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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伴随着炉中的颗粒硅料
在坩埚中受热融化，籽晶头将会伸入液
面，通过熔接、引晶等工艺“生长”成单
晶硅棒，硅棒再经过切方和切片等工序
后成为光伏组件。2009 年产业园从零
起步，到 2013 年产值突破 10 亿元，2022
年产值达到 585 亿元，实现了惊人的“三
级跳”。

“三级跳”的密码就写在中环产业
园的展厅里。电价优势：光伏材料上下
游电价分别为每千瓦时0.34元、0.29元，
分别配置 42%、58% 的绿电用电比例；减
税降费：园区累计减税降费 4.2 亿元；资
金支持：各类补贴累计支持约 14 亿元，
科技项目研发资金支持 1 亿元；引才育
才：为园区人员提供子女入学、购房补
贴等服务。正是这些真金白银、真心实
意的支持让中环产业园迅速崛起。

硅棒“拔节”，风叶“舒卷”。
距离中环产业园 170 公里的包头市

石拐区明阳新能源智能制造产业园内，
智能搬运机器人载着风车叶片制造物
料在车间穿梭，机械臂依次将 42 颗螺
栓拧紧在直径 2 米的风机锥形主轴上。

石拐区委书记盖连玉说，“这是一
座从海上来的园区”。园区建设者是世
界海上风电产品创新能力、市场占有率
第一的明阳集团。园区总体规划 2100
亩，一期占地 650 亩，投资 50 亿元，重
点建成风电核心装备 5 个工厂和国家
级叶片试验检测认证中心，建成后将是
国内陆上风电整机制造产能最大园区、
定制化程度最高的研发中心。

明阳集团副总裁、北方大区总经理
张忠海介绍，“我们看中的是包头雄厚
的工业基础和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目
前有 10 多家本地供应商提供 20 多种
零部件产品，我们的目标是实现 85% 的
零部件属地化配套”。

吸引投资者们纷至沓来的是内蒙
古的独特优势——“头上有风光，脚下
有煤炭，手中有电网”。

能源产业是内蒙古的当家产业。内
蒙古煤炭储量和产量均占全国的四分
之一；风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 14.6 亿千
瓦，约占全国的 57%；太阳能资源技术
可开发量 94 亿千瓦，约占全国的 21%。
煤电装机总规模已超过 1 亿千瓦，居全
国第二，可充分利用火电调节能力，支
撑新能源大规模高比例使用。蒙西电
网则能在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
系统建设方面先行先试。

一个个项目、一组组数据，支撑起
内蒙古加快转型升级的雄心壮志——
努力在新能源领域再造一个“工业内蒙
古”，这份决心写入了 2023 年内蒙古自
治区政府工作报告。

发展现代能源经济的大考中，内蒙
古旗开马到、势如破竹。

截至今年 9 月底，内蒙古新增新能
源并网规模超 1000 万千瓦，居全国前
列；新能源累计并网装机总规模超 7200
万千瓦，居全国第三；在建待建新能源
规模约 1.7 亿千瓦，约占全国在建待建
新能源总规模的三分之一，是过去 20
年内蒙古新能源建成规模的 2 倍多。

庞大的建设需求带动了上游原材
料、中游装备制造、下游运维服务的市
场增长，2023 年内蒙古工业产值预计突
破万亿元。

按图索骥：
从燃料向原料延伸
减碳，是内蒙古的必答题。
500 个 煤 矿、400 个 尾 矿 库、800 座

矿山，这是内蒙古矿产资源的雄厚“家
底”。作为国家能源基地，内蒙古要完
成对全国各省区市的供煤供电任务。
在这样的基础上谈减碳，其难度之大可
想而知。

怎么办？面对这道看上去无解的
题，内蒙古拿出了清奇的解题思路——
既然拿煤没办法，干脆拿煤不当煤。

在 内 蒙 古 煤 炭 资 源 最 富 集 的 盟
市——鄂尔多斯，市委书记李理不紧不
慢地说：“煤本来就是一块合金。其中
含有铝、硅、铁、钙以及镓、镍等稀有分
散元素，还有稀土。随着技术进步，按
图索骥提取各种元素，煤就可以实现从
燃料到原料的延伸。”

