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近日，鄂伦春自治旗市场

监督管理局开展了一系列重点领域价

格行为专项整治。一是围绕落实小微

企业收费优惠减免政策，加大违规涉

企收费治理；二是围绕降低用能成本，

开展转供电环节电价治理；三是围绕

规范流通、零售环节价格行为，加强药

品领域价格监管；四是围绕老百姓关

心的问题，开展群众反映比较集中领

域价格监管。

截至目前，该局共开展旅游市场、

医药市场明码标价和硝酸甘油等特殊

药品、第三方借减税降费服务巧立名

目乱收费行为等专项检查 8次，出动

执法人员 270余人次，检查市场主体

户数 150 户次，发现问题 24 条，责令

整改 3家，立案 2起。此次重点领域价

格行为专项整治有效规范了价格市场

秩序，全面助推该地区市场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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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决战在一线

AYINGJINGZHUNTUOPINGONGJIANZHAN要要要JUEZHANZAIYIXIAN

初冬时节，天气渐冷，但乌

海市乌达工业园区卡博特恒业

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的生产车间，却是一派热火朝天

的生产景象。伴随着机器的轰鸣

声，一袋袋气相二氧化硅走下全

自动化生产线，在生产线的不远

处，一辆辆满载气相二氧化硅的

货车已整装待发，这些产品即将

发往华东地区。

“自 9 月正式投产以来，产

品订单供不应求，目前安全环保

设施运行正常，我们正开足马力

生产。”企业总经理郑黎俊介绍

道。据了解，该项目采用美国卡

博特公司的先进工艺，并充分利

用内蒙古恒业成有机硅有限公

司的副产品，生产高附加值的高

性能材料气相二氧化硅，项目具

有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

境污染小、经济效益好的特点。

“企业之所以落户乌达区，

就是看到了这里的资源优势和

产业链优势。”郑黎俊说。乌海市

及邻近地区资源丰富、煤焦、氯

碱产业集中，为项目生产提供了

工业硅、甲醇等所需原材料，不

仅节约了生产成本，还能大量消

耗当地化工企业的副产物，变废

为宝，实现经济效益与环保效益

双赢。

近年来，乌达区利用得天独

厚的优势，以差异化发展为路

径，确立了建设农药、医药原药

生产示范基地的发展目标，大力

发展高端精细化工，积极主导区

域工业经济转型升级。先后引进

东源科技 1，4-丁二醇、恒业成

有机硅、佳瑞米草铵膦原药以及

卡博特二氧化硅、宜昌兴发有机

硅草甘膦一体化项目等一大批

高端精细化工项目。

截至 2018 年，该区高端精

细化工已累计实现投资 154.1

亿元。而乌达区非煤产业占比也

由 2008 年的 47%，增长到目前

的 79.1%。

为给这些高端精细化工企

业提供优质的配套服务，乌达区

不断加大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投

入力度。以园区传统配套设施为

基础，累计投入 20亿元高标准

规划建设蒸汽、天然气管网以及

精细化工专业污水处理厂等设

施，初步建成自治区首个精细化

工基础设施全配套园区。

发展精细化工必须更加注

重环境保护，只有实现循环化才

能实现区域的零排放。目前，乌

达区以君正、宜化、东源、恒业成

