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25 日，记者从春华水务集团

了解到，根据呼和浩特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关于调整呼和浩特市污水处理收

费标准的通知》(呼发改价字﹝2017﹞512

号)的精神，首府污水处理费将作如下

调整：一. 居民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由

0.65 元 / 吨调整到 0.95 元 / 吨；二.非

居民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由 0.95 元 / 吨

调整到 1.40 元 / 吨；三.对于享受呼和

浩特市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污水处理费

不作调整，继续按 0.45 元 / 吨执行。污

水处理费交费方式不变，由呼和浩特市

供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在收取水费时统

一代征并足额上交财政。 查娜

本报讯 今年 7 月 1 日起，满洲里

海关根据海关总署统一部署，启动全国

海关通关一体化改革，诚信守法企业可

以通过“自主申报、自行缴税”（简称“自

报自缴”），实现通关“零等待”，申报进

出口货物的通关时间由平均 2 小时缩

短至 2 分钟。7 月份，满洲里海关审结

“自报自缴”报关单 1.3 万份，“自报自

缴率”达到 89.66%，占当月“自报自缴”

全国报关单总量的 18%，在全国各海关

“自报自缴”报关单数量中排名第二位。

在“自报自缴”模式下，海关通

关系统通过甄别预设的安全准入参数

及税收风险参数，在排除了该票货物的

安全准入风险及重大税收风险后，系统

自动审核报关单，海关现场部门为其快

速办理通关手续。在整个过程中，企业

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和电子支付

平台，通过互联网完成申报、缴税业务，

完全不需要向海关递交任何纸面单据，

也不需要企业工作人员在海关、银行之

间奔波。目前，满洲里海关“自报自缴”

通关模式已经使内蒙古东部地区 2100

余家外贸企业受益，企业平均通关效率

提升了三成左右。

满洲里海关统计数据显示，年

初以来，内蒙古东部地区对外贸易快速

发展。2017 年前 7月，蒙东地区进出口

货物 929.4 万吨，同比增长 7%；进出口

货物贸易值 216.4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 23%；进出境人员 117.3 万人次，同

比增长 25.1%；进出境运输工具 48.3 万

辆 /节 / 架，同比增长 16.2%。

满实

本报讯 2017 年 7 月 31 日起,呼

伦贝尔市在已实施企业“七证合一、一

照一码”,个体工商户“三证合一、一照

一码”登记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

改革范围,再将 12 项涉企信息采集、记

载公示、管理备查类一般经营项目涉企

证照事项整合到营业执照上,全面实行

涉及 12 个部门的“十九证合一、一照一

码”登记制度改革。

为确保“多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

工作规范、有序开展,呼伦贝尔市成立

了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政府部门涉企信息统一归集公示领

导小组, 建立各部门相互协调工作机

制, 不断改进和完善改革各项举措,经

过认真梳理协调后确定扩展十二项涉

企证照事项,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下发

了《呼伦贝尔市“多证合一、一照一码”

改革实施方案(试行)》(呼政办字〔2017〕

184 号),全市各类市场主体在“七证合

一”已整合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

税务登记证、社保登记证、统计证、外商

投资企业备案、公章刻制许可证基础

上,再将企业投资项目备案、对外贸易

经营者备案登记、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

备案证明、煤炭经营企业备案、第一类

医疗器械产品备案、第一类医疗器械生

产(委托)备案、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

案、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备案证明、艺术

品经营单位备案证明、企业或者其他经

营单位增设艺术品经营业务备案、道路

运输以及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经营者分

公司设立备案、直销企业服务网点备案

整合到营业执照上。 依托国家企业信

用依托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部

门协同监管平台一内蒙古),实行“一窗

受理、一套材料、一照一码、一网互通、

信息共享”,以“数据流转”代替“企业跑

办”,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整合办事环

节,强化部门协同,优化呼伦贝尔市营

商环境。

改革后,申请人对原由各部门分别

采集、记载、公示、管理备查类证照信

息,只需向政务服务中心市场监管部门

综合窗口提交一套材料,部门之间通过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部门协同

监管平台 -内蒙古) 实现数据交换、共

享应用。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实现信

息共享和业务协同,降低市场准入的制

度性成本,避免了重复劳动,有效提高

政府整体审批效率。据统计,至 8月 22

日全市共发出“十九证合一、一照一码”

