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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优化升级融入双循环
4 月初，内蒙古大地迎来一批大项目集

中落地。鄂尔多斯市分会场开工仪式设在鄂

尔多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鄂尔

多斯高新区”），总投资 180 亿元的晶澳光伏

全产业链项目同步奠基。

“围绕主导产业制作招商地图，产业基础

才能更加厚实。”鄂尔多斯高新区党工委书

记、东胜区委书记高屹东说，鄂尔多斯市提出

构建能源、现代煤化工、新能源、羊绒 4 个世

界级产业，鄂尔多斯高新区优势明显，“以构

筑世界级产业融入双循环格局，开放的文章

才能顺理成章”。

扩大产业版图

登临装备制造山体公园，奇瑞汽车、中兴

特种车辆、源盛光电等早年入驻的大企业尽

收眼底，“齿轮上的地球”标识十分醒目。

“装备制造基地的电子显示器件、汽车整

车、汽车关键零部件，初步构成了鄂尔多斯高

新区的对外贸易框架。”鄂尔多斯高新区投资

促进局局长李鹏介绍，去年，高新区共生产电

子显示屏 8705 万片，乘用车 98556 台，特种车

2755 辆，产品主要销往伊朗、巴西、白俄罗

斯、蒙古、韩国等国家。其中，源盛光电去年

进出口总额超 7 亿美元，进出口总额位列鄂

尔多斯市第一。

在中兴特汽厂区内，北奔重卡、陕汽、一

汽等品牌车在这里改装。“我们用自主研发的

活动底板、中翻自卸、骨架减重等实用专利技

术‘做加法’，解决了传统重车装不够、卸不

下、盖不住的难题。”中兴特汽总经理助理李

海霞说，集成创新成功实现了动力“油”改

“电”、道路“公”改“铁”、货物“散”改“集”，迅

速打开了国际市场。不仅特种汽车遍布蒙古

国 11 个口岸，还在乌兰巴托开设了 4S 店，累

计出口蒙古国特种汽车达到 12000 多台。

10 年前，鄂尔多斯高新区就开始规划建

设，如今已经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家、鄂尔

多斯市唯一一家国家级高新区。去年，整合

扩区“做加法”，鄂尔多斯高新区形成了高新

技术产业园、装备制造产业园、轻纺产业园

“一区三园”的发展格局。围绕建成全市高新

技术产业聚集地、高端人才汇聚地、机制改革

试验区和城市发展拓展区，鄂尔多斯高新区

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鄂尔多斯高端新材

料、纺织科技、生物制药、数字经济五大主导

产业。

优化创新生态

“进驻鄂尔多斯高新区以来，工作紧张

忙碌。加上去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我在鄂尔

多斯的时间超过在北京的时间。”中国矿业

大学（北京）内蒙古研究院执行院长王国勇

告诉记者，鄂尔多斯高新区大力建设创新平

台，在加快产学研融合上按下了“快进键”。

去年 9 月份，研究院在鄂尔多斯高新区

揭牌，快速集结了以 6 位院士领衔的科研团

队。截至目前，研究院已开展矿井水防控与

资源化利用、矿山生态地质环境遥感大数据

研究、厚煤层绿色开采等 7 项重大课题。同

时，围绕煤炭智能开采、煤系伴生资源精准开

采、黄河流域生态修复等鄂尔多斯亟待破解

的难题，分解了今后 4 年的攻关任务。“我们

引进了内蒙古自治区首位‘双聘院士’，实现

了鄂尔多斯引进院士零的突破。”鄂尔多斯高

新区管委会主任张鹏程说。

“鄂尔多斯羊绒衫，温暖全世界。”多年前

的一句广告语，见证了鄂尔多斯市羊绒产业

的外向度。历经 40 多年的快速发展，鄂尔多

斯集团已发展成为目前全球羊绒产业产销规

模最大、产业体系最为完善的领军企业，产品

线以羊绒为核心并延伸覆盖全服装领域。在

新冠疫情席卷全球、海内外市场营销困难的

情况下，鄂尔多斯高新区连续举办了五届中

国（鄂尔多斯）国际羊绒羊毛展览会。

布局创新平台，为鄂尔多斯高新区不断

积蓄发展动能。河南理工大学鄂尔多斯煤

炭清洁开发利用研究院、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鄂尔多斯工业过程智能低碳技术研究院落

