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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办

以绿电利用为龙头
全面带动非煤产业发展

推动电力交易价格体制改革破题。锡林郭勒盟在全
区率先推开全国首个跨省区特高压“点对点”绿电交易，特
高压二期 400万千瓦新能源项目先后与北京、天津、江苏
完成绿电交易电量 13.54亿度，企业增收 8000余万元，促
进了电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可再生能源的高效利用，为自
治区深化电力交易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贡献
了锡林郭勒盟智慧。

创新绿电大规模高比例消纳利用模式。锡林郭勒盟
根据产业类型、负荷规模，积极搭建适宜的绿电耦合发展
平台，探索形成多种低价绿电供应模式。新蒙新年产46.5
万吨绿电铁合金项目全手续开工，中泽、远景等项目 760
万吨铁合金产能通过自治区产能评估论证，330万吨产能
取得指标批复；维贝德年产 390万克拉人造金刚石、君锐
科技年产 5000吨高纯石墨加工等项目加快建设，璟程新
能源电缆、铝导体拉丝项目投产，绿电就地消纳利用工作
迈出坚实步伐。

有序推进高耗能企业园区绿电替代。锡林郭勒盟充
分利用自治区开展6类市场化并网新能源项目优选及开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电力交易的有利时机，有序推进园区绿色
供电项目建设，以市场化方式促进新能源高效消纳。全盟
已批复园区绿色供电项目6个，总规模97万千瓦，其中宝
昌产业园绿色供电项目是自治区率先开工建设的工业园
区绿色供电项目，将于2025年建成投运，届时每年可为园
区内12家负荷侧企业提供低成本、绿色电能约3亿度。

新能源和电网工程规划建设提速。锡林郭勒盟制定
全区首个盟市级落实《自治区加快新能源和电网工程审批
建设若干措施》，年内全盟累计核准备案新能源项目 56
项、电网项目68项。今年年底，全盟新能源装机规模预计
达到 2150万千瓦，稳居全区首位；盟内 220/110/35千伏
农网改造及城乡配电网等 45项重点工程全部开工建设。
全盟第三条特高压胜利至张北1000千伏特高压通道建成
投运，“两交一直”特高压送出主网结构形成。

能源装备制造全产业链能级提升。锡林郭勒盟修订
了《支持能源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暂行办法》，
以清单方式细化了支持范围，并明确了不予支持的负面项
目。此政策吸引了一批能源装备制造延链补链产业项目
落地实施，中船新能源装备产业园、三一零碳智造产业园、
四合光能高效单晶棒切片等项目建成投产，远景氢能装备
项目填补了全区电控系统、氢能装备制造等领域空白。

能源科技创新实现突破。锡林郭勒盟加大与国内外
科研院校合作力度，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半导体用金
刚石精密砂轮测试成功，95MW特大型六面顶超高生产装
备研发成功，退役风电叶片高值化回收利用中试项目产品
下线，粉煤灰生产EBox环保包装箱项目落地投产。

聚焦政务服务小切口
推动便民利企工作质效大提升

锡林郭勒盟继续深化“一网通办”，通过数据共享，构
建多层级互动、多部门协同、多系统互联的政务服务生态
体系，推动更多高频事项网上办、掌上办、一次办。在全区
率先实现与13个区直部门的34个业务系统互联互通，打
通4个自建业务系统，“蒙速办”移动端接入特色应用782
项，居全区第一梯队，2.5万个事项实现“进一网、能通办”。

锡林郭勒盟加快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围绕“服务
产业全链条、服务企业全周期、服务个人全流程”目标，通
过清单梳理、业务协同、流程优化，将需要多部门或跨层级
关联性强、办理时间相对集中的高频事项集成办理，推动
实现从“一件事一次办”到“一类事一站办”的升级跨越。
在承接自治区 13个“高效办成一件事”的基础上，自主实
施了10个本地特色“一件事”，累计办件22.25万件。

与此同时，锡林郭勒盟积极探索推动“免审即享”，通
过搭建政策综合服务平台，梳理政策清单，推进惠企利民
政策和服务“免申即享、直达直享、快享快办”。共汇聚企
业基础数据2.7万余条，梳理出人社、工信、医保、税务、民
政等领域 35项具体惠企政策，实现政策兑现由“人找政
策”向“政策找人”转变。