营业执照 3421份。

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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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日前，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印发《关于按病种收费有关问题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明

确，决定在我区二级及以上公立医

院实行按病种收费改革，以推进我区医

疗服务定价方式改革，控制医疗费用不

合理增长，降低群众个人费用负担。该

《通知》将于 9月 1 日起实施，试行期一

年。

《通知》明确，在我区二级及以上公

立医院第一批推出 50 个病种统一实行

按病种收费，凡疾病诊断名称及主手术

操作符合实行按病种收费的基本医疗

保险参保人员及自费患者均应纳入按

病种收费范围。50个病种包括，公立医

院按病种收费病种及标准(第一批)包括

先天性房间隔缺损、慢性扁桃体炎、腰

椎间盘突出、青光眼、卵巢良性肿瘤等

35种；公立医院日间手术按病种收费标

准(第一批)包括白内障、头皮良性肿瘤、

眼部翼状胬肉、斜视等 15种。并明确按

病种收费实行差别化的收费政策，根据

医院不同等级制定两种收费标准，以促

进分级诊疗。

《通知》要求，各级公立医院要认真

制订本院按病种收费工作实施方案并

组织实施，完善临床诊疗路径管理，建

立健全实施按病种收费的进入和退出

机制，与患者签订《按病种收费知情告

知书》，确保患者知情、医院合理诊疗。

据悉，按病种收费是指医疗机构在

提供医疗服务过程中，以病种为计价单

位向患者收取费用。按病种收费标准包

含患者住院期间发生的诊断与治疗等

全部费用，即从患者入院，按病种治疗

管理流程接受规范诊疗最终达到临床

疗效标准出院，整个过程中所发生的诊

断、治疗、手术、麻醉、护理以及床位、药

品、医用耗材等各项费用。

新华

本报讯截至 6月末，全区金融机构

人民币贷款余额 20892.75 亿元，同比

增长 12.52%。贷款比年初新增 1531.74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04.31 亿元。

上半年，全区金融业进一步加大对

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不断扩大信贷规

模，金融资源进一步向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领域、重点行业倾斜，有力地支持

了自治区经济社会稳中有进发展。

金融支持重大项目、重点行业力度

加大。为进一步加大金融对春季重大项

目开工、“七网同建、七业同兴”建设的

支持力度，自治区金融办收集整理了

498 个重大项目，推动金融机构重点支

持。截至 6月末，全区金融机构中长期

贷款余额达到 12406.65 亿元，比年初

新增 936.72 亿元，同比增长 18%。同

时，协调金融机构紧跟自治区产业政

策，加快调整信贷结构，重点行业融资

规模不断扩大，截至 6 月末，水利环境

公共设施管理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仓

储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业等 6 大行业

贷款新增额 1004.08 亿元，占全部新增

贷款的比重为 65.55%。

支持脱贫攻坚的金融服务水平有

效提升。围绕《金融支持脱贫攻坚行动

计划》，全力提升金融服务“三农三牧”

的质量和水平。截至 6月末，全区涉农

贷款余额 8066.84 亿元，比年初新增

536.61 亿元，同比增长 12.13%。推动金

融机构探索适合贫困地区特点的业务

模式，引导金融机构推出以土地和草牧

场承包权、经营权等为抵质押物的信贷

产品。截至 6月末，我区 10个试点地区

“两权”抵押贷款余额 23 亿元，比去年

同期增长 7.3 亿元。

民生领域金融支持力度不断增强。

一是棚户区改造贷款快速增加。截至 6

月末，全区棚户区及垦区危房改造贷款

余额 1570.6 亿元，同比增长 41.08%，

占全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贷款余额

的 98.94%，比年初新增 183.5 亿元。二

是信贷资源持续向小微企业倾斜。截至

6 月末，我区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4419.28 亿元，同比增长 21.13%，比年

