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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阿拉善高新区始终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将生态环保工作摆在重要位置，通过加强污

染防治、推进节能减排，打造绿色生态园区，进一步提升园区居民

群众的生活品质。

在内蒙古泰兴泰丰化工有限公司制碱车间无组织废气治理现

场，记者看到工人正在有序巡检运行设备。据了解，该公司原有制

碱车间因工艺特殊性，所有混碱熬碱锅无法完全密闭，导致部分无

组织碱气味扩散。为进行彻底治理，该公司于 2022年 5月新建了

《5 万吨/年靛蓝智能化升级靛蓝单元改扩建项目》，总投资 2.8 亿

元，其中 2340 万元用于环保改造投资，采用全新设计的制碱车间

密闭脱水釜替代传统设备，工艺废气通过密闭管道全部收集，接入

现有RTO焚烧装置集中处理，从源头破解无组织排放难题。

“我们企业主动加码 VOC（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投入，近五年

来累计投入大气治理资金约 2.2 亿元。通过引入先进环保技术、

搭建智能化监测体系、实施全流程污染管控，不仅有效降低了生

产环节的环境风险，更以清洁化生产模式重塑核心竞争力。”内蒙

古泰兴泰丰化工有限公司生产技术总监虞红铭介绍。据了解，该

公司不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推进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走清

洁生产发展之路，近五年来累计投入项目资金超 10 亿元，其中大

气污染治理资金投入2.2亿元，确保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

阿拉善高新区在大气治理方面精准发力，多管齐下。针对工

业污染源，持续开展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VOCs）专项整治行

动。环保部门深入企业，检查废气收集与处理设施，督促企业对

低效治理设施进行升级改造，确保废气达标排放。

污水治理工作同样稳步推进。 在阿拉善高新区高盐污水资

源化处置利用及收集设施维护改造项目中控室，工作人员正通过

数字监控平台对新设备运行数据进行监测分析。“我们这个项目

总投资 2.25 亿元，设计高盐水处理规模每天 3300 吨，每天产生中

水约 2600 吨，是高新区首个工业污废水零排放项目，也是周边地

区首个蒸发分盐项目。目前，项目已进入试生产阶段，正式投运

后将实现高盐废水全量化处理与资源回收，年减排 COD 约 400
吨，回收工业盐约 3 万吨，对提升园区工业废水循环利用率、推动

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项目总经理李冬恒说。据

了解，该项目采用了目前最成熟稳定的工艺设备（高密、多介质、

超滤、离子交换、纳滤、反渗透、MVR 等工序），可实现高盐废水全

量化处理与资源回收，不仅实现了废水零排放，保护生态环境，更

在节水、环保和经济效益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阿拉善盟生态环境局乌斯太分局副局长邓睿说：“为保障治

理工作取得实效，高新区建立健全监管与考核机制。依托在线监

测、无人机巡查等科技手段，对污染排放进行 24 小时监控，实现

精准执法。此外，我们积极开展环保宣传活动，提高企业和居民

的环保意识，鼓励公众参与监督，形成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今年，阿拉善高新区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坚决做好中央及自治区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切实加强重

点领域、重点区域、重点人群综合服务及治理。同时，持续压紧压

实治水责任，开展精准溯源整治，加强污染源头防控与周边监测、

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推动园区企业加强科技创新和设施升级，提

升环保治理能力和水平，加快形成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

污染少的产业结构，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目前，高

新区空气质量与水环境质量已取得明显改善，PM2.5 等主要污染

物浓度有所下降，优良天数比例增加。

阿拉善高新区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坚定不

移走绿色低碳的循环经济之路，通过建设“绿色工厂”，推动企业

绿色转型，引导企业技术改造、工艺提升。如今，绿色正成为阿拉

善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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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宏章   赵小丽

