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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10种有色金属产量首超 6000万吨
去年规模以上有色金属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9.2%

本 报 讯（记 者 余
健）“企业遇到困难，只

要在群里反映，一会儿

就有人来对接，效率很

高。”得到江苏省无锡

市弘元新材料（包头）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

念淮点赞的，是内蒙古

自治区包头市优化营商环境的一项创新

举措——建立“包头企业高管微信群”。

陈念淮告诉记者，群里不仅有企业负

责人，还有包头市四大班子领导、包头各地

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企业遇到困难、问题

在群里提交，地区和部门负责同志群里领

办，市领导线上线下督办，实现了政企沟通

即时化、处理问题高效化、政商关系亲

清化。

“政府部门经常主动来找企业，服务意

识明显增强，效率也显著提升。过去需要

10多天办好的工商注册手续如今不到 2天

就办好了。”郑州中远企业集团副总经理荆

永民告诉记者，他们公司与包头市九原工

业园区签订框架合作协议后，园区第一时

间就帮助他们解决了企业员工吃住行等

问题。

“我们列了重大项目基本情况表，每周

更新项目进展及手续办理情况，发现问题

及时协调解决。”包头装备制造产业园区重

大项目服务中心副主任霍杰介绍。

近年来，包头市全力打造国内一流

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化水平、

打通企业难点堵点问题，不断增强城市

“磁吸力”，吸引项目来包头建、资金往

包头流、人才往包头涌、产业在包头兴。

持续深化“一网一门一窗一次”改革，能

取消的审批事项坚决取消，能下放的审

批事项尽量下放 ；以市、旗县区两级市

民大厅为载体，深入推进政务服务标准

化建设 ；深化审批制度改革，对全市新

建、扩建、改建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实

行告知承诺制 ；研究出台《包头市工业

投资项目“拿地即开工”实施意见》，推

动审批流程再造，进一步压缩审批事项

办理时限。

“在包头市，营商环境建设已形成你追

我赶的良好局面，在这片‘竞技场’上，‘运

动员’‘裁判员’‘监督员’已全部到位，该干

啥、怎么干都已经明确，市场主体只需撸起

袖子加油干。”包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

任雷殿军告诉记者，营商环境是城市经济

发展的重要抓手，“如今从顶层设计到抓实

施、抓落实，再到抓考核、抓监督，包头营商

环境优化成效显著。”

2020 年，包头市立

足 自 身 实 际 ，围 绕 全

市重点产业链和产业

集 群 ，梳 理 形 成 新 材

料 、新 能 源 、新 装 备 、

新医药等 19 个细分产

业 链 ，从 世 界 500 强 、

中 国 500 强 、民 营 500

强企业和行业前 20 名龙头企业中筛选

出目标企业，为产业链精准招商和高质

量招商提供了依据和遵循。同时引导全

员开展走访、对接，定期“晒”成绩单，全

市 上 下 形 成 了 抓 招 商 、抓 项 目 的 浓 厚

氛围。

我国稀土界素有“南赣州、北包头”之

说，包头营商环境的改善，吸引了来自江

西省赣州市的金力永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来包头稀土高新区成立全资子公司。

“从土地招拍挂到开工建设，前后只用了

不到 2 个月的时间，我们真正享受到了

‘拿地即开工’。”该公司总经理苏权说，在

包头这段时间感受最强烈的就是“快”，办

事很便捷。

最新数据显示，2020 年包头全市共对

接企业 2337家，签约 397个项目，协议总投

资 2691 亿元，均大幅超额完成年度目标

任务。

内蒙古包头推动服务便利化

本报北京1月30日讯（记者齐慧）1月 30日，华龙

一号全球首堆中核集团福建福清核电 5 号机组投入

商业运行，标志着我国在三代核电技术领域跻身世

界前列，成为继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之后掌握

自主三代核电技术的国家，我国核电技术水平和综

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方阵。

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是我国在 30 余年核电科研、

设计、制造、建设和运行经验基础上，研发设计的具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

作为中国高端制造业走向世界的“国家名片”，华

龙一号是当前核电市场上接受度最高的三代核电机型

之一。其设计寿命为60年，反应堆采用177堆芯设计，

堆芯设计换料周期 18个月，创新采用“能动和非能动”

相结合安全系统及双层安全壳等技术，在安全性上满

足国际最高安全标准要求。华龙一号首堆所有核心设

备均已实现国产，所有设备国产化率达 88%，完全具备

批量化建设能力。

据了解，华龙一号每台机组装机容量 116.1 万千

瓦，每年发电近 100 亿千瓦时，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

家 100 万人口的年度生产和生活用电需求；同时相当

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 312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816万吨，相当于植树 7000多万棵。

上图 1 月 30 日在福建省福清市拍摄的中核集

团福清核电有限公司。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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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阔洁净的柏油马路，整齐的红墙