初新增 391.97 亿元，高于各项贷款平

均增速 8.61个百分点。推动建立健全地

方融资性担保风险体系，为小微企业担

保增信，截至 6 月末，全区融资担保机

构在保责任余额 278.3 亿元。

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加快发展。大

力发展普惠金融。印发了《内蒙古自治

区普惠金融试点方案》，决定在赤峰市

喀喇沁旗、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开展

农村普惠金融综合试点，在呼伦贝尔市

新巴尔虎左旗和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

沁旗开展牧区金融与绿色金融相结合

的普惠金融综合试点工作。推动包商银

行在巴彦淖尔市、赤峰市、乌兰察布市

农村牧区创建“村口银行”，应用互联网

为农牧民提供全新金融服务方式，目前

已设立“村口银行”186 家。同时，推动构

建绿色金融体系，制定出台了《内蒙古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

系的实施意见》，创新绿色金融服务，支

持绿色产业发展，推进绿色生态文明建

设。 内文

本报讯 7月份，内蒙古居民消费价

格总水平同比上涨 1.9%，涨幅较上月

提高 0.2 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总水

平继续小幅回升。

据悉，7月份，内蒙古居民消费价格

八大类消费品中，除食品烟酒类价格水

平同比下降 0.1%，其余同比均呈上涨

态势，其中医疗保健价格水平同比涨幅

最大，为 11.0%；衣着、居住类价格水平

同比涨幅保持在中游，分别为 1.1%、

2.7%；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教

育文化和娱乐、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价格

水平同比涨幅则均低于 1.0%。此外，7

月份内蒙古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

环比上涨 0.7%，同比上涨 10.7%，涨幅

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 5.2 个百分点。目前，内蒙古 PPI

共涉及 34 个行业大类，共有 14 个大类

环比指数上涨，上涨面 42%，20 个大类

同比指数上涨，上涨面 59%，其中煤炭

开采和洗选业、黑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

和有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对 PPI 总指

数的影响作用最大。

讷旺

由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17 中国

民营企业 500强榜单揭晓。华为控股有

限公司以营收总额 5215.74 亿元排名

第一，苏宁控股集团、山东魏桥集团分

别以 4129.50 亿元、3731.83 亿元位列

二三位。 中国网

本报讯从今年 8 月起，内蒙古再

次提高失业保险金发放标准，最高增幅

达 96元，月人均超过 1000 元。内蒙古

明确规定：失业保险金第 1至 12 个月

按照统筹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的 80％发

放，第 13 至 24 个月按照统筹地区最低

工资标准的 70％发放。

目前，内蒙古一类地区最低工资标

准为每月 1760 元；二类地区最低工资

标准为每月 1660 元；三类地区最低工

资标准为每月 1560 元；四类地区最低

工资标准为每月 1460 元。内蒙古现已

建立失业保险金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

联动上调机制，至少两年调整一次失业

保险金标准，人均失业保险金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失业人员均能按时、足额领

取失业保险金。

讷旺

本报讯（记者 茂林）来自自治区

统计局的消息称，2017 年上半年，我区

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经营状

况良好，营业收入增速超过全国水平，

文化产业企业呈现快速发展态势。

上半年，我区共拥有规模以上文化

及相关产业企业 268 个，营业收入达到

68.9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0.3 亿元，

增长 17.6%，增速超过全国 5.9 个百分

点。

分单位规模来看，我区规模以上文

化及相关产业企业中，小微企业经营状

况要好于大中型企业，上半年，大型和

中型文化产业企业分别有 6 个和 36

个，营业收入分别占全部收入的 6%和

41.9%，小型和微型文化产业企业分别

有 205 个和 21 个，营业收入分别占全

部收入的 51.4%和 0.9%，其中微型文

化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速达到了

50%。分行业来看，我区文化及相关产

业三大行业营业收入均实现两位数增

长，其中：文化制造业营业收入为 31 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5.3 亿元，增长

