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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

HIZHENGZHAOXI JUEZHANJUESHENGTUOPINGONGJIANZHAN Q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百城千县万村调研行”UANMIANJIANCHENGXIAOKANGSHEHUI"BAICHENGQIANXIANWANCUNDIAOYANXING"

风雨兼程扶贫路，砥砺前行铸

辉煌。

放眼“十三五”以来的内蒙古，

一个个贫困嘎查村实现华丽蜕变，

一个个民生建设项目如火如荼

……

2020 年 3 月 4 日，北疆大地

脱贫攻坚战场再传捷报：内蒙古最

后 20 个国贫旗县退出贫困旗县序

列。至此，全区 57个贫困旗县全部

摘帽退出，内蒙古区域性整体贫困

问题得到解决。

5年来的脱贫战果，自豪地书

写在内蒙古 118 万平方公里大地

上———

5年间，全区 3681 个贫困嘎查

村全部出列，80.2 万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贫困发生率由 2015 年的

5.85%下降到 2019年底的 0.11%。

5年间，全区贫困地区农牧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015 年的

9612 元增加到 2019 年的 13793

元。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收入由

2014 年的 2901.6 元增加到 2019

年的 10473.2 元。

回望来路，内蒙古踏石留印、

抓铁有痕。

展望前路，内蒙古信心百倍、

不胜不还。

决战贫困
靶向施策促攻坚
“十三五”时期，是我区实施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决胜阶段。

开局就是决战，上阵就要冲

刺！

摆脱绝对贫困的标志，是稳定

实现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我

区靶向发力，一场聚力攻坚脱贫突

出问题的集中歼灭战打响了。

2020 年 9 月 30 日，随着乌兰

察布市察右中旗科布尔镇兴泰小

区最后一幢楼房竣工，自治区顺利

完成了 2019 年易地扶贫搬迁任

务，这也意味着全区“十三五”易地

扶贫搬迁建设任务全部完成，如期

实现了“清零”目标。

“这是卫生间，这是卧室。住在

这样的房子里感觉既方便安全、又

温暖舒适。”在兴泰小区，75岁的赵

根看着宽敞明亮的新家，感觉像在

做梦一样。

告别穷山沟，走上小康路。旧

貌换新颜的背后，凝结着内蒙古聚

力“两不愁三保障”的辛勤汗水。

我区紧盯“不愁吃、不愁穿”，

坚持“两不愁三保障”标准，既不擅

自拔高标准、吊高胃口，也不随意

降低标准、影响质量和成色，组织

盟市、旗县全面开展排查摸底工

作，有效解决突出问题。

义务教育保障方面，全区 2016

年以来累计资助各级各类学生

2102.79 万人次，资助金额 233.41

亿元。建成控辍保学动态数据库，

精准做好失学、辍学儿童少年监

测、核查和劝返工作。目前，全区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无因贫失学辍学

情况。

基本医疗保障方面，实施了贫

困旗县卫生院卫生室达标专项行

动，纳入台账管理的 176 个卫生

院、752 个卫生室完成达标任务。

住房安全保障方面，2013 年

到 2020 年，全区共下达中央补

助资金 79.6 亿元，自治区本级

补助资金 63.6 亿元，支持 99.3

万居住在危房中的农村牧区贫困

农牧户实施危房改造，其中，13.7

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住上了安心

房、放心房。

饮水安全保障方面，“十三五”

期间，我区累计投入 53.7 亿元，新

建和改扩建供水工程 15317 处，安

装净水设备 16.8 万余套，改建自来

水工程 2780 处，解决了 18.3 万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解非常之困，施非常之策。我

区实施十项“清零达标”专项行动，

分别制定了产业到户、兜底保障、

易地搬迁等 10 个专项方案。组织

12 个盟市、96 个旗县（市、区）全

面摸清底数，从最困难的群体

入手，从最突出的问题着眼，从

最具体的工作抓起，用精准这

把“利剑”攻克了一个又一个贫困

堡垒。

凝心聚力
多方齐唱“大扶贫”