地投运后，鄂尔多斯高新区与大连化物所建

立合作，共同推动国家级企业重点实验室创

建。鄂尔多斯高新区科技人才局副局长冯

翰翔介绍，下一步，鄂尔多斯高新区将加快

实施“创建呼包鄂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

技支撑项目，全力集聚引进国内“名校名院

名所”落地分支机构，新建新型研发机构及

企业研发中心 15 家以上。

发力节能减排

新近落地的晶澳光伏全产业链零碳示范

基地项目建设 15 万吨工业硅、10 万吨多晶硅

生产线，年产 20 吉瓦拉晶切片、30 吉瓦电池、

5 吉瓦光伏组件、光伏辅材。与此同时，时代

新材蒙西大型叶片智能制造基地项目开工，

主要建设大型叶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至

此，鄂尔多斯高新区发展“追风逐日”，全面进

军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

时代新材蒙西大型叶片智能制造基地项

目开工前夕，鄂尔多斯高新区领导专门到现

场办公，解决叶片运输中部分道路转弯半

径不够的问题。“中车株洲所在高新区投资

不断加大，生产的风机叶片也从 70 米到 90

米，将来还要发展到 110 米。”鄂尔多斯高

新区党群工作部部长谢永锋介绍，管委会事

无巨细地做好企业“保姆”，表明了建设世

界级新能源产业的决心。

早在 2019 年初，中车株洲所即派出 10 个

专项小组，在 16 个园区进行发展新能源装备

制造选址，最终选定鄂尔多斯高新区。当年

4 月份立项，7 月份首支叶片下线。去年 7 月

份，中车株洲所大兆瓦智能风机总装基地项

目在鄂尔多斯高新区签约。“从小型叶片到大

型叶片，从部件生产到总装基地，中车株洲所

在鄂尔多斯不断扩大投资。”蒙西整机工厂总

经理李智勇感慨地说，好的营商环境对项目

的成长十分重要。“尤其是这里的厂房、设备

及物流条件，特别契合尽快投产的需求，好像

早就量身定做、只等我们来一样。”

目前，鄂尔多斯高新区全力推动格罗夫

氢谷、加拿大能源之星等项目建成投产，加

快锂佳能源锂电池生产项目、源网荷储一体

化项目落地开工。聚焦碳汇经济、发力节能

减排延链补链。鄂尔多斯高新区发展规划

局局长陈勇表示，推动企业产绿电、用绿电，

也 成 为 高 新 区 外 贸 转 型 升 级 的 一 个 前 提

条件。

□ 本报记者 陈 力

乡村建设要颜靓质升

孙潜彤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农村

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作为

到 2035 年国家发展的总体目

标 之 一 。 具 体 从 哪 里 入 手 ？

日前，辽宁省制定了全面推进

乡 村 振 兴 实 现 新 突 破 的 三 年

行 动 目 标 任 务 ，明 确 以 普 惠

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为重点，从农村农民可见可感

的“小切口”入手扎实开展乡

村建设。

近年来，各地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行动已见成效，但接续

提升新生活仍在路上。将“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大目标分解

锁 定 在 一 个 个 明 晰 的 小 任 务

上，是辽宁乡村振兴行动部署

的特点。比如，农村公路要修

多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多少，

都有责任状、施工图、时间表。

每月累进，每季考核。

与沿海地区相比，东北地

区 的 乡 村 建 设 仍 存 在 短 板 。

表 现 在 总 体 建 设 水 平 不 高 ，

区 域 间 发 展 不 均 衡 突 出 、软

硬 件 基 础 设 施 薄 弱 。 面 对 差

距，不妨从当地实际出发，从

打 基 础 做 起 ，走 出 有 地 域 特

色的振兴之路。

例如，影响农村宜居指数

的上下水问题，解决不好这个

“里子”，面子上再怎么花枝招展也谈不上魅力乡村。不仅

城里人待不下，而且村里人也会留不住。所以，一方面要推

进规模化供水工程建设和小型供水工程标准化改造，兜起

农村供水保障；另一方面要广建污水处理设施，整治黑臭水

体，畅通农村排污渠道。看不见的大手笔大功夫，首先要下

在乡村建设的底座。有些县乡改厕“求快不求好”，厕所改

造没考虑严寒因素，污水处理没跟上，不少新建厕所闲置不

用变成摆设。可见，弥补乡村建设的短板，仅有资金投入还

不够，更要靠问需于民的细功夫、真功夫。

把乡村建设的“里子”绣好、底子打好，不仅农民住着舒

坦，也能通过城乡互动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形成以农民为主

体的利益联结机制，乘势发展休闲观光产业。建设“乡村+

度假”“乡村+康养”“乡村+文旅”等新场景新业态，将农村

美与农民富有机联接。近年来，辽宁通过国家级乡村旅游

重点村镇创建，推动不少乡村实现了“颜值气质”双提升，将

乡村底蕴向深开掘。

天津滨海新区提高行政效率——

证照联办“一件事”改革落地
本报记者 周 琳

3 月 31 日，注册于天津东疆综合保税区的天

津懿创科技有限公司率先完成营业执照和道路运

输经营许可证全程线上联办，成为天津市首家受

益于高频证照联办“一件事”改革的企业，这标志

着天津市率先试点的滨海新区证照联办“一件事”