为代表的龙头企业，实现了企业

内的小循环；园区企业的部分副

产物互为原料、形成了企业间的

中循环；高端精细化工企业所需

的主要原材料，在周边工业园区

中均能采购，形成了园区间的大

循环。

此外，该区还把创新驱动视

为转型发展的重要引擎，积极引

导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带动

支柱产业向精深加工方向转变，

并借力“互联网 +”，共同助力产

业提档升级。如今，乌达区拥有

自治区级研究中心 9家，自治区

级企业研究院 3 户，申报发明专

利和实用新型技术 34 项，科技

创新 86项、技术革新 76 项，科

技成果鉴定 47 项，美国杜邦、中

国成达、清华大学、天津大学等

国际一流企业、科研院所和园区

企业达成了固定的科技合作关

系。

2018 年 9 月 7 日，落户于

乌达区的西北化学网正式上线，

更是为这里的化工企业插上了

“互联网+”的翅膀。该平台有效

将金融、科技结合，帮助企业把

原有线下贸易线上化，有力降低

了企业流转成本、提高效能品

质，实现了信息流、资金流、物

流、商流“四流合一”。

据内蒙古新闻网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兴和

县素有“鸡鸣闻三省”之称，出兴和

县城关镇，一路向南 40 多公里，一

座莽莽苍苍、绵延数公里的青山映

入眼帘，这就是苏木山。

坐落在苏木山脚下的店子镇，

山大沟深、农业基础差，是一个典型

的贫困山乡。当地人认为，他们贫困

的根源在山。近年来，店子镇党委、

政府“盯住”这片绿水青山，依托资

源和地域优势，加快建设“八大基

地、三大加工厂和两大旅游项目”，

带领群众朝着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目

标迈进。

农家乐：让游客“闻香而来”
每年 5月至 11月，是苏木山最

美的时节。靠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

势和生态优势，每逢周末和节假日，

来自周边省市和旗县的自驾游、组

团游、骑行游等给苏木山带来了可

观的收益。

位于苏木山森林公园入口的芦

家营村，四面环山，是天然的大氧

吧。“十一”黄金周，村民孙成有与妻

子经营的农家乐生意火爆。孙成有

高兴地说：“每逢节假日，天天都有

十几个游客打电话预订午饭，最多

的一天有六七十人吃饭，有时候都

忙不过来。”

走进孙成有的农家乐，窗明几

净。忆起创业之初的情形，孙成有心

怀感恩：2015 年，他被精准识别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除国家扶贫政策

扶持外，夫妻俩总想着再干点啥赚

钱脱贫。他说，种地是看老天爷的

“脸色”吃饭，没个“准信儿”。芦家营

村支书许青热心地上门建议：游客

奔山而来，就开一家农家乐！许青是

当地的致富带头人，在餐饮业经营

上很有一套。

老孙的农家乐筹备之初，许青

在装修风格、特色菜品选择上都帮

着出主意，还带他去自家的餐馆参

观学习。苏木山的羊肉鲜嫩可口、山

蘑醇香鲜美，泉水甘甜清冽……地

道的农家饭吸引游客“闻香而来”。

没想到开张第一个月，老孙收入就

上了 6千元。尝到绿水青山带来的

甜头，老孙眉心蹙起的“疙瘩”舒展

了。

苏木山有着“天然植物王国”的

美称，山上盛产黄芪、黄芩、柴胡、苍

术、山参等 120 多种本草中药材。村

民吴富贵开的土特产店，就是一个

山货铺，一包 100 克的野山茶标价

20元，野生蘑菇一斤 100 元。吴富

贵高兴地说：“苏木山上尽是宝！游

客就喜欢这货真价实的山货。”