思路一变天地宽。今年 7 月份，鄂
尔多斯现代煤化工创新技术中试基地
建设启动。“有一条是蒙泰集团的 4 万

吨氧化铝中试线，利用离心机直接从粉
煤灰中提取氧化铝，走的是物理路线。
还有一个内蒙古伊泰集团的千吨级阿
尔法烯烃中试项目，是国际首套，以煤
制油为原料制取烯烃。”李理对中试基
地的实验项目如数家珍。

目前，基地已经与中煤鄂尔多斯能
源化工分公司、中国煤炭科工集团煤科
院、清华大学化工系签订合作协议，将
完成超过 10 项以上技术示范及应用，
支持 10 家以上煤化工企业技术创新。
全市已形成煤制油气、煤制烯烃、煤制
乙二醇、煤基新材料等多条产业链，建
成现代煤化工产能 1951 万吨，占全国
10% 以上。

从燃料向原料延伸，减碳效果如
何？

在鄂尔多斯久泰集团，记者见到了
崔宁，一位在鄂尔多斯小有名气的青年
工程师——世界首套万吨级二氧化碳
加氢制芳烃工业试验项目的负责人。
他告诉记者，“生产 1 吨烯烃，需要 5 吨
煤，排放 10 吨二氧化碳。通过革命性
技术创新，把煤制烯烃过程中产生的二
氧化碳当作原料制成芳烃，产业链碳排
放趋近于零”。

减碳效果有了，煤的价值发生了怎
样的变化？

在国能准能集团产品展台前，该
集团循环经济产业孵化基地副经理高
桂梅拿起一块方砖向记者介绍，“这是
一块煤在经历多个处理环节后的最终
模样。首先，煤块在试剂的作用下，经
纳米化处理工艺制备煤基纳米碳氢燃
料，用于火力发电，燃烧时可有效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1 吨煤炭按 340 元价
格计，燃烧后的粉煤灰有 0.33 吨，可
以从中提取 0.17 吨的氧化铝、0.12 吨
的二氧化硅和其他金属以及盐类，再
加工就可以提取到铝、镓、硅肥等原
料，最后的废料经蒸气加压成混凝土
块，也就是这块砖。各环节产品总产
值折合约 6100 元，相较于原煤价值提
高近 18 倍”。

煤炭增值，前景有多广阔？
在鄂尔多斯乌审旗毛乌素沙地腹

地，记者来到了一处迷宫般的项目工
地，从进入大门开始行驶半个小时还没
有到达工地建设指挥部所在的中心位
置。车窗外，一望无际的沙地上塔吊林
立，钢结构的生产车间已经成型，新建
的烟囱在顶部刷上了白漆，一座现代化
的煤化工城轮廓初现。

“这是宝丰一期‘绿氢 +’煤制烯烃
项目现场”，内蒙古宝丰煤基新材料公
司总经理韩华山说，“项目占地面积恰
好是 9999 亩。现在看到的只是地面，
地下的钢管网道更为复杂，已经基本完
成。该项目由 260 万吨 / 年煤制烯烃
和配套 40 万吨 / 年植入绿氢耦合制烯
烃工程构成，是截至目前全球单厂规模
最大的煤制烯烃项目。项目投资 478
亿元，预计到明年 10 月份投产。”

鄂尔多斯市市长杜汇良介绍，鄂尔
多斯作为国家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探
明储量 2560.8 亿吨，占全国探明储量的
六分之一。仅位于鄂尔多斯的准格尔
煤田煤炭储量就达 265 亿吨，伴生稀有
矿物储量中，镓储量相当于世界总储量
的 80%，氧化铝储量是目前我国铝土矿
可开采储量的 6 倍。