院落，手工艺品农民专业合作社里一片

忙碌，院内挂满了各式各样的笤帚成

品。难以想象，6年多前，阿亚格曼干村

还是个缺水少电的深度贫困村，村民住

着土坯房，走着沙土路。

2014 年 4 月 28 日，在新疆考察工作

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疏附县托克扎克镇

阿亚格曼干村看望干部群众。习近平

总书记对乡亲们说：“我来看你们，就是

要验证党的惠民政策有没有深入人心、

是否发挥了作用。凡是符合人民群众愿

望的事，就是我们党奋斗的目标。我祝

愿你们在党的政策扶持下生活得更加

幸福。”

如今，在党的政策扶持下，这里的村

民不仅顺利脱贫，人均年收入也从 2014

年的 2000余元增加到 2020年的 1.1万余

元。阿亚格曼干村的乡村振兴之路越走

越宽，村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有事干、有钱挣、有盼头

每天清晨，阿娜尔古丽·斯迪克都在

庭院里忙碌。“和丈夫一起清理圈舍，给

家里的牛、羊、鸽子喂饲料。”阿娜尔古丽

说，吃过午饭后，她和丈夫会到隔壁的手

工艺品农民专业合作社制作笤帚，这是

家里的稳定收入来源。

阿亚格曼干村有着上百年扎笤帚的

历史。为推动这项产业发展，2016 年，

村里成立了专业合作社。“我和丈夫每天

可以扎 50 个笤帚，能挣 300 元左右。”说

话间，阿娜尔古丽热情地邀请记者进

屋。记者看到，屋内沙发、电视、洗衣机

等一应俱全，客厅墙上有一台壁挂式

空调。

阿娜尔古丽说，村民们都知道近年

来他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大家都有事干、有钱挣、有盼头”。

2020 年，阿娜尔古丽一家靠养殖、

种植以及合作社务工挣了约 10 万元。

阿 娜 尔 古 丽 说 ，新 的 一 年 ，她 想 靠 养

殖、手艺挣更多钱，“将来供孩子们都

上大学”。

“最幸运的孩子”

“照片里，戴白色发箍的就是我，弟

弟也在里面。”如克耶·麦麦提图尔荪说

起那张合影，很是自豪。

在南疆，一张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

与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学生合影的照片

经常出现在大街小巷，如克耶·麦麦提图

尔荪就在其中。

今 年 20 岁 的 如 克 耶 从 小 生 活 在

阿 亚 格 曼 干 村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来 到

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时，如克耶正在

那 里 读 六 年 级 。 如 克 耶 说 ：“ 我 是 班

长 ，习 爷爷进来我喊了‘起立’，还朗

读了一段短文，习爷爷还询问我普通

话是什么时候学的。”说起这些，如克

耶依然激动。

如克耶告诉记者，在她刚上学的时

候，学校还是平房，六年级时才搬进了新

教学楼。“后来，我又回学校时，学校变化

特别大，有了食堂，装上了电采暖，还有

很多兴趣班。”如克耶说。

如克耶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小学老

师常常说的话：“你们是最幸运的孩子，

你们一定要努力。”如今，如克耶顺利考

上了伊犁师范大学。班里的同学们也受

到鼓舞，很多人都上了内初班、内高班，

去了内地读大学。

在村民大家庭过年

再过十来天，自治区党委党校驻该

村“访惠聚”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刘洪

涛将在阿亚格曼干村迎来第二个春节，

“春节快到了，意味着春天也快来了。春

天是谋划工作的好时节”。

阿 亚 格 曼 干 村 全 村 人 口 5000 余

人。吃过午饭，刘洪涛就开始入户走

访。刘洪涛说：“村里人多，一天要走访

10户左右。”

“村里要新建一个养殖基地，你们

可以在那里扩大养殖规模。”“你家育肥

牛体格太弱，一定要多下功夫。”……驻

村一年多的刘洪涛已经对这里的大小

事情门儿清。“每天都在想，怎么能让村

民收入更多些，日子更好些。”刘洪涛

说道。

刘洪涛告诉记者，近些年，阿亚格

曼干村逐渐成为红色旅游景点，村里建

起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研学活动也

逐年增加，“去年，参观人员有 2 万余

人次”。

产业是乡村发展的支撑。刘洪涛

给记者算起了账，通过这几年手工艺品

产业、花卉产业、林果产业等产业发展，

村集体收入逐年增加，去年村集体收入

达 40 万元。“今年是建党 100 周年，我

们要把红色旅游与绿色乡村建设结合

起来。”

“跟家人过年是小家庭，跟村民过

年是大家庭。”刘洪涛说，春节前，村里

打算拿出部分集体收入向老党员、贫困

户等发放礼包，激励大家更好地奋斗。

“脱贫攻坚是吃饱问题，乡村振兴则是

吃好的问题。今年要继续谋划好乡村

振兴。”