大山深处，知名专家上门问

诊；偏远牧区，高级教师传道解惑；

田间地头，绿色产品运往八方……

乘着京蒙扶贫协作的东风，2017 年

底，兴安盟五个国贫旗县市分别由

北京市东城、丰台、海淀、房山、通

州五区对口帮扶。几年间，先进理

念、优质资源、项目资金等源源不

断涌入兴安大地。

建基地、聚资金、找市场。在赤

峰市，各级妇联助力精准扶贫，“她

力量”撑起脱贫半边天。截至 2019

年，全市已有 24 个由妇女领办的

合作社，带动建设巾帼农牧业示范

基地 24 个，拉动 9600 名妇女就

业，并与 1953 名贫困姐妹结成帮

扶对子。

在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大

红城乡白其夭村，“百企联百村”的

结对帮扶企业中国工商银行呼和

浩特分行，一边捐赠财物改善当地

生产生活条件，一边深入调研帮助

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帮助村民们喝

上了自来水，用上了石头筑底的水

坝。

涓涓细流，汇聚成河。“十三

五”以来，内蒙古健全组织动员机

制、搭建社会参与平台、培育多元

扶贫主体，京蒙扶贫协作全面升

级、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持续发力、

社会各界全面参与，越来越多的扶

贫组织成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

要作战力量。

2018 年以来，京蒙两地实现

31个贫困旗县与 16个对口帮扶区

互派挂职干部全覆盖，北京市还选

派 1520 人次教育、医疗、科技、文

化等领域专业技术人才深入贫困

地区一线服务。自治区累计实施京

蒙扶贫协作项目近 2000 个，超过

30万人次贫困人口在项目中受益。

今年 1—9 月份，29 家中央帮

扶单位向我区直接投入帮扶资金

3.33 亿元，引入帮扶资金约 4.81 亿

元，直接购买贫困地区农产品 1.05

亿元，实施帮扶项目 242 个，捐款

捐物价值 5026 万元。

同时，推动实施“万企帮万村”

行动 4年来，共有 1148 家企业与

2986 个嘎查村结为帮扶对子，实施

帮扶项目 2182 个，累计投入项目

资金 28.7 亿元，带动建档立卡贫困

户 5.4万户 13.56 万人。

扎实开展消费扶贫行动，在 64

个贫困旗县认定了 330 家供应商

的 1334 款扶贫产品，直接带动 6

万贫困人口增收。同时，通过预算

单位采购、直播带货、投放消费扶

贫智能柜、社会参与等方式，销售

扶贫产品 31.53 亿元。

力量在汇聚，共识在深化。内

蒙古动员、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

与脱贫攻坚，变“独角戏”为“大合

唱”，形成了多点发力、各方出力、

共同给力的大扶贫格局。

蓄力振兴
固本培元提成色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起

点。“十三五”期间，内蒙古不仅在

“拔穷根”上下功夫，更在“谋长远”

上再发力，确保高质量完成脱贫攻

坚目标任务。

深秋的赤峰市林西县十二吐

乡达康扶贫产业园，8000 亩连片

的日光温室格外抢眼。

3年前，贫困户兰国利一家从

10公里外的深山沟搬迁到这里，分

到了 1栋大棚和 48 平方米的安置

房，从此结束了吃水难、行路难的

穷山沟生活。

真正让兰国利感到幸福的，是

这栋能“生金长银”的大棚。“1亩大

棚两季能产 3万斤番茄，按目前的

市场价格来计算，1 个棚就能纯赚

7万多。”正在打理大棚的兰国利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

一个个脱贫小故事，折射出的

是时代大进程，蕴藏着我区高质量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有力举措和坚

定信念。

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的新路子上，内蒙古步履铿

锵。

———推进产业扶贫。我区向贫

困旗县倾斜产业扶贫资金 209 亿

元，并将有条件的 56 个贫困旗县

纳入自治区优势产业带和产业集

群重点县范围，产业项目覆盖贫困

人口 83.15 万人次。

———做好兜底保障。全区贫困

人口纳入低保保障 40.3 万人，纳入

特困人员供养 1.5 万人，享受低保

渐退政策 3.14 万人。为符合条件的

贫困人口代缴养老保险，实现应缴

尽缴、应保尽保。

———激发内生动力。坚持扶贫

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创新帮扶方

式，采取实行奖励积分、设置公益

岗位、信用星级评定等手段，培育

贫困群众脱贫主体意识，组织、引

导贫困群众用自己的勤劳双手实

现脱贫致富。

———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后续

帮扶工作。组织开展易地扶贫搬迁

就业帮扶专项行动，在集中安置区

配套建设扶贫车间 101 个、设立公

益岗位 5200 多个、新建就业服务

平台窗口 253 个，有劳动能力且有

就业意愿的 1.6 万人全部实现就

业。

久困于穷，冀以小康。随着一

幅幅脱贫攻坚的宏伟画卷在北疆

大地徐徐展开，幸福美好的小

康梦想正在这里变得越来越真

实可感。

据《内蒙古日报》

内蒙古“十三五”脱贫攻坚纪实
秋凉时节，草原染金。在呼和

浩特市清水河县宏河镇聚宝庄村

一排排整齐排列的生态大棚里，一

株株樱桃树鲜翠欲滴，工人们正在

忙着给樱桃大棚安装取暖炉，为过

冬作准备。

“现在上的是提前升温设施，

到明年 4月份，进入盛果期的樱桃

就能上市了，我们已经跟浙江一家

公司签了合同，樱桃一熟他们就来

摘，1斤 40 元！”对于这批“期货”