发展现代能源的故事不止在鄂尔
多斯发生。

——乌海形成了“焦油—沥青—针
状焦—锂电池负极材料”“煤焦油—苯
酚—吐氏酸—介酸及其下游产品”等多
条煤基产业链。

——包头市已形成煤制甲醇 180 万
吨、聚乙烯 30 万吨、聚苯硫醚 5000 吨
的生产能力。

看煤只是煤，看煤不是煤，看煤还
是煤。认知上的升华促成了答卷中的
大手笔，内蒙古蹚出了一条减碳增值的
产业升级之路。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
有关负责同志告诉记者，内蒙古煤制烯
烃、甲醇产量已居全国首位，是全国唯
一拥有已建成投产煤制油、煤制气项目
的省区。全区年转化煤炭增至 1 亿多吨，
形成以煤制油气、煤制烯烃和精细化学
品制造等为主的国内规模最大的现代
煤化工体系，建成国内门类最全的煤基
再生能源产业体系。

并驾齐驱：
“风光氢储”成链起势
风、光、氢、储，是内蒙古要做的一

道多选题。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孙绍骋表

示，内蒙古虽然煤炭资源富集，但仅靠
煤电支撑国家电力需求既不可取、也不
可持续。在“双碳”背景下，发展风电、
光伏等新能源是必然选择。新能源建
设是内蒙古的又一次发展机遇，必须紧
紧抓住并切实用好这个机遇，“大干快
上”推进新能源建设。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常务副
部长符雷告诉记者，内蒙古的“大干”
不是“蛮干”，而是趁势而为，实干巧干。
在新能源发展规划上有大手笔，在大型
风光基地建设上有大动作，在拓展新能
源场景应用上有大视野。“快上”是要
科学地上，规划先行，站在“国之大者”
的层面“快上”，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落
实好具体项目，快批快建快上，尽快形
成产能。

风光发电具有波动性、随机性和间
歇性，并网消纳是产业难点，必须打通
发电、输电、用电、储电各环节，才能确
保可持续发展，这也是内蒙古加快构建
风、光、氢、储全产业链的原因所在。

并网外送，是风光发电后要过的第
一道关。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有关负
责同志介绍，“手腕，就好比是电网的主
网通道；手指，就好比是配网通道。手
腕粗了能持重，手指灵活能调控。主网
越粗，配网越密，电力承载和调控的能
力就越强，越能满足新能源大规模并网
需要。主网变粗和配网建密的过程就
是新型电力系统构建的过程”。

强干密枝，四通八达。记者了解到，
国网蒙东电力在锡林郭勒盟地区建成
并投运了“五站五线”新能源汇集特高
压配套送出工程，包括 5 座 500 千伏变
电 站、5 条 500 千 伏 输 电 线 路 和 29 条
220 千伏风电汇集线路，每年可向京、
津、冀、鲁、苏等地送电约 700 亿千瓦时。

送得出才能供得好。内蒙古自治区
政协副主席、锡林郭勒盟委书记张佰成
表示，2022 年锡盟新能源风电装机、风
电装备产能、风电装备产量、风电发电
量 4 项指标排名自治区第一，预计今年
底新能源装机将达到 1700 万千瓦以上。

东西布局，全面铺开。自 2023 年起
的 5 年内，内蒙古电力集团还将投资超
2000 亿元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实施阿拉善至乌兰察布 ±800 千伏特
高压直流通道工程、内部 500 千伏主网
架加强延伸工程以及各电压等级电网
优化提升工程；加快建设新能源大基地
500 千伏汇集工程。

当前，内蒙古外送电能力为 7000
万千瓦，居全国首位，其中新能源占比
约 17%。到“十四五”末，内蒙古全区外
送电能力计划达到 7800 万千瓦左右，
新增外送通道可再生能源电量占比超
过 50%。

相对于 1.7 亿千瓦的在建待建新能
源规模，外送电量能消纳的部分是有限
的，如何防止新能源产能过剩？

内蒙古在全国率先创新提出新能
源市场化消纳模式，推动实施源网荷储
一体化、风光制氢一体化、燃煤自备电
厂可再生能源替代、园区绿色供电、火
电灵活性改造、全额自发自用等 6 类新
能源应用场景，已批复实施 150 多个相
关项目、总装机规模超过 4000 万千瓦。

