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古绿色发展贯穿始终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力 余 健

在下调了新冠肺炎疫情

响应级别之后，内蒙古自治区

上调了绿色发展速度，继续探

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

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目

前，内蒙古工业企业复工复产

情况良好，围绕绿色发展，相

关特色产业逐渐恢复活力。

图① 伊利集团开足马力生产。 （资料图片）

图② 包钢轨梁厂中控室内，管理人员监管生产进度。 （资料图片）

派医疗队，捐土特产——

全面支援战全面支援战““疫疫””情情
本报记者 陈 力 通讯员 刘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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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计划实施3220个重点投资项目

重大项目“审批月”启动

3月4日，内蒙古自治区2863家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2218家，复工率
78%；自治区内工业园区2844家企业复
工1884家，复工率66%，工业园区企业
员工59万人，目前在岗41万人，保守估
计，月底前还能返岗10万人。

“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人大内蒙古
代表团强调，要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内蒙古
自治区发改委副主任王金豹说，“在疫情
防控阻击战中我们对此体会更深，在下
调了新冠肺炎疫情响应级别之后，内蒙
古推进发展尤其是绿色发展的速度，正
在全面上调”。

政策频出抗击疫情

在疫情防控最吃劲的时候，内蒙
古推动沿黄地区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中心组学习会、推进污染防治攻坚
战电视电话会照常召开，对内蒙古沿
黄地区生态保护和修复、对内蒙古建
设北方重要生态屏障作出部署。自治
区党委的战“疫”日记显示，从1月 21
日到3月4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
石泰峰召开会议、下乡调研 25次，对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系
列部署。

2月7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下
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精心做好企业
服务。协助防控疫情重点保障企业和受
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企业解决防控物资
保障、原材料供应、物流运输等问题，确
保企业在疫情防控达标前提下正常生
产。对防控疫情重点保障企业和受疫情
影响暂时出现经营困难的中小企业，实
行用电、用气、用水等“欠费不停供”措
施，疫情结束后3个月内及时补缴相关
欠费，不收滞纳金。

最近，由内蒙古自治区工信厅牵头，
会同发改、财政、卫健、审计、市场监督、
药监各部门联合出台10项政策，对全区
疫情防控重要医用物资生产企业、医用
物资原辅材料供应企业给予支持。对技
术改造单个项目给予500万元补贴、对
有突出贡献企业给予100万元奖励，并
安排 5000 万元资金支持企业融资担
保。农牧系统出台《关于确保“菜篮子”
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正常流通秩序的紧
急通知》，督促、协调各地各部门严格执
行“绿色通道”制度，保障农畜产品和农
牧业生产资料调运畅通。

“党员突击队”为企纾困

扛责任做表率，亮身份当先锋。疫情
暴发以来，内蒙古各地的“党员突击队”拼
搏在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一线。

呼和浩特市委利用党建直通车视
频系统第一时间召开全市组织系统疫
情防控推进会，出台在疫情防控阻击
战中考察识别干部、加强党员干部管
理监督等 3个实施意见，激励党组织
和党员干部全身心投入战“疫”。兴安
盟委组织部迅速组建党员突击队、党
员特遣队等，最大限度调动和发挥党
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呼伦贝尔市委
组织部集结 133支党员突击队、1578
名党员奔赴海拉尔区和鄂温克旗疫情
防控一线。阿拉善盟开展“向社区报
到，到社区请战”行动，全盟4000余名
党员干部到社区报到请战。锡林郭勒
盟建立牧区六级疫情防控机制，全盟
687个驻村工作队、2029 名驻村干部
坚守一线，在千里草原织密群防群控
的防控网络。

日前，内蒙古派驻贫困旗县的57个
工作总队已全部返岗到位，他们将及时
分析研判疫情对精准脱贫工作带来的影
响，全程参与脱贫攻坚、开展真督实导，
把自治区部署要求“一竿子插到底”。

为推动企业早日复工复产，各个园
区的防疫突击队变身“店小二”。内蒙
古圣灵作物科技有限公司是阿拉善盟
高新区精细化工企业，主要生产农药中
间体，产业链下游企业就有上千家。疫
情发生后，道路受到管制，原材料运不
进来，产品运不出去。高新区管委会与
江苏、山东等地有关部门协调后，给往
来车辆办理了通行证，每日的运输车由
过去的四五辆增加到十几辆。“每年3
月至5月是产品销售旺季。”公司副总
经理周松说，幸亏有园区“一企一策”的
贴身服务，企业才启动了生产，看到了
希望。

积极调度推动复产

为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内蒙古对全
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实行
日调度，对园区企业和重点项目开复工
情况实施周调度，及时协调解决企业疫
情防控、复工复产、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
中遇到的原料供给、产品外运、劳动力供
应、资金需求等困难和问题。2月 12

日，对116个工业园区，内蒙古自治区向
每个园区紧急下拨2吨消杀用品。

作为内蒙古能源核心区，鄂尔多斯
市成立了煤电油气保供联络调度工作办
公室，每日调度全市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市内及市外返岗人数情况、原料产品销
售运输情况，解决现有生产企业的达产
问题、停产企业的复产问题、开工项目的
复工问题和新建项目的开工问题。

