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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打造北疆亮丽风景线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辽宁：创新驱动，为振兴老工业基地增添原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两次到辽宁考察、两次在全国两会期
间参加辽宁代表团审议，强调“深入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振兴老工业
基地增添原动力”，为辽宁振兴发展把
脉定向，作出了全面部署。辽宁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扎实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各项目标任务，持
续补齐民生领域短板让人民群众共享
东北振兴成果，努力在变革性实践中
取得突破性进展。

激发创新驱动内生动力

曾经，“工业一柱擎天，结构单一”
是辽宁乃至东北的产业结构之弊。十
年来，辽宁抓住新一轮东北振兴机遇，
立足高质量发展，变中求新、变中求
进，为实现新突破蓄积力量。

这十年，首艘国产航母、航母舰载
机、跨音速风洞主压缩机等一批“大国
重器”在辽宁问世，一大批装备制造业
企业实现改造升级。

2021年，辽宁石化行业营业收入
首次迈入万亿大关，乙烯、PX、PTA产
能均位居全国首位。辽宁有“油头”少

“化尾”的产能结构正在改变。不仅如
此，川藏铁路极寒条件钢轨、超大型集
装箱船止裂钢等一批新材料也接连问
世。在石化、冶金、建材等原材料及深
加工行业，补链、延链、强链工作全面
推开。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
业、高技术服务等领域，辽宁不断培育
壮大有生力量。近年来，从人工智能
到集成电路，以芯源微为代表，一批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辽宁快速成
长。其中，集成电路装备产业2021年
营业收入达到了2012年的50倍。

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
考察时指出，支持和引导创新要素向
企业集聚，不断增强企业创新动力、创
新活力、创新实力。

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
产业发展格局正在形成。2021年，辽
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
长12.9%。2021年底，辽宁科技型中小
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分别达到14815
家、8107家，同比分别增长37%、
15.8%……新动能的马达声日趋强劲，
未来可期。

深化改革为振兴增活力

国有企业是辽宁振兴的“龙头”。

辽宁闯“深水区”、啃“硬骨头”，深化国
有企业改革。

2021年，辽宁省规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4.6%，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
企业增加值增长8.7%。

营商环境之弊，曾是辽宁振兴发
展之痛。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沈阳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
会时强调，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
面深化改革。

这十年，从率先立法、成立机构，
到网上办、不见面审批，辽宁打出了一
套改革“组合拳”；从刮骨疗毒净化政
治生态，到纪检监察常态化介入以“硬
约束”抓“软环境”，辽宁对营商环境进
行着系统性重塑，“投资正过山海关”
的势头正在形成。

今年初，《辽宁省推进“一圈一
带两区”区域协调发展三年行动方
案》发布。中部打造沈阳现代化都
市圈，南部发展沿海经济带，辽西融
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先导区，辽
东建设绿色经济区，立足辽宁、着眼
全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布局正在全面
推开。

让人民群众共享振兴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辽宁把解决好
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放在各项工作的重要位置，一
大批惠民举措落地生根，一件件民生
实事得到落实。

还欠账、补短板、惠民生，辽宁坚
持政府过紧日子，让老百姓过好日子
——每年民生投入占财政支出比例超
过75%；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年均增幅跑赢了GDP增速；企业退休
人员养老金“十连涨”，做到按时足额
发放……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自
2015年至2020年底，辽宁建成1.2万多
个脱贫产业项目，对84万建档立卡贫
困户实现了全覆盖。截至2020年底，
15个省级贫困县摘帽，1791个贫困村
销号；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由2015年
的3423元增加到2021年的1.1万元以
上。

这些年，辽宁打响蓝天、碧水、净
土三大保卫战。2021年，全省平均环
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321天；河流
水质自有环境监测数据记录以来首次
达到良好水平；森林覆盖率已达40%
以上……

十年起宏图，而今从头越。站在
新的历史起点，辽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殷殷嘱托，正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全面
振兴蓝图变为现实。