的收益，村支书王万斌满怀憧憬，

“咱们这里樱桃品质非常好，28 颗

左右就 1斤重。”

在这片昔日种土豆也产量很

低的坡梁旱地上，诱人的大樱桃、

成串的“乒乓球”葡萄这些原产于

南方的“娇贵”水果，如今已经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这批樱桃“期

货”走俏的背后，是这个北疆村庄

由内而外的脱胎换骨。

选对一个带头人
今年 53岁的王全才，是聚宝

庄村的农民。他介绍，就在 6年前，

多数村民还是以种土豆或小香米

维持生计，靠天吃饭，生活捉襟见

肘。他家有 20 多亩地，辛苦一年

只能解决温饱。

在多数聚宝庄村人的记忆里，

2015 年是一个“分水岭”。这一年，

村里建成了连片温棚园区，流转土

地有收入，就近务工有工资，“收入

一下子翻了十几倍！”王全才认为，

这一可喜的变化得益于两个原因：

赶上了乡村振兴的好政策，选对了

王书记这个带头人。

王全才所说的王书记，是内蒙

古万兴宇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负责

人王万斌，也是土生土长的清水河

人。生于 1973 年的王万斌，做过

呼和浩特市机床附件厂的工人，也

从事过建筑行业、养过奶牛，2002

年建起了占地 1 万平方米、年养

5000只鸡的养鸡场，成为当地的

致富带头人。2007 年 8月，他被宏

河镇党委推荐为聚宝庄村党支部

书记，从此开始了他带领乡亲们摆

脱贫困奔富路的征程。

“聚宝庄村是个移民村，共有

232 户 585 人，居住在村里的多数

都是上了岁数的。至于地，尽是些

荒山荒坡，耕地少，而且全是旱

地。”面对这样的现状，王万斌与村

两委班子反复研究，最终确定了发

展厚墙体温室大棚，打造聚宝庄现

代设施农业园区，按照每亩 150

元的价格流转村民土地，让农民的

土地变资金、资金变股金、村民变

股民，走“党建引领，富民强村，大

棚果蔬，四季常绿”的脱贫致富新

路子。

“打井、上电、平地、修路、建大

棚、入管道、拱钢架……建了 3

年。”王万斌说，他走遍了聚宝庄村

的沟沟壑壑、家家户户，跑工地、吃

泡面……从 2015 年以来，已有

360 亩高标准温室大棚在聚宝庄

的山坡上拔地而起。昔日黄沙漫漫

的贫瘠土地，如今已成为脱贫攻

坚、发展现代绿色农业的新希望。

这是一名“新乡贤”的责任和

担当。从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

出培育“新乡贤文化”以来，像王万

斌一样的一批有奉献精神的乡贤，

凭借自己的经验、学识、专长、技

艺、财富等，积极参与到乡村振兴

的伟大事业中，在乡村治理中发挥

了积极作用。

说起王万斌，清水河县委宣传

部副部长石潮瑞说：“王万斌当支

书，一毛钱不挣还倒贴钱，每年投

入五六万给村里。”在石潮瑞看来，

王万斌从来不是简单地给贫困户

捐点款就完事儿，他是一个有爱心

的企业家，热衷于带着村民脱贫，

想方设法让贫困户增收，使村民们

的生活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真正让聚宝庄从穷乡

僻壤变成了“聚宝盆”。

探索一套好机制
立足产业优势，聚宝庄村党支

部积极探索党支部 +企业 + 贫困

户的发展模式和“三链建设”模式，

把支部建在产业链上，让党员聚在

产业链上，让群众富在产业链上。

围绕蔬菜、畜禽、瓜果三大主

导产业，他们在产业链上已经培养

致富能手 5名，发展党员 2 名，2

名党员致富能手进入村班子。通过

产业链发展瓜果蔬菜大棚，2015

年建成 150 亩，2016 年建成 80

亩，2018 年建成 50 亩……今年，

这里又新建成 80 亩温棚，四季常

绿设施农业面积达到 360 亩。

如今，像王全才一样靠在聚宝

庄现代设施农业园区打工致富的

人不在少数。“现在园区年产值差

不多 1000 多万元，可以同时吸纳

116 人进棚务工，按照优先安排贫

困户就业的原则，吸纳 24名贫困

户务工，人均月工资 3000 元左

右。”王万斌说，园区每年发工资一

项就是 200 多万元，大部分都发

给在这里务工的村民了。

“再过几天，就把这些外枝剪

掉，葡萄树开始休眠，到了 12月份

再升温，重新发芽。”说起葡萄种

植，王万斌显得很专业，“葡萄今年

1亩地产 4500 多斤，发价 6块多

一斤，收入 3 万元左右，是大田一

亩收入的 15倍左右。”

