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示: 进入秋
季，羊绒服饰销售进

入旺季。在内蒙古鄂

尔多斯市罕台现代羊

绒产业园区的生产线

上，所有设备满负荷

运转。产自鄂尔多斯

的“软黄金”，从这里

开始了“温暖全世界”

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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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脱贫攻坚战———奋斗在一线D

特别报道 TEBIEBAODAO

接订单、选商品、包装商品、发快递……11 月 11 日上

午，卓资县电商公共服务中心，一派忙碌的景象。经营户谢

女士说：“今天销量突破了 3000单。”由于人手少，她也和

店员们一起包装商品。

内蒙古自治区卓资县是革命老区和国家级重点贫困

县，虽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生产出了许多绿色特色农产

品，却被销售难“卡”住了发展的脖子。近年来，卓资县确立

以电商精准扶贫为导向的县域电商发展模式，推动互联网

创新与扶贫工作深度融合，链接起了精准扶贫“最后一公

里”。

在推进农村电商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卓资县电商公共

服务中心积极为各商户提供周全服务。不仅协助商户开设

网上店铺，今年“双 11”前期，还牵头商户与当地农业合作

社合作，采购贫困户的产品，并从产品源头把控品质关。目

前，已经具备物流仓储，孵化培训，线上营销，展览展示等

功能。

今年 7月，卓资县被自治区评选为 2018年电子商务

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由此，卓资县进一步创新扶贫开发体

制机制，将“卓资县县域电商扶贫生态模式”纳入脱贫攻坚

总体部署和工作体系，推动互联网创新与扶贫工作深度融

合。以龙头产业为突破口，同步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增

加就业和拓宽增收渠道，加快精准脱贫攻坚步伐。

与此同时，卓资县利用交通便利优势，先后引进阿里

巴巴、中国邮政、顺丰集团等大型电商物流企业，计划建设

70个电商服务站。主要针对熏鸡、风干牛羊肉、马铃薯、冷

凉蔬菜、莜麦系列产品、冷榨胡麻油等当地特色产品进行

整体品牌包装、营销推广和交易服务，打造卓资土特农产

品网上集散地。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卓资县不仅对给个贫困村、

贫困户建设电商服务平台补助 3000 元。更主要的是制定

了电商脱贫精准方案，在融资渠道方面引入金融机构共同

为电商从业人员提供资金保障。同时，推进产品品牌化标

准化建设，运用实操电商孵化与培训赋能电商从业者。重

点先扶持龙头企业、龙头产品树立标杆效应，从而带动其

他从业者。针对特困人群，卓资县采取“一站式托管”服务，

从而让他们都能参与到电商产业链生态系统中。

卓资县县委书记王晓军认为，电商是过程，扶贫是目

的。据他介绍，随着电商精准扶贫工程开展，卓资县“有货

卖不出”的困境正逐渐改善，预计全年能直接带动贫困户

增收 3000多万元。网络渗透贫困户生活的同时，也改造着

乡村风貌。

据新华网

山羊绒，有“软黄金”之称，鄂尔多

斯年产山羊绒占内蒙古三分之一。

1980 年，伊克昭盟羊绒衫厂成立，从

此结束了中国只出口原绒和羊绒初加

工的历史，实现山羊绒资源就地增值。

伊克昭盟羊绒衫厂即鄂尔多斯集团的

前身，38 年，“鄂尔多斯”这一品牌在

鄂尔多斯这座城市成长壮大，在新兴

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推动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实现羊绒深加工技术突破

和应用领域延伸。如今，鄂尔多斯羊绒

生产正在进入智能化制造时代。

位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的罕台

镇，地处偏僻，曾经是个靠天吃饭的贫

困小镇。2014 年 1月，鄂尔多斯集团

在这里建设的罕台现代羊绒产业园启

动运行，改变了罕台镇的穷困面貌，也

将鄂尔多斯羊绒产业发展带上新的高

度。这一规划用地 6000亩的产业园，

正在被打造为世界级的羊绒产业新地

标。

园区是鄂尔多斯集团重点打造的

当代最高水准的现代化新型羊绒产业

园，主要功能包括羊绒全链条生产体

系、国家羊绒工程技术研发中心、产品

展示与销售等，是技术装备精良的高

科技、重环保、大规模的新型工业园

区。

目前园区有成员企业 10家，员工

近 7000 人，产品线以羊绒为核心并

逐步延伸覆盖服装其他领域。园区重

点对生产和技术装备进行了更新换

代，从研发、原料分梳、染色、纺纱、成

衣织造等全链条实现高效自动化生

产，园区每年可分梳无毛绒 1230 吨，

羊绒染色 2500 吨，羊绒纺纱 2000

吨，羊绒针织衫 700 万件，羊绒服饰

（围巾披肩）150 万条，羊绒面料 100

万米，羊绒大衣 10 万件，羊毛衫、男

装、女装、内衣等非绒类服装产品

1000 万件。

园区启动精细化管理运营体系，

从生产流程、成本与质量控制到运营

管理，建立了严密的管理体系，为全面

提升羊绒产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奠定基

础。2017 年，园区实现工业总产值

20.86 亿元，营业收入 95 亿元，实现

利润 4.97 亿元，资产总额 169.61 亿

元。

据新华网

内蒙古卓资县：农村电商链接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

提示: 内蒙古自治区卓资县是革命老区和国家级重点贫困县，虽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生产出了许多绿色特色农产品，却被销售难“卡”住了发展的脖子。近年来，卓资县
确立以电商精准扶贫为导向的县域电商发展模式，推动互联网创新与扶贫工作深度融合，链接起了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