20.6%；文化批发和零售业营业收入为

18.4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2.7 亿元，

增长 17.2%；文化服务业营业收入为

19.5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2.3 亿元，

增长 13.4%。

本报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在全区各级人

社部门的通力协作下，我区已全面实现

退休异地安置、长期异地居住、常驻异

地工作、符合规定转诊等四类备案人员

的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

据了解，按照人社部统一部署，我

区从 2015 年 9月起，启动了区内异地

就医直接结算工作，依托自治区社会保

险大数据库和社会保障“一卡通”，建立

了自治区异地就医管理信息系统和直

接结算平台，陆续开通了区内异地就医

定点医院 2481 家、药店 7586 家，实现

了自治区内跨盟市的异地购药和异地

住院直接结算。今年 6 月份起，自治区

人社厅部署开展了跨省异地就医住院

费用直接结算“百日攻坚战”，在实施城

镇职工跨省异地就医备案工作的基础

上，自治区又提出了将城乡居民纳入跨

省异地就医系统备案的工作目标。从 6

月 20 日起，自治区本级、12 个盟市和

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医保统筹地区全

部接入国家异地就医结算系统。8月 21

日起，自治区本级、12 个盟市和满洲里

市、二连浩特市医保统筹地区的城镇职

工、城乡居民全部实现跨省异地就医住

院费用直接结算。

截至目前，自治区已完成跨省就医

系统备案 4.37 万人、上解跨省预付金

7006万元，开通跨省定点医疗机构 87

家。自治区与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

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开通了跨省

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业务。与北

京等 10个省、市、自治区实际发生跨省

异地住院 2159 人次，直接结算住院费

用 293.48 万元。

自治区人社厅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有跨省异地就医需求的参保人员，按参

保地相关规定进行跨省异地就医登记

备案，可以网上查询地区、定点医疗机

构、备案信息、经办机构相关信息，实现

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

算。

霍晓庆

本报讯 9月 1日起，自治区确定的

85 个病种和 32 个日间手术病种在乌

海市 2 家三级医院（公立）和 7 家二级

医院（公立）的住院费用将实行按病种

付费。

乌海市将按照“分级定价、定额包

干、超支自付、节余留用”的原则开展按

病种付费改革。实行按病种付费后，按

病种付费管理的住院患者费用实行定

额包干，不同等级医院定额标准不同，

乌海市二级、三级医院定额标准全部按

照自治区制定的标准执行。医院只能按

照病种定额或低于定额收取费用，医保

经办机构按各病种付费定额标准支付

给医院，住院患者自付费用执行最高限

价，即个人应负担的费用依据乌海市医

疗保险待遇政策按实际发生医疗费用

计算，由患者个人支付给医院。实际发

生费用超出病种定额的，超出部分由医

院自行承担。

为防范因病种付费而降低医疗服

务质量、推诿拒收危重或年老患者、增

加个人负担、虚报服务量等情况的发

生，乌海市对住转院标准管理、按临床

路径管理、变异率控制管理等做了明确

规定。医院将住院手术前必要的检查、

用药通过门诊就医方式发生收费的，医

保经办机构与医院结算时，该次门诊费

用不予支付。由于医院降低服务标准，

或将不符合出院指征的患者诱导、督促

出院，引起病情复发，在出院后 15天内

因同一疾病或相关并发症再次住院治

疗或到其他定点医院治疗的，所发生的

费用由首诊医院承担，医保经办机构与

医院结算时，再次住院费用医保基金不

予支付。各医院要严格控制变异率，各

病种的变异率不得超过 15%。

乌问

内蒙古推出50个病种统一实行按病种收费

内蒙古 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
比上涨 1.9%

上半年我区新增贷款近七成投
向重点行业

呼伦贝尔市实行“十九证合一 、一
照一码”登记制度

我区四类人员
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可直结

22 日，包头市九原区放心早餐

车领证仪式在鄂日登街 49 中体育

馆门前举行，在领证仪式上，九原

区政府引入的第三方管理公司为

早餐车经营者发放了“食品摊贩 /

小餐饮备案卡”。

目前，相关证照已办理完毕，

12 辆放心早餐车已经可以按照指

定地点和时间(6:30-8:30)进行经

营。 康璐

九原区 12辆放心早餐车
有了“身份证”

我区文化及相关产业三大行业
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

乌海市 117 个病种住院费用
将实行按病种付费

2017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发布
内蒙古 6家企业上榜

我区再提失业保险金发放标准
月人均超过 1000 元

满洲里启动“自报自缴”通关模式
从 2小时缩至 2分钟

呼和浩特：

居民污水处理收费每吨上涨 3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