据新华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两次深入内蒙古考察调研，连续五年
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内蒙古代表团审
议，为内蒙古的长远发展擘画蓝图、明
确路径。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筑牢祖
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国
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巩固发
展民族团结大局”的要求，各族干部群
众守望相助，苦干实干，凝聚起“建设
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的合
力。

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

几场夏雨过后，敕勒川草原绿草
滴翠、红花吐蕊。

这片历史上“天苍苍、野茫茫”的
草原，曾一度退化成砂石遍地的荒
滩。2012年起，呼和浩特实施大青山
前坡生态保护综合治理工程，近3万亩
的敕勒川草原逐渐重现生机。

内蒙古是我国北方面积最大、种
类最全的生态功能区，但生态环境基
础非常脆弱，过去片面追求经济收益，
一度加重草原退化、林缘后退，很多湖
泊水质下降、湖面萎缩。

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全面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全区五成多国
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明确在锡
林郭勒草原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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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体制改革，探索编制自然资源
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
源资产离任审计。

内蒙古距离北京最近的多伦县，
过去一年要刮十几场沙尘暴。经过十
年不懈建设百万亩樟子松基地，曾经

寸草不生的地方，如今绿树成荫。
十年间，内蒙古每年完成林业和

草原生态建设任务分别超过1000万亩
和3000万亩，均居全国之首。目前，全
区森林覆盖率达到23%，较2012年提
升1.97个百分点；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
到45%，比2012年提高5个百分点。

十年间，内蒙古通过科学规划、系
统治理、产业引领等措施，战“荒”斗

“沙”。全区年均完成防沙治沙1200万
亩，占全国总任务的40%，生态环境明
显好转，实现了“沙进人退”向“绿进沙
退”的重大历史转变。

十年间，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
山。2015年内蒙古全面停止天然林商
业性采伐，至今大兴安岭林区销售碳
汇产品交易总额已逾3000万元；每年
约4.04亿亩草原通过禁牧得以休养生
息，6.16亿亩草原通过草畜平衡得以合
理利用，140多万户农牧民从中受益。

扎实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作为国家重要能源基地，内蒙古
承担着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任，但
也一直受困于“一煤独大”的经济结构
和“挖煤卖煤”的粗放式发展。

“十三五”以来，内蒙古坚决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遏制“两高”项目盲目
发展；努力由资源依赖、粗放高碳、分
散低效向创新驱动、绿色低碳、集约高
效转变，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
业深度融合；全面深化“科技兴蒙”行
动，高标准打造乳业、稀土新材料、草
种业三个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2021年，内蒙古能耗指标结束连
续增长态势，由“红”转“绿”；非煤产业
增加值占比约六成，高新技术企业从
2012年的158家增长到2021年的1223
家；高新技术企业工业总产值达到
5480亿元，是2012年的5倍多；2022

年，国家全面启动“东数西算”工程，内
蒙古跻身国家算力枢纽节点，获得新
的机遇。

近几年，内蒙古紧抓国家“双碳”
战略机遇，把新能源产业作为转型重
要突破口，借助丰富的风光资源禀赋
和广阔的沙漠、戈壁、荒漠等可开发地
带，打造风光氢储四大产业集群。新
能源装机占比已从10年前的22%提高
到2021年的36%，2021年全区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新能源发电量首次突破
1000亿千瓦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最早成立的
民族自治区，有着民族团结的光荣传
统，“齐心协力建包钢”“三千孤儿入内
蒙”等民族团结佳话就像草原上的牛
羊，数也数不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对内蒙古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要倍加珍惜、继续坚持
民族团结光荣传统和‘模范自治区’
崇高荣誉”“要深入践行守望相助理
念，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像石
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守卫祖
国边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内蒙古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切实加
强和改进民族工作，建立定期专题研
究民族工作机制，相关工作纳入自治
区“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
纲要。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内蒙古各族儿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砥砺前行，奋力
将祖国北部边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更
加亮丽。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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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境内的莫日格勒河（2021年7月21日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