锡林郭勒盟还创新推出12345“未诉先办”，围绕各类
周期性、区域性、季节性高频热点诉求，推出城镇供热、农
牧民工工资、冬季道路雪阻以及政务服务等四个领域的

“未诉先办”模式，加快推动 12345热线从“接诉即办”向

“未诉先办”跨越。比如，今年集中供热以来，供热类诉求工
单2319件，同比下降66.8%；深入推进“跨域通办”，以国家
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为依托，通过梳理事项清单，明确
办事流程，持续推进政务服务事项“跨域通办”，实现同一事
项在异地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跨域通办”可办事项
441项，产生全量办件89.57万件；为全面落实诚信建设，对
风险可控、纠错成本低的事项创新推行“告知承诺+容缺办
理”审批模式，实现从“一套材料”到“一纸承诺”的升级跨
越。梳理盟本级容缺受理20个部门154个事项、告知承诺
15个部门72个事项，容缺受理办件1.69万件、告知承诺办
件2.38万件，实现企业群众“即来即办”；扎实推进“两个免于
提交”改革，推动电子证照跨地区、跨部门互通互认和扩大应
用领域，向自治区电子证照库归集汇聚电子证照数据188万
条，两批共计30个高频事项清单已成功实现所有相关材料
和信息免于提交。

锡林郭勒盟探索推行“无感续证”新模式，为解决企业
和群众在“换发证件”环节遇到时间节点遗忘、换证材料不
清、换证效率不高等问题，建立证照临期提醒服务台账，采
取信息推送、短信提示、电话提醒等形式提前告知，实现从

“被动审批”向“主动服务”。通过短信、电话提醒1.31万条，
产生6873个“无感续证”办件，减少材料1560件。同时，在
全区率先打造“企业之家”服务专区，全盟各级政务服务大
厅均实现企业服务专区全覆盖、实质化运作，组建181人的
企业服务专员队伍，为4824家企业提供帮办代办服务，累
计产生帮办代办件6050件。该盟还建立信用修复协同联
动机制，在全区率先推行《行政处罚决定书》与《信用修复告
知书》“两书同达”工作制度，让经营主体更好地获知信用修
复政策，及时纠正失信行为、消除不良影响。同时采用“线
上+线下”双向受理的业务模式，推进信用修复“一件事”高
效办理，已累计修复企业信用信息935条。

创新生态保护修复模式
巩固拓展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盟成果

在绿色矿山建设提质增效方面，锡林郭勒盟制定了
《绿色矿山建设示范项目指引》《矿山植被恢复治理技术导
则》，从矿区绿化、恢复治理、环境监测、资源开采、“三率”指
标等方面，形成了“锡林郭勒盟治理标准”。2024年投入资
金6.28亿元治理矿山29.34平方公里，投入资金和治理面积
分别超出年初目标25%和10%，累计推动7家矿山企业成
为锡林郭勒盟绿色矿山示范标杆，成功承办全区绿色矿山
建设推进会。同时，提前扩面完成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年
度任务。制定《锡林郭勒盟“三北”六期工程、浑善达克沙地
歼灭战建设项目指导意见（试行）》，本着“自加压力、多干快
干”的原则，提前扩面完成沙地治理377万亩，完成自治区下
达任务的106%。在项目实施中，推行“谁的草场谁申请、谁
治理、谁管护、谁受益”，通过以工代赈、以奖代补、先建后补
等机制，调动农牧民及其合作组织参与沙地治理的积极性，
137个农牧民合作组织、6000余人参与治沙工程，占到总任
务的70%以上，人均增收约1.2万元。创新性对流动沙地分
布较少的4个旗县市21.5万亩流动沙地先行歼灭，对10条
国省道干线两侧1公里范围内9.92万亩流动沙地进行重点
治理，建成一批示范性、标志性工程。

锡林郭勒盟从严完善草原生态保护机制，以实施草原
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为抓手，严格落实草畜平衡和禁
牧、休牧制度，在 4个旗县开展解决草原过牧问题试点工
作，草畜平衡指数全部降到10%以下。在全盟2.2亿亩草
畜平衡区推行春季牧草返青期休牧措施，这一有益做法被
纳入《内蒙古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条例》中，以地方
立法方式在内蒙古推广实施。深入开展严厉打击破坏野
生植物资源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累计破获案件83起，
其中，立刑事案件3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人；行政立案80
起，查处违法行为人277人。