改革落地结果。

“之前办理营业执照和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必须跑两次才能完成，拿到营业执照后才能申请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现在只需在平台上登录，

用一套材料就能办理两个证照，当天就能办完。

整个过程都可以在线上操作，对企业来说方便不

少。”位于天津东疆综合保税区的天津懿创科技有

限公司证照代办人任晓娟说。

为进一步深化“证照分离”改革，天津市滨海

新区近日出台《滨海新区高频证照联办“一件事”

工作方案》，推动企业准入准营全生命周期“一件

事一次办”，创新“准入即准营”路径。

根据《方案》，“证照联办”是指经营主体向登

记部门申请营业执照核发、变更、注销时，可以同

步向许可部门申请办理高频许可证关联事项，审

批通过后统一发放（注销）证照，改革范围为滨海

新区内各类经营主体。

改革之前，开设道路运输公司的企业需要先

登录“天津市经营主体一网通办平台”办理营业执

照，取得营业执照后再以企业身份登录“天津市网

上办事大厅”办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证照联

办”实施后，企业可在办理营业执照时同步申办道

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系统自动采集推送信息，“一

次申请、一套材料，一网通办、一次办成”，无需重

复登录、多次提交，真正实现“准入即准营”。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在滨海新区的申请量

每年约有 1000 件，过去申请人需要登录两个网

站、填写两次信息、提交两次材料，至少需要 2 天

时间，改革推出后降低了申请人的办事成本。

除了优化政务服务流程之外，滨海新区还积

极推动商事制度改革。“办理执照的材料、程序比

过去更简化了，提交申请、审核通过、电子签名、打

印营业执照一气呵成。”亲身体验过“确认登记制”

的天津信至嘉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英春为

这个“极简”登记管理模式点赞。

依据《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经营主体

确认登记试行办法》，天津港保税区管辖的天津自

贸试验区机场片区自去年 5 月开始实施经营主体

确认登记制改革。确认登记制实施以来，截至今

年 2 月底，天津自贸试验区机场片区新设各类经

营主体 3691 户，同比增长 59.44%，改革进一步激

发了经营主体活力。

“与行政许可制下的登记相比，‘确认登记’是

一种极简的登记管理模式。”天津港保税区市场监

管局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确认登记制整合了大

量申请文书，减少了文书种类和材料数量，全面推

行一网通办，登记程序更加简化，促进了登记便利

化水平和营商环境提升。

经营主体确认登记制是商事登记从“许可”到

“确认”转变的关键。为使改革落实到位，天津港

保税区市场监管局、保税区政务服务办公室践行

党建引领共同缔造理念，采用电话咨询、邮箱预

审、在官网开辟确认登记业务指南专栏、在办事大

厅设立帮办导办专区等方式，为企业答疑解惑，努

力让企业“只跑一次、一次办成”。

在“简”流程方面，天津市一网通办平台上开

辟了“确认制登记专区”和“企业专属服务空间”，

不仅方便确认制登记的各类经营主体在网上办理

开办、变更、注销、备案事项自行公示等业务，全流

程无纸化申报登记的经营主体还可通过电子营业

执照扫码进入专属空间，自行下载打印各类相关

的确认登记通知书以及确认提交的申请材料。在

“减”材料方面，以从事非前置许可经营项目的内

资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材料为例，由之前的

8 个登记材料缩减为 3 个。在“降”成本方面，申请

人可以通过天津市经营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网免费

发布执照遗失、减资、注销等公告。

“滨海新区首批推出 12 类 39 项证照联办‘一

件事’，按照成熟一个推出一个的原则，目前已上

线运行营业执照与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联合办理

（新设核发、变更名称、变更法定代表人），其他事

项如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出版物零售经营许可

证、动物诊疗许可证等将陆续上线。”天津市滨海

新区政务服务办主任李长洪说。本版编辑 周颖一 美 编 高 妍

4 月 19 日，湖南省常宁市塔山瑶族乡狮园村，远山、茶园、村庄与云雾交相辉映，构成一

幅美丽的瑶乡画卷。近年来，当地因地制宜发展高山有机茶，助力乡村振兴，带动村民增收

致富。 刘东华摄（中经视觉）

经过 40 多年发展，羊绒制品成为鄂尔多

斯高新区外贸主打品牌。图为鄂尔多斯集

团高度机械化梳绒车间。 （资料图片）

图为天津港保税区税务局工作人员到相关企业走访

调研。 吴文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