南 疆 脱 贫 村 里 话 幸 福

□ 本报记者 耿丹丹

一场大雪过后，山东临沂市蒙阴县

垛庄镇椿树沟村层峦叠嶂的山林银装素

裹，昔日潺潺的溪水成了冰瀑，在阳光的

照耀下晶莹剔透。前不久，蒙阴成功创建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成为山东省

唯一一个同时拥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和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县两块“牌子”的县（区）。

蒙阴县位于沂蒙山区腹地，山地丘

陵占总面积的 94%。上世纪 80 年代，这

里“越穷越砍树、越砍树越穷”，“靠山吃

山”让蒙阴水土流失面积达 1231.5 平方

公里，12万人未解决温饱问题，是“全国

首批重点扶持贫困县”。“失去绿水青山

难保金山银山”，醒悟过来的蒙阴人抓住

山区开发和脱贫攻坚机遇，大力开展整

山治水、荒山绿化，实施连片治理，因地

制宜发展林果业，把“生态立县”战略牢

牢确立起来。

站在蒙阴街道吴家山山顶举目远

眺，成片的侧柏郁郁葱葱，黄栌、榛子等

苗木点缀其间。而从前，这里只是一片荒

山秃岭。

2019 年开始，蒙阴县探索实施“政

府购买服务、引进社会资本、培育民间林

长”机制，吴家山也迎来了首位“民间林

长”——张荣军，他创办的公司作为政府

购买服务项目的实施方，负责吴家山的

绿化和管护，种植 3 年确保苗木成活率

达到 85%以上，验收达标后再统一交还

政府。2019 年，蒙阴遭遇了多年未有的

干旱天气，张荣军组织人员先后 7 次抽

水上山，为苗木“解了渴”。

在山东县级层面率先设立“生态文

明发展中心”，建立生态发展占总分值

73%的考核机制，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

终生追究机制……一项项体制机制创新，在为荒山治“秃”、披绿的同

时，更让蒙阴树立起以生态文明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鲜明导向。按照

“山顶松柏戴帽、山腰果树缠绕、山脚水利交通配套”的布局，蒙阴县治

一片、绿一片、富一片，全县90%的水土流失面积得到有效治理，10万

多亩跑肥、跑土、跑水的“三跑田”变成了增绿、增产、增收的“三增田”。

近年来，蒙阴县年均造林2万亩以上，森林覆盖率目前达到54.69%。

既让山头绿，又让群众富。蒙阴县找准“生态”与“富民”的结合点，

坚持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锁定林果种植作为基础产业。“好山好

水出好果”，种植苹果让蒙阴县野店镇毛坪村村民石立国、张兆国、郑

步国、逯春国等种植大户尝到了甜头，2020年，他们分别实现 30万元

至80万元不等的纯收入，村民们腰包鼓起来了，纷纷购置了小轿车。

目前，蒙阴发展果品 105万亩，其中蜜桃 71万亩，占长三角地区

市场份额的 6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长三角“果篮子”。蒙阴还与上海

蔬菜集团、叮咚买菜等合作，抢占高端市场，全县精品果占比30%。

果业的发展实现了“一业兴”带“百业旺”，促进了“生态+”“旅

游+”“互联网+”等新兴业态快速发展，全县A级景区21家，年接待游

客 500多万人次，老百姓从卖产品向“卖生态”“卖文化”转变，绿水青

山真正成为金山银山。2018 年底，蒙阴县 9825 户 1.79 万名贫困人口

和 95个贫困村全部脱贫摘帽。过去 5年，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年均分别增长6.1%、7.2%。

“我们将咬定青山不放松，努力绘就从绿起来到富起来、美起来

的生态画卷。”蒙阴县委书记王丽云表示。

本报北京 1月 30日讯（记者崔国
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最新发布数

据显示，2020 年，我国 10 种有色金属产

量首次突破 6000万吨，达到 6168万吨，

同 比 增 长 5.5% 。 其 中 ，精 炼 铜 产 量

1002.5 万吨，同比增长 7.4%；原铝产量

3708 万吨，同比增长 4.9%。6 种精矿金

属量603.2万吨，同比增长1.6%。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副会长贾

明星表示，2020 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有色金属工业行业、有色

金属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

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我国有色金

属工业在 2020 年一季度探底后，从二

季度起走出恢复性向好的态势。有色

金属工业生产、效益及铜、铝年均价格

好于上年水平。

2020 年规模以上有色金属工业企

业主要财务指标明显好于预期。2020

年，规模以上有色金属工业企业(包括

独立黄金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58266.5

亿元，同比增长 3.8%；实现利润总额

1833.2亿元,同比增长19.2%。

“十三五”期间，我国 10 种有色金

属产量总体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年均

增长 3.6%。其中，精炼铜产量年均增长

4.7%，原铝产量年均增长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