经营一片“增值地”
让贫瘠的土地增值，是聚宝庄

变成“聚宝盆”的致富密码。

“农民要想发财，就得让土地

变得值钱。”王万斌认真地说，“为

什么城市周边村子里的人们都发

财了，主要是土地值钱。土地有利

用价值，农民才能收益高。”

聚宝庄现代设施农业园区所

占的土地，大部分是撂荒 10 多年

的斜坡，企业进驻后，运用大型机

械设备平整成梯田。“农民的土地

不种就没有收益，流转出去以后，

他们一亩地一年也能收入 150

元。”王万斌说。

今年，聚宝庄村经历了春冻，

秋天又遇干旱，露地果类都长势不

好。“我们把村里的旱地都变成水

浇地，这就值钱了。从明年开始聚

宝庄将再没有旱地。”王万斌介绍，

聚宝庄村今年争取了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把宏河的水抽到最高点

进行提水灌溉，全部坡梁旱地都上

滴灌设施，目前项目已经实施完

毕，3000 多亩地再不用看老天爷

的“眼色”了。“变成水浇地，粮食作

物的产量能提高 30%—50%，天旱

不减产。即便是最简单的外包耕

地，也可以从一亩一百块钱涨到一

亩三四百块钱。”王万斌说。

明年，聚宝庄村生态大棚里的

樱桃树就进入了盛果期，亩产可达

到 4000 斤，已全部“预售”给了浙

江客商，按照他们签订的“期货”均

价每斤 40元计算，每亩可收入 16

万元。

“130 亩大棚樱桃全部进入盛

果期，年收入预计能增加到 2000

多万元。”提及未来，王万斌信心十

足：“5 年内村民人均纯收入有望

再增加 3万元。现在村里人的消费

‘养活’着两个商店、两家饭店，大

伙儿手头有钱了，生活跟城里人一

样，不想做饭的时候，隔三岔五也

要下个馆子。”

郑学良 海粼 院秀琴 张涛

聚宝庄村新期待：
樱桃“期货”增收有盼

本报讯（记者 张鑫）“要想富，

先修路”“道路通，百业兴”“脱贫攻坚，

交通先行”……10 月 9 日，在全体村

民的期盼中，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城

关镇杨家窑村威远窑自然村的涵洞漫

水桥项目开工了。

记者了解到，杨家窑村位于清水

河县城关镇东 12 公里，辖七个自然

村，是呼和浩特市广播电视台的定点

帮扶点。近几年来，呼和浩特市广播电

视台从物资、经济、产业发展等各个方

面对杨家窑村进行了帮扶。今年，根据

村实际情况，需在威远窑自然村修建

一座涵洞漫水桥，以解决村口路面积

水问题和村民出行问题。

修桥是好事，但资金从哪来？为了

实现全体村民的热切期盼，切实为村

民办实事、解难事，实现精准扶贫，杨

家窑村驻村第一书记王悦积极联系自

己的单位呼和浩特市广播电视台，通

过城市生活广播联系到爱心企业呼和

浩特鹏达投资置业有限公司，终于筹

措到了修桥的资金。桥能修了，村民的

烦心事也就解决了。

杨家窑村党支部书记王永平告诉

记者，威远窑村横亘着一条小河，小河

虽然不宽，但给村民的生产生活带来

很多不便，村里的大部分农田在河的

南侧，平时村民只能蹚水过河去地里

干活，到了汛期和冬天，出行成了大问

题，修这座漫水桥的目的就是为了解

决威远窑村村民过河难的问题。呼和

浩特市广播电视台在了解这一情况

后，联系到爱心企业筹集齐了修桥的

资金。通过前期调研，实地选址，漫水

桥项目规划长 15 米、宽 4 米，桥下预

留三个涵洞，桥体全部为混凝土结构，

项目建成后，将解决威远窑村村民雨

天出行困难问题和村口路面积水、排

水的问题。

修建漫水桥虽小，意义则重大。漫

水桥成了进一步增强党群干群感情的

连心桥。漫水桥项目开工了，村民高兴

了，杨家窑村两委班子信心更强了、干

劲也更足了。

漫水桥开工修建 杨家窑村民笑开颜！

“内蒙古一本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0 万吨煤矸石深加
工项目”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进一步征求公众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和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征求意见稿全文及调查表网络链接：
https://www.eiabbs.net/forum.php?

mod=viewthread&tid=350911&fromuid=126482
二、公众可就近到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办公地址查阅纸质报

告书。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范围为项目周边 5km范围内的居民，企业事业

单位及项目周边相关受影响公众。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示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可通过传真、电子邮件、信函等方式

向建设单位反馈公众意见。

建设单位：内蒙古一本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文华 15513200873

环评单位：内蒙古启鸿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世杰 15548351010
通讯地址：呼和浩特赛罕区正泰家园东区 1号楼三单元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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