鄂托克经济开发区实施网格化摸
排、扁平化管理的调度体系，优先安排疫
情轻微地区员工复工返岗，优先保证企
业管理、安全等重要岗位人员复工返岗，
优先选择与企业产业链上下游配套项目
复工复产。大路工业园区通过项目专人
负责制，积极协调推进项目前期手续办
理进程。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厅严格执行
“稳产保供”日调度，各处室局对口联系
重点农牧业企业，开通了稳产保供热线
电话和“处长直通车”。疫情暴发以来，
通过“处长直通车”共处理解决农牧业
生产、流通问题350多件，助力乳、肉、
绒等龙头企业复工复产比例达到80%
以上。累计推荐184家龙头企业申请

国家专项低息贷款，有12家龙头企业
被确定为全国性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
业名单，其中 5家企业获得银行贷款
15.8亿元。

每日调度汇集的信息表明，绿色发
展已经成为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呼和
浩特围绕乳业特色产业、支柱产业再部
署，针对防疫过程中伊利、蒙牛两大龙头
企业出现的成本上升、运输不畅、销售困
难等全产业链薄弱环节，及时召开市长
办公会，一企一策细化财税倾斜、信贷投
放、企业用工等政策支持。

大兴安岭林区战“疫”复工两不误，
有序推进种苗培育、储备，统筹安排植树
造林、退耕还林，做好病虫害防疫工作，
提前制定防火预案。内蒙古自治区环保
厅通过加强工业污染治理、加大燃煤污
染整治、建成“天地车人”一体化的机动
车排放监控，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通
过专项整治不达标水体、认真执行修编
后的“一湖两海”规划、建设沿黄生态走
廊，坚决打赢碧水保卫战。通过源头防
控、固废治理、美丽乡村建设，坚决打赢
净土保卫战，守护好“我国北方重要生态
屏障”地位。

近日，内蒙古一支支工作队奔赴湖
北助力抗“疫”，抒写着新时代的民族团
结、守望相助的感人故事。

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护士朝乐
门图雅收到了单位寄来的“那格布小香
囊”。这位工作在武汉方舱医院的蒙古
族女孩知道，蒙药香囊有自我防护的
作用。

没过两天，她的一位患者焦躁不
安。为了让患者平静下来，朝乐门图雅
解下香囊送给他。患者情绪稳定后问
道：“把香囊给我了，那你怎么办？”朝乐
门图雅笑道：“没关系，你们的健康就是
我们最大的愿望！”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内蒙古

先后派出12支医疗队驰援湖北。841
名医护人员中，以蒙古族为主的少数民
族医护人员就达220多人。他们和朝乐
门图雅一样，迅速投身湖北抗“疫”战
斗中。

同样在武汉方舱医院，内蒙古第二
批驰援湖北医疗队队员蒙古族医生杭盖
常常为语言困扰。刚到医院时，不少患
者看到他防护服上的“杭盖”二字都来找
他聊天。平时讲蒙语的杭盖普通话尚不
流利，更别说湖北话了，弄得一头雾水。
聊天还能“糊弄”，问诊就不敢大意了，不
少方言真是把杭盖难倒了。为了有效沟
通，杭盖主动找患者当语言“老师”，结合
手势，终于能准确地掌握了患者的诉求。

2月里的一天，湖北省钟祥市同仁
医院二病区41床的患者出院了。办完
手续，这位60多岁的患者特意返回来找
到内蒙古包头市第四医院护士航海尔
汉，深深鞠了一躬：“谢谢你，内蒙古女孩
儿！”这位阿姨是航海尔汗的第一名患
者。每次做完治疗，航海尔汗都和她像
家人般地聊天，安慰她鼓励她，给她讲草
原上的故事。住院的日子里，这位阿姨
常常对新入院的患者说：“虽然咱们看不
到这个蒙古女孩儿的脸，但她的声音特
别好听，我相信她一定像天仙一样漂
亮。”

除了医疗队，千里援助的名优内蒙
古产品也发挥了重要作用。2月28日，

内蒙古对口支援荆门市医疗物资和生活
物资捐赠仪式举行。除了医疗物资，这
次还捐赠了牛肉、羊肉各3吨，还有价值
约10万元的酸奶、奶粉及奶制品，全是
内蒙古名牌。“内蒙古的医护人员在抗击
疫情一线用心用情用力，展现出内蒙古
人民对荆门人民的深情厚谊。”荆门市委
书记张爱国说。

疫情发生以来，内蒙古认真贯彻落
实中央对口支援的总体部署，成立了对
口支援领导小组，在荆门设立了前方指
挥部。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捐
赠了600吨牛羊猪肉和牛奶。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既然捐赠，
尽我最优。翻开捐赠名录，内蒙古的名
优产品真不少。2月29日，专为抗疫一
线医护人员捐赠的3万斤兴安盟大米
送往湖北省武汉市第五医院。3月 6
日，体现包头稀土优势和科技优势的磁
共振“远程飞救诊疗车”开往湖北。内
蒙古伊利集团也第一时间向湖北捐出
乳品。针对湖北境内乳制品企业一度
停产的实际，伊利集团还急奶农所急，
上门收购原奶转运到其他省份的工厂
喷粉消化。