“谁的孩子谁抱走”。这些市场化
消纳项目，从立项开始就锁定了消费终
端，确定了“新增负荷全额消纳、不得向
公共电网反送电”原则，从根本上消除
了弃风弃光的隐患。

“制氢是风光发电的好去处。制取
1 吨氢需要 5 万多度电，妥妥的用电大
户。”在全国首个万吨级新能源制氢项
目——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纳日松光
伏制氢产业示范项目现场，瀚峡新能源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鲁成成介绍，6 月底
顺利产出第一方“绿氢”，年产氢气约 1
万吨。制氢用电就来自于纳日松镇利
用采煤回填区兴建的光伏电站，该电
站年均发电量约为 7.4 亿千瓦时，其中
80% 用于氢气生产，20% 将直接输送至
当地电网。

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内
蒙古一年的氢气需求量约 700 万吨，还

有各类采运矿车、物流车辆超过 100 万
辆，开展氢燃料电池车替代前景广阔。
目前，内蒙古绿电制氢产业累计批复 31
个项目，产能 60 万吨，超过了《氢能产
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 年）》中
到 2025 年全国的可再生能源制氢量目
标。

储，是“风光氢储”多选题的最后一
个选项，也是有效避免弃风弃光的保底
选项。内蒙古规定，所有的新建新能源
项目必须配建储能设施，储能比例不能
低于新能源规模的 15%，其中风光制氢
一体化项目、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储能
时间不能低于 4 小时，保障性并网项目
储能时长 2 小时以上。

“只要数一数二，不要老三老四，以
最好的状态应对最大挑战。”在鄂尔多
斯的内蒙古华景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一号厂房的条幅引
人注目。华景新材料项目负责人赵国
新介绍，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的投产填补
了内蒙古在这一材料上的生产空白，同
时也补齐了鄂尔多斯的储能电池产业
链。公司规划建设四期项目，年总产量
可达 40 万吨，目前一二期已经投产。

在内蒙古蒙东液流储能科技有限
公司，记者看到了一个高约 0.5 米、长约
0.8 米的大型“充电宝”。公司总经理窦
睿将其视为“镇厂之宝”，他自豪地介绍，

“这是自治区首台全钒液流电池电堆。
公司建设的 4.5GW（吉瓦）液流电池生
产线一期包括 2 条 300MW（兆瓦）液流
电池电堆生产线及储能集成产线，建成
后能带动电解液、双极板、电极等项目，
助力通辽打造储能全产业链基地”。

电池储能之外，废旧煤矿压缩空气
储能、飞轮储能等新型储能方式也在布
局中。截至今年第三季度，内蒙古已
投产新型储能项目 68 项，总规模 250
万千瓦 /497 万千瓦时，为去年底的 4.3
倍。

善弈者谋势，善谋者致远。从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的风光资源，到电能转
换、利用、存储，风、光、氢、储 4 条产业
链布局初战告捷。风、光、氢、储又都有
各自的装备制造产业链条，内蒙古新能
源产业的版图就这样进入几何级的扩
展模式。

万马奔腾：
装备制造集群发力
审题，是答题的前提。在做好现代

经济这篇文章的大考中，内蒙古的审题
是逐字逐句的。

“现代能源经济，现代、能源、经济，
3 组词有多个组合，每种组合的意义都
不相同。我们的理解是‘现代能源 + 经
济’。”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有关负责同
志说，“从 1998 年西电东送开始，内蒙
古为沿海地区送去了充足的电力，但只
是停留在‘能源’这一块，‘经济’的文
章做得不够。比如说，60% 的能源装备
是与其他产业通用的，内蒙古完全可以
依托能源基础做大装备制造。在风、光、
氢、储各自的装备产业链上延链、补链、
强链，内蒙古能够形成一个新能源装备
产业大集群。”