卓资县一家农业合作社展示的当地土特产。资料图片

鄂尔多斯羊绒产业改造升级
打造世界级新地标

本报讯 近日，赤峰金融团工委成

立大会在赤峰市召开。赤峰金融团工

委作为共青团金融行业的联合组织，

是金融行业之间、金融行业与青年之

间联系沟通的桥梁。赤峰市金融团工

委共计有 72家成员单位，包括赤峰银

监分局、赤峰金融工作局、赤峰银行业

协会、赤峰保险行业协会、30 家银行

业金融机构、34 家保险行业金融机

构、4家证券公司。

据了解，赤峰金融团工委成立后，

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深入到金

融行业青年之中，在党组织的支持和

帮助下，积极代表和维护广大行业青

年的正当权益。引导金融系统的青年

正确认识赤峰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特

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勇于担当，主

动作为，全力以赴服务好全市经济发

展大局。同时，准确把握青年的需求状

况，积极服务全市广大创业青年，发挥

自身优势，宣传金融政策，完善促进青

年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建设，加大金融

支农惠农力度，搭建青年创业融资支

持平台和资源对接平台，有效促进青

年创业就业，助力赤峰市经济社会更

好更快发展。

此次，赤峰金融团工委的成立，适

应了全市金融系统共青团和青年工作

发展的迫切需要，增进了全市金融机

构团组织间的联系互动，有利于整合

金融系统青年工作资源，更好提升全

市金融系统青年工作水平。

綦晓华

共青团赤峰金融工作委员会成立

秋暮冬初，锡林郭勒草原寒风萧

瑟、牧草枯黄，一切都散发着荒凉之

感。草原深处，布和巴图经营的“牧家

乐”却门庭若市、热闹异常。

“去年搞旅游的纯收入就有五六

万元。”这位苏尼特右旗赛罕塔拉镇巴

润宝拉格嘎查 58 岁的牧民说，以前

总以为多养牛羊才能赚钱，但没想到

造成了草原超载，很多地方都沙化了。

2011年起，中国启动草原生态保

护补助奖励政策，在内蒙古、新疆等 8

个省区实施禁牧补助、草畜平衡奖励

等措施，2016年又提高了补助标准。

这些年，布和巴图按照草畜平衡

政策的有关要求，把 400多只羊减掉

一半，“有了草原生态保护奖补资金，

减畜不减收，草场也变得越来越好”。

风光更美了，游人也多了起来。四

五年前，布和巴图在自家宅基地建了

一个专供餐饮休闲的蒙古包，仅这一

项纯收入每年就有五六万元。

据统计，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

政策覆盖内蒙古 10.2 亿亩天然草原，

让 146 万户、534 万名农牧民从中受

益。全区草原退化、沙化面积较“十二

五”初期减少 671.3 万亩，草原生态恶

化趋势得到整体遏制，重点生态治理

区明显好转。去年，全区草原平均植被

盖度达 44%，较 2010 年提高 7 个百

分点。

锡林郭勒盟等地还采取减羊增

牛、冬羔补饲、支持转产等措施，减轻

了草原的压力。

35 岁的李宗宇是锡林郭勒盟乌

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农牧场的“牧二

代”，他的父亲是农牧场职工，2004 年

承包近万亩草场，当时养了 1500 多

只羊。

“羊吃草时喜欢连根拔起，当时养

的羊多，牧草长势一年不如一年。”李

宗宇说。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综合考虑环

境承载能力和消费市场等因素，开始

鼓励牧民减羊增牛，对饲养基础母牛

实施政府补贴。

“牛主要用舌头卷草吃，对草原影

响比较小，牛的销路也好。”李宗宇很

快“嗅到”政策红利，开始卖羊买牛。如

今，他只留下不足 100 只羊，而基础

母牛数量达到 150 多头，每年生产、

育肥和出栏七八十头牛犊，年收入近

50万元。

与羊相比，牛对草原的影响明显

减小，一些裸露多年的土地又长出草

来。李宗宇最近还考虑发展旅游，想把

美丽的风光推介给更多人。

在乌拉盖管理区，像李宗宇这样

减羊增牛的牧民还有不少。前些年退

化较重的草场又恢复了昔日的葱郁，

每到夏秋季节，星星点点的小花点缀

着无边的碧海，引得游人来了就不想

归。2017年，乌拉盖管理区接待游客

89.3 万人次，旅游收入达 2.4 亿元。

因生态变好而吃上旅游饭的牧民

不胜枚举。前几天，呼伦贝尔市鄂温克

族自治旗迎来降雪，草原一片素白。

“又是个好兆头，雨雪大了，明年的草

原差不了。”辉苏木乌兰托格嘎查牧民

扎拉森尼玛说。7年前，为响应草畜平

衡政策，扎拉森尼玛与嘎查里几户牧

民把超载的牛羊出栏，成立合作社，在

几家人共计 4 万亩的草场上搞集中

养殖和旅游，每户一年纯收入 10多

万元。“牛羊少了，沙化的草原也恢复

了原样，很多自驾游的客人就来我们

这里看美景、喝奶茶、吃蒙餐，生意一

年比一年好。”扎拉森尼玛说。

草原更绿了，牧民也更富了。

2017年，内蒙古农村牧区常住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 12584 元，比 2010

年增加一倍多。 据新华社

从放牧到“售景”：内蒙古草原生态持续向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