本报讯 记者余健报道：内蒙古
自治区3月3日启动重大项目重大
工程“审批月”活动。依托在线审批
平台实行业务办理全程电子化，建立
项目审批核准“容缺候补”机制，进一
步简化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推
动重大项目报建阶段审批事项能审
尽审、能批尽批，最大限度稳定社会
投资意愿。

“审批月”活动成为内蒙古自治
区稳投资的重要抓手。经济日报记
者了解到，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亿
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占全年比重约
65%，2019年投资对地区生产总值
增长贡献率约27%，拉动地区生产
总值增长约1.8个百分点。抓好重
大项目、重大工程，对于自治区稳定
经济意义重大。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内蒙古
针对全区各地实际情况分类指导。
按照“保投产、抓续建、争开工”的思
路，内蒙古紧密结合分区分级防控疫
情工作，建立企业应对疫情帮扶机制
和重点企业派驻联络员制度，实行

“一企一策”“一项一策”，解决好企业
用工、用料、资金不足等问题。对于
今年计划投产的项目，尽快完善竣工
验收、市政接入等后续工作，确保如
期投产或提前投产。对于续建项目，
保障好物流、用工、防护物资等复工
的各项条件，做到有效投资“淡季不
淡”。对于新开工项目，提前确保手
续到位、要素配置到位，着力解决开

复工前存在的堵点问题，确保进入
“施工季”马上开工。

完善常态化“政金企”对接机
制，常态化向银保监部门推送补短
板重大项目，定期组织召开重大项
目“政金企”对接会，帮助企业搭建
融资平台，实现项目融资精准对
接。常态化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
利用优质资产吸引民间投资参与
PPP 项目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充分发挥区位、电价等比较优
势，积极推广网上招商、代理招商等
新模式，对成熟且有签约意向的项
目，加强网上对接、洽谈力度，确保
尽快签约落地。

以目标为导向，围绕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内蒙
古着力扩大有效投资、抓好民间投
资、优化投资结构。聚焦新材料、生
物医药、特色装备制造、生态环保、绿
色食品、文化旅游等新兴产业，以及
能源、冶金、化工、奶业等传统产业，
谋划一批十亿级、百亿级、千亿级重
点产业、基地和项目。根据最新调
度，全区2020年计划实施5000万元
以上政府投资、亿元以上企业投资项
目3220个，总投资27306亿元，年内
计划完成投资5052亿元。预计上半
年可开复工项目 2865 个，占比约
90%。其中，1857个续建项目年内
计划完成投资2938亿元，1363个年
内计划新开工项目年内计划完成投
资2114亿元。

农历正月初五，在得知医用紧缺物资重点
生产企业内蒙古华天制药有限公司的信贷需求
后，中国农业银行内蒙古分行通过线上审批、视
频贷审，仅用2天时间就完成了第一笔重点疫
情防控企业2000万元贷款的审批发放。

内蒙古华天制药有限公司负责人说，这笔贷
款不仅放款快，而且利率优惠。作为内蒙古自治
区内生产消毒制剂的重点企业，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华天制药有限公司提前复工生产急需流动
资金，中国农业银行急事快办，简化业务流程，解
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我们编制了受疫情影响企业名单目录，确
定了106家重点支持企业，预计投放贷款70亿
元以上。”中国农业银行内蒙古分行行长张春林
说，为了确保春耕备耕不受疫情影响，农行派出
数百支“支持春耕备耕流动服务党员先锋队”，
全面加大春耕备耕信贷支持力度。目前，全行
农户贷款较年初新增23亿元，余额达206亿
元，增幅达12%。预计3月末，投放春耕备耕贷
款不低于80亿元。

疫情发生以来，内蒙古自治区金融系统主
动作为、靠前服务，特事特办、急事快办，打出全
方位、保重点、降成本、提质效、抓落实的金融组
合拳。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管局会同人民银行呼
和浩特中心支行，自治区银保监局、证监局，紧
急启动线上融资对接机制，分头调度各金融机
构落实情况。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月底，全区
金融机构发放抗击疫情、支持企业复工复产贷
款约184亿元。

内蒙古自治区证监局局长鱼向东告诉记
者，在资本市场方面，自治区证监局多点防控，
保障投资者交易顺畅。针对部分上市公司大股
东股票质押到期的问题，为纾解相关企业和个
人的流动性困难，降低对市场的影响，引导、督
促大股东与质权人加强沟通，协调相关券商给
予展期和还款缓冲期。

特事特办，急事快办。疫情发生以来，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督促金
融机构第一时间为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提供低成本资金支持。截至2月
底，共发放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贷款42亿元支持72家企业，且利率
低于疫情发生前水平。及时为金融机构办理再贴现资金10.4亿元，发放支小
再贷款7亿元，支持企业生产医用物资，满足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民营小微企业
流动性资金需求，帮助企业尽快复工复产。

图为内蒙古鄂托克旗正丰煤矿工人入厂前检测体温。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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