游客来苏木山旅游，除欣赏美

景外，就是品尝当地的农家饭。许青

说，苏木山的农畜产品天然、地道，

游客喜欢。除了杂粮杂豆，要是碰上

村里哪家杀猪宰羊，他们会高高兴

兴地买上些带回家，还有提前预定

猪、羊、鸡的。“这座宝山，就是我们

脱贫致富的靠山。”许青语气坚定。

店子镇党委书记李悦介绍，为

进一步拓宽致富门路，镇党委、政府

积极推进产业扶贫与主导产业相融

合，在苏木山脚下规划建设了青贮

玉米、黄芪繁育、经济林、杂粮杂豆

四大种植基地和肉羊、肉牛、蛋鸡、

肉鸡四大养殖基地，多渠道带领群

众脱贫致富奔小康。

好卤水点出好豆腐，用苏木山

泉水点出的豆腐，外韧内嫩、细腻筋

道，店子镇的豆腐远近闻名。为把这

块“豆腐”做大做好，店子镇党委、政

府加快建设豆腐加工厂，并延伸产

业链，开发豆腐干、豆腐皮、腐竹等

相关产品。现在，占地 16亩的豆腐

深加工项目正在建设中，建成后，可

带动贫困人口 70 多人，人均增收

1200 元。同时，杂粮杂豆分选厂和

脱水蒜片厂也在紧锣密鼓筹建中。

在芦家营村委会旅游发展规划

图上，我们看到：旅游小镇以村庄对

外的两条主干道为“两轴”，其余的

布局分为生活区、生态农业区、农业

采摘区、风情商业区以及停车服务

区。目前，芦家营生态旅游小镇正在

建设中。

雄丰合作社：带领村民脱
贫致富的“领头雁”
苏木山森林公园向东 4 公里，

就是牙代营村，村里有个雄丰农牧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今年 38 岁的张文智是合作社

的理事长，土生土长的牙代营村人。

他多年在外打拼，小有成就。看到山

大沟深的家乡好山好水好物产，却

“养在深闺人未识”，2011 年，在镇

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他毅然返

乡，成立了雄丰合作社。

他要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奔小

康。

雄丰合作社与内蒙古农业大学

合作，将学校最新的科研成果，如藜

麦、红谷小米、张杂 13 等优良籽种

引进来，扎根家乡，开花结果。合作

社吸收了 50 多户贫困户，流转土地

1000 亩。另外，还与农户签订 2000

亩订单种植杂粮杂豆，其中贫困户

的订单占到了一半以上，合作社免

费提供籽种，高校专家定期来指导

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秋后合作

社统一保底价收购。

强大的科技力量为这片古老的

土地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今年秋后，

这 3000 亩土地的收益与过去相比

亩均增收 1000 元。新的种植理念

和方式，开阔了村民的眼界。

贫困村民武六和说：“我们这儿

的杂粮杂豆虽有名气，但以前没市

场，价格也低。入了合作社，我种的

谷子‘张杂 13’亩产上了 1000 斤，

合作社按每斤 2块钱收购，我每亩

收益 2000 元，比以前提高了 6 倍

还多。来年，我还跟着合作社干！”

学着做，领着干。牙代营村支书

燕永高兴地说：“合作社这 1000 亩

正辐射带动周边乡镇的 5000 多亩

土地朝着科学种植的方向发展。”在

合作社带领下，贫困村民摩拳擦掌，

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憧憬。

种植经济林也是重要的增收渠

道。2017 年，合作社开辟了一处面

积 200 亩的采摘园，种植李子、123

蒙果、海棠果等果树。今年国庆假

期，一次小型的采摘让当地村民亲

眼看到了收益，他们跃跃欲试。张文

智说，“明年，合作社要把果树按亩

分给入社的贫困户经营管理，采摘

收入归他们所有。”

店子镇山绿、水甜、空气清新、

没有污染，良好的生态成为新的经

济增长点。现在，镇政府规划的 12

座占地 60 亩的日光蔬菜大棚项目

正在建设中，建成后可带动 30 多个

贫困村民实现人均增收千元以上。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

好的生态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

春来赏花、夏来避暑、秋来采摘、冬

来踏雪……苏木山脚下，一幅美丽

乡村振兴画卷正在店子镇徐徐铺

开。

据新华网

内蒙古兴和县：

依托好风光 奔向好日子

乌达区：高端精细化工
撑起产业转型一片天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的有关规定，“内蒙古双欣矿业有
限公司杨家村矿井土地复垦项目”进

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
告，征求公众意见。

一、建设项目情况简述
项目名称：内蒙古双欣矿业有限

公司杨家村矿井土地复垦项目

建设单位：内蒙古双欣矿业有限
公司
建设地点：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铜

川镇
建设性质：新建
项目概况：项目位于鄂尔多斯市

东胜区铜川镇，属于内蒙古双欣矿业
有限公司杨家村矿井采矿权范围内，
位于内蒙古双欣矿业有限公司杨家村
煤矿工业场地的东侧，项目中心地理
坐标为北纬 39°48'25"、东经 110°
9'45.84"。