与此同时，锡林郭勒盟更加精准实施污染源头防控，严
格落实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意见，全面开展环评报告符
合性分析，为项目选址提供重要依据；200家重点污染源企
业全部安装监测监控感知端设备，实现污染源全时自动监
测；稳步推进燃煤锅炉超低改造、柴油货车污染治理等工
作，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名稳居全区首位。还严格落实排
污许可制度，对全盟简化管理许可证进行全覆盖质量复核。

实施农牧业改革举措
着力推动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

锡林郭勒盟完善品牌建设运营管理体系，制定了锡林

郭勒羊、锡林郭勒奶酪区域公用品牌质量标准体系、使用
管理办法、年度工作计划等制度措施，构建完善统一的品
牌运营体系。锡林郭勒羊区域公用品牌入选“首批全国十
大节气名优特产品名录”和“2024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盟本级安排950万元补贴溢价收购订单羊和羊肉收储，10
家授权企业收购草原追溯羊 87 万只、较去年增加 55 万
只。收储羊肉 1000吨，平均每公斤高于市场价 1.5 元以
上。锡林郭勒奶酪区域公用品牌入选“品牌兴农典型案
例”，授权门店增至22家，授权主体增至108家。

同时，锡林郭勒盟加大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施
了自治区种业重大示范工程“揭榜挂帅”项目——“肉牛新
品种培育与应用示范”，完成305头华西牛屠宰实验、屠宰
牛只的表型和基因型测定分析工作。华西牛种公牛站、乌
珠穆沁白牛核心育种场建成投运，苏尼特左旗查干哈达畜
牧业专业合作社被评为国家肉牛核心育种场，成功举办第
五届全国种公牛拍卖会。修订优质良种肉牛发展扶持办
法，出台促进肉牛精深加工产业链发展若干政策措施、促
进浑善达克沙地及半农半牧区发展肉牛规模化舍饲养殖
若干政策措施等，盟本级投入资金1.6亿元，牧业年度肉牛
存栏 236.73 万头、增加 16.73 万头，肉牛良改比重达到
96%，居全区第三位，肉牛产业集群得以加快发展。

锡林郭勒盟创新农牧业社会化服务模式，制定实施
《锡林郭勒盟农村牧区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指导意见》，聚
焦农牧民生产生活需求频次高、工作量大、涉及面广的畜
种选育、疫病防治、牲畜销售、技术推广、环境整治等7项重
点工作，兼顾各地多样化、个性化服务需求，创新推行“7+
X”农牧业社会化服务模式。年初以来，全盟共组建322个
农村牧区社会化服务队，开展各类服务13.3万次、覆盖农
牧民104万人次。

锡林郭勒盟完善饲草料供给保障体系，制定了稳定饲
草价格若干政策措施和应急储备管理办法，收回国有打草

场95万亩，成立了国有打草队伍对收回的25万亩国有打
草场进行保护性打草；建立盟内饲草匮乏区和产草地区产
销对接机制，共调运平价饲草 21万吨，以东乌珠穆沁旗、
乌拉盖管理区等为主的饲草丰产区与盟内其它旗县市签
订平价饲草保供订单 2万余吨，平均较市场价低 100元/
吨；建成饲草储备库153个、大型全混日粮加工厂63处、饲
草交易园区7处，饲草应急储备能力达到30万吨、社会化
饲草储备能力达到 20万吨，饲草市场价格较上半年旱情
严重时下降50%以上，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5%。

完善开放合作机制
全力打造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

锡林郭勒盟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加快完善推进口
岸提质扩能，充分释放口岸通关过货能力。2024年 3月
19日，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中蒙二连浩特—扎门乌德经
济合作区。二连浩特口岸入选国家智慧口岸建设试点，
公路口岸成为首个对蒙试行 24小时货运通关口岸，出入
境人员突破 200万人次，达到历史最好水平；珠恩嘎达布
其口岸货运通道由原来的“一进一出”增加至“四进二
出”，通关过货效率大幅提升。二连浩特口岸、珠恩嘎达
布其口岸自驾 8座以下小型车辆恢复通关，累计通行 31
万辆次。