塔吊林立，机器轰鸣。连日来，在阿拉善高新区

各重点项目建设现场，建设者们坚守一线，鼓足干劲

抢抓工期，以攻坚之势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高

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在阿拉善盟盛世水务巴音敖包供水二期项目工

地，挖掘机长臂起落开挖土方，吊车精准作业铺设管

道。据介绍，该项目总投资 1.5 亿元，建成后每年可为

巴音敖包工业园供应生产用水 8000万立方米，将有效

满足园区重大项目和重点企业用水需求，助力优化区

域水资源配置。“项目计划建设 22.6km 输水管道、4 座

蓄水池（本期工程先建设 1 座）、加压泵站 1 座及配套

设施。目前正在进行管线工程和蓄水池场地平整，主

体工程计划今年底完工，2026 年 3 月投入使用。”阿拉

善盟盛世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彦兵介绍道。

在内蒙古聚益能源有限公司15万吨 /年焦炉煤气综

合利用制LNG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忙着焊接LNG储罐，有

序推进工艺装置区、压缩机厂房钢结构安装作业。据了

解，该项目计划投资5.3亿元，围绕焦炉副产焦炉煤气进

行综合高效利用，将庆华公司焦化装置副产的焦炉煤气

进行分离提纯、深冷液化后，得到生产液化甲烷（LNG）。

“目前项目土建已完成75%，安装完成45%，预计8月初进

入试生产阶段。我们制定了专项赶工计划，确保项目按

期建成投产。”内蒙古聚益能源有限公司副经理李俊刚说。

为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阿拉善高新区建立了重点

项目推进机制，实行周调度、月通报、季考核制度。每

周召开项目调度会，及时协调解决建设难题；每月通报

项目进展，表彰先进、督促后进；每季度开展考核，将结

果与部门绩效挂钩。从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到建设过

程要素保障，再到后期投产运营，服务专班全程跟进，

及时解决项目遇到的各种问题。

据悉，2025 年阿拉善高新区共实施盟级重点工业

项目 28 项，总投资 230.58 亿元，年内计划完成投资

54.07 亿元。截至 4 月底，已开复工 19 项，开复工率

67.9%，完成投资 22.98亿元，占年计划的 42.5%。随着

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加快建设，阿拉善高新区凝聚起

经济发展的无限活力。

盛夏时节，阿拉善高新区处处涌动着高质量发展的热潮。塔吊林立的建设现场，机械轰鸣声此起彼伏；产业园区内，各企

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工人们争分夺秒赶订单、保生产……据了解，今年一季度，阿拉善高新区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经济答卷：固

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6.4%，占全盟总量的 41.6%，贡献率达 32.5%，拉动全盟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7.2 个百分点，总量位居全盟第

