TIR 车辆通关
手续等措施，实现对进境 TIR
车辆随到随放。”

目前，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
境 TIR 运输业务蓬勃发展。接
下来，满洲里海关将进一步提高
口岸通关服务效能，助力中国运
输企业走向国际道路运输市场，
不断拓宽延伸经济新通道。

满洲里公路口岸开通
第7条TIR运输线路

雪地中的花车巡游，极寒里的那达慕大会，滑雪场内的精彩赛
事……这个冬日，兴安盟阿尔山以一场场缤纷绚烂的冰雪旅游盛宴，
引领多元业态竞相绽放，新奇趣味的玩法层出不穷，让四方游客在冰
晶雪舞的天地间尽享欢乐与激情，共赴一场极致的冬日狂欢之旅。

歌游内蒙古，欢乐冰雪季。今年，阿尔山市以壮美的冰雪风光、丰
富的冰雪活动、多元的冰雪文化为载体，深度开发了十大冬季核心旅
游产品，设有花车巡游、冰雪娱乐、冰雪竞技、秘境穿越等30余个游玩
项目，打造天天那达慕、天天乌兰牧骑、天天戏冰雪、天天泡温泉、天天
过大年5个“天天”系列主题旅游产品，让各地游客“一站式”实现冰雪
游玩体验，爱上最梦幻的“童话阿尔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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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乌兰察布新一代电网友好绿色电站示范项目三峡乌兰察布新一代电网友好绿色电站示范项目。。 赵昱赵昱 摄摄

本报 12 月 8 日讯 （记者 高
慧）记者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
有限公司了解到，新建集宁经大同至
原平高速铁路（以下简称“集大原高
铁”）乌兰察布至丰镇北段运行试验
取得重要进展，完成故障模拟和应急
救援演练全部项目。

据介绍，此次故障模拟和应急救
援演练是新建高铁运行试验大纲要
求的规定动作，利用 7天时间对动车
组运行中受电弓自动降弓、随车机械
师登顶处置受电弓上挂异物、内燃机
车救援故障动车组 97个故障模拟和
应急救援场景进行测试，涉及运输、
客运、机务、车辆、工务、电务、供电、
调度等10个专业。

“通过对突发事件、人员疏散、应
急救援等典型应急场景的全方位‘实
战’检测，各系统应急响应和保障能
力均达到预期目标，取得良好效果，
为集大原高铁年底开通奠定了坚实
基础。”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集大原高铁乌丰段完成
故障模拟和应急救援演练

经济视眼眼

游客学习射箭。

游客感受原生态民俗。

滑
雪
爱
好
者
你
追
我
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