锡林郭勒盟着力打造“边民互市+落地加工”模式，二
连浩特边民互贸商品二级市场启动运营，蒙古国冻马肉实
现首次落地加工，羊绒、亚麻籽、肉类等蒙俄特色商品实现
常态化加工。截至目前，边民互市贸易交易额4.93亿元，
其中落地加工4.78亿元，分别占到全区70%和 95%以上，
参与边民 16.7万人次。同时，二手车出口业务实现突破。
二手车出口审批权限由国家下放至自治区后，指导盟内6
家二手车销售企业取得首批二手车出口资质，协助解决车
辆集采、过户、检验、转移待出口等手续中存在的问题。二
连浩特市被确定为全区3家首批二手车出口基地之一。截
至目前，已累计出口二手车 434辆，出口二手车数量全区
第四位。

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切实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

健全完善供热保障机制，印发《锡林郭勒盟供热报停
手续办理优化方案》《全盟换热站供回水温度数据接入锡
林浩特市城市运行管理平台工作方案》，建立信息化供热
预警调度、极寒天气供热预警响应等工作机制，将全盟28
家供热企业 643座换热站供回水温度数据全部接入城市
运行管理平台，安装室温监测设备 1.1 万台，实现了数据
实时监控、异常预警发现和及时处置，有效提高城镇供热
质量。

锡林郭勒盟针对牧区地广人稀、居住分散特点，在全
区率先创建了独具特色的“集中居住、养老育幼、政府扶
持、多元运营”牧区养老服务新模式，在 8个牧业旗建成
符合牧区老年人需求、民族特色浓郁、功能设施完备的普
惠型养老园区，建有 2762户，吸纳 3665名牧区老年人进
城养老。还印发了《锡林郭勒盟常态化推进“交房即交
证”工作实施方案》《锡林郭勒盟防范房地产开发项目交
付难风险隐患工作实施方案》《锡林郭勒盟商品房现房销
售试点方案》，切实维护购房群众的合法权益。今年完成

“保交房”1384套，解决“入住难、回迁难”729套，筹集分配
公租房 1.97万套，改造城市危旧房 162套、农村牧区危房
192 套；持续巩固房地产遗留办证成果，办理分户登记
4857套。

强化财政金融工作机制
更好支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024年，锡林郭勒盟试点推行肉羊天气指数保险，成
为全国首创的肉羊养殖结合气象变化的保险产品，近 3
年累计为8595户农牧民的206万只肉羊提供养殖风险保
障 3.86亿元。今年继续组织 10个旗县市（区）参保，参保
肉羊达到 111万只，切实增强了畜牧业抗风险、保增收的
能力。

锡林郭勒盟还强化普惠小微融资双向推送机制，组织
政银企对接会，完成224户企业、440亿元融资需求推送；
鼓励金融机构落实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下调、延期还本付息
政 策 ，全 盟 小 微 企 业 贷 款 余 额 44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4.8%。推进惠民补贴资金“一卡通”直达，将农机购置补
贴、耕地深松作业补助、耕地地力保护资金等补贴纳入“提
级发放”直达机制范围，目前已累计提级发放补贴资金
1.59亿元；2024年起自治区本级通过涉企资金直达系统
实现自治区本级资金直达企业，相关涉企资金已参照自治
区模式，实现盟级资金直达企业。

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将聚焦办好两件大事和闯新路进
中游奋斗目标，因地制宜、不等不靠、主动作为，坚持以求
真务实的作风、攻坚克难的勇气，一体推进改机制、改布
局、改作风，确保各项改革举措结出实实在在的果实，为自
治区全面深化改革作出应有贡献。

农牧民积极参与治沙工程。

因地制宜因地制宜 先行先试先行先试 主动作为主动作为

扎实推动改革创新举措落地见效扎实推动改革创新举措落地见效

锡林郭勒盟现代化养老园区一角。

二连浩特市被确定为全区3家首批二手车出口基地之一，
目前已累计出口二手车 434辆。

清洁能源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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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
后，锡林郭勒盟委、行署高度重
视、迅速行动，第一时间学习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自
治区党委十一届八次全会精神，
党政主要领导坚决扛起全面深
化改革的重大政治责任，上心上
手领任务、定措施、明期限、建机
制，切实增强全盟上下抓改革促
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先行先试探索实施了一批小切
口、见效快的改革举措，切实提
升了企业和群众的办事便利度、
满意度，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
公平惠及广大群众。

因地制宜 先行先试 主动作为

扎实推动改革创新举措落地见效
□巴依斯古楞

通过特高压输电线路，来自
锡林郭勒草原的绿电源源不断
送进北京、天津、江苏等省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