发展装备制造业，把能源附加值留
在内蒙古大地上！内蒙古各地行动起
来。

从零开始，培育一个千亿级产业集
群需要多久？包头给出的答案是 6 年。

2016 年，第一家多晶铸锭企业落户
包头；2022 年，包头成为全国首批光伏
产业产值超千亿元的城市。在今年 5
月份举行的第十六届国际太阳能光伏
与智慧能源大会上，包头市被全球绿色
能源理事会颁授“世界绿色硅都”称号。

6 年成“都”，包头是如何实现的？
包头市常务副市长刘海泉告诉记者，包
头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实现光伏产业千
亿级的突破不是偶然的。

一是工业底蕴深厚。包头装备制造
业门类齐全、体系完备，已经形成 8 大
门类、37 小类的产业集群，能够为硅业
发展提供现成的产业协作配套。全市
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 2 个，国家级企业
技术中心 3 个，自治区级企业技术中心
10 个，自治区级工业设计中心 17 个，装
备研发创新能力保持在自治区前列。

二是绿能供给充沛。包头规划建
设 4 个 500 万千瓦新能源开发基地、4
条 500 千伏跨大青山绿色输变电通道，

建设 2 个零碳工业园区、4 个低碳工业
园区，所有园区绿电直供，既节省企业
用电成本，又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

三是营商环境优良。包头市高标准
规划光伏产业发展，聚焦头部企业，推
进链主招商，以商招商。目前，包头已
集聚起 40 多家晶硅企业，其中包括协
鑫、弘元、晶澳、双良等 13 家头部晶硅
企业，形成了从多晶硅、单晶硅到切片、
电池片、组件的完整产业链。

走进内蒙古鑫元硅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第一次就要对”这 6 个大字映入
眼帘。在该公司总经理助理乔安程看
来，搭乘内蒙古大力发展现代能源经济
的“快车”，入驻包头市昆都仑区金属深
加工园区便是第一次就做对的事情。

鑫元硅公司生产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硅烷流化床法颗粒硅，一期 10 万
吨 / 年颗粒硅项目已于去年 12 月建成
投产，二三期项目正在有序推进中。“我
们与包头在 2021 年 3 月 29 日开始对
接洽谈项目，当年 9 月 27 日下午拿到
的施工图，2022 年 12 月 17 日就开始出
产品。”回忆起入驻包头的时间线，乔安
程记忆犹新。

包头市对标先进城市优化营商环
境，不断刷新项目落地投产的“包头速
度”，让这些各地争相招引的头部企业
安下心来研发技术、扩大规模。新特硅
材料创新中心、弘元新材未来研究院、

双良新能源科技研发中心，一大批头部
企业建立了创新平台。

一众头部光伏企业汇聚包头的时
候，通辽正在补齐全球最大陆上风电装
备制造产业基地的“拼图”。

“年产 30 万吨风电轴承及回转支承
项目，总投资 60 亿元”“年产 20 万吨风
电增速机部件精加工项目，投资 50 亿
元”“年产 120 万吨铸锻件项目，投资
50 亿元”……通辽科尔沁区蒙东（通辽）
风电装备制造基地的展板像一块“芯
片”，标注着各个厂区的投资能级。

该制造基地“链主”企业内蒙古龙
马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曲锋增
告诉记者，基地计划总投资 336 亿元，
规划占地面积 11500 亩，总建筑面积
436 万平方米，涵盖高端铸造、精密锻
造、精工焊接、高精钣金、成套电器、液
压总成六大板块，以龙马集团为“链主”
企业，相继引进金风科技、三一重工、洛
阳双瑞、瑞祥重工等 9 家企业。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通辽市委
书记孟宪东表示，通辽致力于为企业提
供最优质、最高效、最贴心的服务，就是
为了把“链主”企业的引领支撑作用充
分发挥出来、更好释放出来，积极招引上
下游企业组团式进驻，尽早实现“一企带
一链、一链成一片”的集群式发展态势。