本项目复垦区总占地面积为
26.68h 平方米，复垦治理后的土地上
进行人工草种植，主要种植苜蓿及当

地草种。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内蒙古双欣矿业有限

公司
联系人：马永茂
联系电话：15147776629
邮箱：185197430@qq.com
通讯地址：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铜

川镇内蒙古双欣矿业有限公司杨家村
矿井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及
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内蒙古凯越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
联系人：张工

联系电话：18648698315
邮箱：nmgkyzx@163.com
通讯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

区首府观邸 20号楼 1 单元 701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若您对项目有什么意见和看法，可

按照附件格式填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意见表，请填写与本项
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
议和意见（注：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规定，涉及征地拆迁、财
产、就业等与项目环评无关的意见或
者诉求不属于项目环评公参内容）。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意见表见
下方网址。

链接：https://pan.baidu.com/s/
19_p_pt_YrFUxp01F9F43dA

提取码:jypy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若您对项目有什么意见和看法，请

于公示期内，反馈建设单位或环境影
响评价单位。可填写公众意见表发送
电子邮件或通过邮寄信函（以邮戳日
期为准）的方式发表意见。发表意见的
公众请注明发表日期、真实姓名和联
系方式，以便根据需要反馈。

内蒙古双欣矿业有限公司

内蒙古双欣矿业有限公司
杨家村矿井土地复垦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

本报讯（记者 张鑫）11 月 16 日，

为了更深入地挖掘莜麦品牌资源优

势，将莜麦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转化

为助推脱贫攻坚、助力县域经济发展

的动力，呼和浩特市政协文史和学习

委员会的委员一行 12 人走进武川县

内蒙古西贝汇通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西贝汇通公司”)考察调

研。

调研组实地查看了西贝汇通公司

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发展规模、产

品品牌文化、生产经营情况、市场前景

以及带动当地老百姓脱贫致富的情

况，并对西贝汇通公司的发展和在脱

贫攻坚中起到的示范带动作用给予充

分肯定。

随后，在召开的呼市政协委员调

研龙头企业参与脱贫攻坚座谈会上，

西贝汇通公司负责人马向东就企业发

展情况向调研组进行详细汇报。马向

东表示，西贝汇通公司创办于 2016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粮油食品及农副

产品加工购销的民营企业，主要经营

范围为杂粮生产、加工、销售及出口贸

易;燕麦种子培育与销售;燕麦的收购

与仓储等业务。配备了世界一流燕麦

加工成套设备，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及《食品 生产许可

证管理办法》要求，实现年处理 2万吨

现代化燕麦生产线。该设备采用先进

的燕麦制粉生产工艺、设备 (除钢板

仓、炒麦机外)均由布勒公司提供，目

前在国际市场建厂三家，国内西贝汇

通公司是首家。其中工艺流程是经过

初清及进仓工艺 、燕麦清理工艺、炒

麦工艺、研磨及打包工艺，通过对炒麦

后的原料进行研磨和筛理，燕麦粉和

麸皮分别输送到自动打包工段进行产

品打包后入库。

据了解，武川县哈拉哈少乡贫困

户种植有机联创燕麦情况是：哈拉合

少村委会 21 户种植 250.5 亩;庙渠子

村委会 22 户种植 433.1 亩;公忽洞村

委会 20户种植 407亩;土城子村委会

9户种植 213 亩; 腮忽洞村委会 1户

种植 27 亩; 全乡共计 80 户种植

1470.6 亩。一般户种植有机联创燕麦

情况是：哈少村委会 39 户种植 713

亩; 庙渠子村委会 37 户种植 790.8

亩;公忽洞村委会 51户种植 1410 亩;

土城子村委会 19 户种植 293 亩;榆树

店村委会 3户种植 120 亩; 庙沟村委

会 12 户种植 205亩; 大庙村委会 10

户种植 96 亩; 全乡共计 171 户种植

3627.8 亩。 去年，内蒙古西贝汇通农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 5000 多户农