一、增速位居全盟第三。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

力量。阿拉善高新区始终将服务企业作为工作的出

发点与落脚点，以务实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

业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持。

为精准对接企业需求，解决企业困难，阿拉善高

新区开展“企业大走访”活动。由管委会领导带队，组

织多部门深入企业一线，与负责人面对面交流，全面

了解生产经营中的难点堵点。对企业反映的问题，能

现场解决的即刻处理；无法当场解决的，建立专项台

账，明确责任部门与解决时限，全程跟踪督办。

今年年初，高新区投资促进局在走访中发现，内

蒙古众联鹏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因乌兰布和工业园

区变电站无间隔，导致 2025 年盟级重点项目(3 万吨/
年氨法电解锌项目)建设进度受阻。得知情况后，高新

区投资促进局迅速对接行业主管部门制定出为内蒙

古众联鹏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接入35 千伏电力方案，

成功解决了制约企业发展的难题。

“现在，高新区领导干部主动靠前服务，深入了解

企业在生产经营、技术创新、政策落实等方面的难题，

提供全方位、一站式优质服务。这不仅为企业解难纾

困，更提振了我们发展的信心。下一步，我们将加快

项目进度，争取早日投产，为高新区高质量发展贡献

力量。”内蒙古众联鹏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办公室主

任李永霞感慨道。

资金是企业生存发展的“生命线”。阿拉善高新

区通过举办政企下午茶、政银企对接会等活动，为企

业解读最新政策、破解融资难题。同时，积极搭建常

态化银企对接平台，定期组织银行、担保机构与企业

开展交流，宣传金融政策和信贷产品。今年以来，阿

拉善高新区金融投资公司已助力 14 家企业获得贷款 
1.45 亿元。“我们将继续深化‘六个行动’，在国有资本

投资运营、金融服务、园区产业服务三大板块发力，扩

大服务覆盖面，为企业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阿拉善

高新区金融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任斯铭表示。

深化“放管服”改革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阿

拉善高新区打破部门壁垒，推行跨区域一网通办、帮

办代办、并联审批等模式，大幅压缩项目审批时间。

高新区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严格落实“精

简会议、改进会风”要求，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为企业服

务中。

日前，内蒙古立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需办理股权

变更业务，以往需要 3个工作日且要提交很多材料，如

今在新审批模式下实现一次办结。“高新区干部作风

的变化我们看在眼里、暖在心里，现在办事效率高了，

我们企业在高新区发展的信心更足了！”内蒙古立威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程庆说。

通过一系列精准服务企业的务实举措，阿拉善高

新区切实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随着服务效

能不断提升，高新区营商环境的“金字招牌”愈发闪

亮，企业切实感受到了办事更便捷、流程更透明、服务

更高效，发展活力与创新动力得到进一步激发。

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近年

来，阿拉善高新区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着力构建“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梯

次培育体系，引导企业以理念创新、技术创新、产品

创新为抓手，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为园区经济

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走进内蒙古犇星化学有限公司噻虫嗪生产车

间，全自动化设备正在高效运转。作为一家农药原

药及中间体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该企业

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突破技术瓶颈，

其自主研发的噻虫嗪制备工艺通过创新性地采用

含噻唑、噁二嗪及催化剂的混合体系，经精准控制

合成反应与结晶工艺优化，实现高效生产。该工艺

不仅简化了生产流程，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且更契

合工业化大规模生产的需求。据了解，截至 2024 年

底，该企业已累计获得 6 项发明专利、2 项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并获评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 “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

“公司年销售噻虫嗪原药 4000 多吨，国内市场

占有率达到 30% 以上，位居国内第一。去年我们的

研发经费大概在 3000 多万元，今年我们将继续加大

科技创新投入力度，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该企业

技术负责人卢威介绍。

内蒙古三友化学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有机硅

医药中间体及改性特种有机硅材料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的企业。作为行业领军企业，该企业通过合成

工艺创新、产品研发和设备升级，成功攻克了特种

有机硅新材料工业化生产的关键技术难题，实现了

特种有机硅新材料的工业化生产。该技术成果具

备产率高、工艺可控原料易得、成本低廉、生产过程

易操作等显著优势，成功替代进口产品，有效解决

了国内特种有机硅新材料供给不足的难题，在多个

产品线上稳居国内外市场领先地位。通过不断加

强科技创新力度，该企业成功获得 2025 年第二批自

治区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资金的支持，为企业进一步

开展科研活动、引进高端人才、购置先进研发设备

提供了保障。

“我们坚持与高等院校加强联系，开展产学研合

作，与国防科技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就科技成果项

目研发、人才培养和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建立全面

合作，充分利用院校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人才

储备，培养富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强的应用型人

才，弥补企业内部创新力不足的问题，进一步保障

我们研发实力的持续性和先进性。”内蒙古三友化

学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才山说。

企业是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创新则是企业

发展的源动力。阿拉善高新区持续以科技创新为引

领，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高

新技术企业健康成长，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

业化水平，让企业在动能转换中提档升级、脱胎换

骨。据了解，目前高新区拥有科技型中小企业 15 家、

高新技术企业 33 家，累计持有发明专利 123 件、实用

新型专利 998 件。随着科创成果加速转化，这些创新

力量正成为推动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聚力项目建设强引擎   务实经济发展压舱石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精准服务助企纾困

科技赋能强产业   创新驱动促发展

厚植绿色发展底色  构建低碳循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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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高新区打破部门壁垒推行跨区域

一网通办，项目审批通过帮办代办、并联审批

等模式实现大幅提速。

阿拉善高新区厂房内机器搬运作业繁

忙，奏响项目建设加速推进的奋进乐章。

阿拉善高新区巴音敖包工业园绘就工业与生态交融的绿色

图景。

内蒙古泰兴泰丰化工有限公司运用先进环保技术与智能化监

测体系，实施全流程污染管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