目前，内蒙古风电整机产能已超过
10000 台；光伏产业的硅料到年底预计
投产超过 100 万吨，占全国 60% 左右。

依托矿用车辆的巨大需求，鄂尔多
斯把装备制造从“风光氢储”延伸到了

“车”。
在准格尔经济开发区的内蒙古铁

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工人们有序作业
生产纯电动宽体矿用车。2022 年初，该
公司生产的内蒙古首台纯电无人驾驶
矿用车正式下线，如今第二代新能源矿
用车也已研发成功。

“公司产品按动力系统分为燃油、电
动、混动、氢能四大类别。主要为露天
矿、短途物流等应用场景提供新能源动
力成套装备及智能化运营。”该公司营
销副总经理李昕瑜介绍，“目前公司一
期项目已完成投资 5 亿元，可以实现各
类产品的混线生产。”

出标准，是一个产业发达的重要标
志。内蒙古的新能源装备制造业不是
大项目的单纯堆砌，而是产业链、创新
链、人才链的有机衔接，而且这种衔接
已经走在了全国前列，开始制定地方标
准，抢抓产业的话语权。

——为硅产品计量树标准。今年
初，内蒙古光伏（硅材料）产业计量测试
中心落户包头，标志着包头朝着光伏产
业实证中心迈进一步。

——为硅产业工人定职称。通威高
纯晶硅有限公司成为包头市首批硅企
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企业自主备案机
构，为 850 名一线技能职工 26 个工种
进行了涵盖 5 级到 1 级的职业技能等

级认定。
——给零碳产业园区下定义。今

年 4 月份，鄂尔多斯出台实施《零碳产
业园区建设规范》，这是全球首个零碳
产业园区建设规范地方标准。去年 9
月，鄂尔多斯实施全国首个“绿色电力
评价”地方标准《绿色电力应用评价方
法》。

鄂尔多斯市发改委主任黄伯韡告
诉记者，出台地方标准是为了引导新能
源产业规范发展，有章可循。鄂尔多斯

“风光氢储车”五大新能源产业迅速成
长，硅材料、光伏组件、风机制造、氢能
等上下游产业项目齐全，隆基、远景、协
鑫、株洲时代新材料、中车、陕汽等一批
产业链头部企业落户，有了标准指引能
够促进产业规范快速发展。这些标准
的推广也将强化中国在世界新能源领
域的话语权。

需要指出的是，内蒙古的新能源装
备制造不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是
有红线、有规划的。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郑宏范表示，全区 50.46% 的国土划
入生态保护红线，明确在草原森林重要
生态功能区不再新上矿业开发和风电、
光伏项目，停止自然保护区内所有矿山
企业开采勘探活动，拆除生态红线区风
电机组。

按照内蒙古《关于加强新能源装备
制造基地规划布局的指导意见》，在包
头市、通辽市重点规划建设风光氢储全
产业链装备制造基地，在鄂尔多斯市重
点规划氢储全产业链装备制造基地，在
呼和浩特市重点规划建设光伏全产业
链装备制造基地。

长辔远驭：
风物长宜放眼量

“最大”“首个”“首台套”，是记者
在内蒙古采访听到最多的 3 个词，这 3
个词体现了一系列新突破，也折射出内
蒙古仍然处于发展现代能源经济的起
步过程中。随着现代能源经济的发展，
内蒙古也面临着一系列“成长中的烦
恼”。

——水的紧平衡。“生产一吨煤制
油需要 7 吨水”“制造 1000 立方米绿氢
需要 900 公斤水”，每一个能源项目都
意味着水的大量消耗。内蒙古的陆地
面积占全国陆地面积 12.3%，但水资源
总量为 545.95 亿立方米，占全国水资源
总量的 1.92%，而且水资源分布呈现“西
少东多”的格局。蒙西地区“呼包鄂”
的水资源已经在账面上“接不住”上马
的能源项目，不得不探索煤矿疏干水的
循环利用。这种紧平衡不能突破的话，
内蒙古的现代能源经济规模将面临“起
步就得刹车”的窘境。