户签订了 6万多亩的燕麦种植与保价

收购合同，龙头企业的带动为燕麦从

种植到精深加工全产业链发展注入了

活力，也带动了燕麦产业的整体发展

和效益提升。

座谈会上，西贝餐饮集团牵头创

建的内蒙古有机联创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有机联创农业”)负责人

张平介绍，有机联创农业依托武川县

地域优势，送种子上门，延伸粮食收购

站点，方便种植户交粮;公司与内蒙古

农业大学、江南大学等科研单位合作

研发一些燕麦深加工产品，向高科技、

产业化方向发展。与此同时，公司在原

有扶贫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了扶

贫力度。 采取“公司 + 合作社 + 农

户”的合作运营模式，在武川县各乡镇

政府和村委会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2017 年邀约种植面积 20000 多

亩;2018 年邀约种植面积 60000 多

亩;2019 年达到 80000亩。覆盖武川

县所有乡、镇及乌兰察布四子王旗东

八号乡两个行政村，察右中旗三个行

政村。三年来累计带动和扶持贫困户

966 户，人口 886 人。特别是，对签约

种植户实行保底全额收购政策，从平

均 2.20 元 / 公斤的市场价格，直接做

到 3.30 元 / 公斤的订单保底价并承

诺签约面积地块所产燕麦全部收购，

最大限度保护农户利益，对农户通过

培训种植技术，入户下地指导，让农户

实现增产增收;另外，还选择具有一定

工作技能的贫困户人员来公司工作，

以增加他们的经济来源。据初步统计，

目前累计雇工 1000 多人次，支出 20

多万元;对于地处偏僻的村庄的种植

户，在收购时给予一定的运费补

贴，累计支出 50000 多元;通过有

机土地认证打造有机燕麦种植基

地，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从而增加

种植户的收入。

张平说，公司计划利用五年左右

的时间在武川县及周边形成一个

12~15 万亩的有机土地认证区域，逐

步打造以燕麦为主的多品种有机农副

产品种植基地实现产业化发展目标。

座谈期间，政协委员宋和平等结

合国家政策、市场经济大背景及自身

工作实际等方面，对企业发展提出了

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一致认为当

地相关部门要优化营商环境，带动非

公企业和民营经济取得更好发展;要

大力开展调研，把脉非公经济和民营

企业发展，解决发展难题;相关部门要

加强培训学习，提升基层干部业务水

平，更好的为企业发展服务;今后将进

一步关注企业发展的各类问题，加强

调研总结，利用政协平台为企业发声。

呼和浩特市政协委员调研西贝工厂助力脱贫攻坚 为不断深化对“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认识，做

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近日，呼

和浩特市赛罕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非公经济党建办联合区委组

织部和金盛国际家居党支部、悦

生活商贸有限公司党支部、阿健

（实业）集团公司党支部等 10余

家企业党支部共同赴名言小学

和东辰小学开展“爱心助成长、

初心筑梦想”志愿服务活动，并

在赛罕区名言革命史馆开展革

命史教育，为城乡结合部贫困学

生以及留守儿童奉献自己的一

份爱心，共助儿童快乐成长。

活动期间，赛罕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所属非公企业党支部向

名言小学和东辰小学捐献了助

学金，图书、文具和文体用品用

于补充学校拓展教学。此次活动

共募集现金 8526元，各类文具

图书 369套册，文体用品 20件，

牛奶 20 件。

近年来在赛罕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的积极引导下，赛罕区非

公经济组织党支部热心社会公

益，多次开展此类公益活动积极

帮助社会弱势群体。通过这些社

会公益活动的开展，非公经济组

织党支部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

怀、温暖送到了群众的心坎上,

进一步加强了赛罕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非公经济组织和群众之

间的联系，增强了非公经济组织

为社会多做贡献、争做行业表率

的奉献意识和责任意识，推动了

党建工作的健康发展。

赵佳欣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开展“爱心助成长、初心筑梦想”
非公企业党员志愿服务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