——人才的供给。内蒙古能源产业
前景壮阔，但产业对城市发展的带动还
远远没有发挥出来。要让人才尤其是
青年人才愿意来、留得住、能发挥，除了
优惠政策还要有城市能级的实质提升，
产城融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
金。毫无疑问，内蒙古在发展现代能源
经济的路上还要付出更加艰苦细致的
努力，但最重要的是内蒙古已经认清了

“靠土吃土、靠煤吃煤”的不可持续，坚
定了“早转型、早主动”的决心。能源
领域多年积弊的清除更激发了内蒙古
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内蒙古干部群众深刻感悟到，只有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只有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科学
指引下，影响产业健康发展的积弊沉疴
才能被彻底廓清，把握大势契合潮流的
奋斗目标才能摆上日程，团结奋进士气
高涨的干事创业氛围才能形成。

就在调研结束之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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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发布，明
确支持内蒙古加快构建现代能源经济
体系，提出研究设立区域煤炭交易中
心、开展内蒙古电力市场绿色电力交易
等设想。内蒙古做好现代能源经济的
努力不仅会推动自身高质量发展，也将
为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探索新路径，为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调研组成员：郑波 刘亮 陈力 王宝
会 余健 朱双健）（原载《经济日报》）

北疆大考

（上接第一版）可容纳基础母羊 1500 只。
“我们村有草场 3000 多亩，以前一度因
为超载过牧，造成草场退化。”海卜子村
党支部书记刘建忠说，现在不仅草场得
到休牧，而且养殖户今年预期户均增收
约 2 万元。

“内蒙古通过发展舍饲圈养，减少

天然草原载畜量，解决‘畜’的问题；通
过发展人工饲草种植，提升柠条、秸秆
资源利用率，合理利用天然草原，解决

‘草’的问题。”自治区农牧厅副厅长赵
玉生介绍，迄今内蒙古已建设牲畜暖
棚 1.56 亿平方米，饲草供给能力为每年
8000 万吨左右。

着力提高农牧业综合效益，内蒙古
加快打造农畜产品绿色有机品牌。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优然牧业
敕勒川生态智慧牧场的全智能无人牛
舍内，饲喂机器人、挤奶机器人等智能
化设备各司其职。

“通过品种改良和智能化、精细化

管理，今年奶牛平均日单产得到有效提
升。”优然牧业畜牧业务相关负责人赵国
梁介绍。不远处，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
生产基地里，敕勒川生态智慧牧场产出
的绿色优质原奶正被制成各类奶制品。

“通过育企延链，农畜产品精深加工
产业加快发展。”郭占江说，内蒙古着力

打造绿色有机品牌，让有机牛奶、科尔
沁牛肉、赤峰小米、库伦荞麦等更多优
质农畜产品走向全国各地。今年以来，
内蒙古先后在北京、山东、广东、四川等
地开展绿色农畜产品推介活动，签约总
额 192.48 亿元。

为推动绿色农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

发展，内蒙古已出台绿色农畜产品加工
业发展实施方案，大力促进创新能力提
升、优势品牌培育、产业绿色转型等。计
划到 2025 年，内蒙古农畜产品加工业产
值达 4000 亿元，比 2020 年增长 47%；主
要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 80%，较 2020
年提高 20 个百分点。（原载《人民日报》）

广
告

特价房源出售
捡漏价：3200 元 /m2

★东北亚义乌商贸城，12 号楼 1 单元 2101 室，面积：141.86 平方米

★东北亚义乌商贸城，12 号楼 2 单元 2101 室，面积：141.86 平方米

★东北亚义乌商贸城，13 号楼 1 单元 17B03 室，面积：137.51 平方米

★东北亚义乌商贸城，11 号楼 1 单元 17B01 室，面积：190 平方米

★金碧苑小区三期 3 号楼 3 单元 701 室，面积：144.04 平方米

★金碧苑小区三期 3 号楼 3 单元 1002 室，面积：120.9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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