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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拥有 4200 公里漫长

边境线的北疆地区，虽然风景壮

阔，但同时面临经济发展、民族团

结、生态保护、兴边富民、消除贫困

等重任。2019 年以来，农业银行内

蒙古分行按照“守初心、担使命、找

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开展金融

调研，直击金融服务痛点，依托创

新模式、特色产品、数字化服务手

段, 强化脱贫攻坚、“三农三牧”金

融服务，奋力谱写新时代服务边疆

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新

篇章。

“乌兰牧骑式金融轻骑兵”
全面打通
农村牧区金融服务“最后
一公里”

通过调研发现，在内蒙古自治

区各地都不同程度存在乡镇以下

地区金融机构覆盖不足、农牧民信

贷支持的“获得感”不强等现象。由

于农牧民的房产、牲畜等难以抵

押，且大多数农牧民没有反担保条

件，难以获得担保机构担保，使得

农牧民特别是贫困户很难获得信

贷支持，有时难免会寻求高息民间

融资，让生活负担再次加重。

农行内蒙古分行转换思路、创

新产品、再造流程，契合北疆地方

实际，于 2019 年 5 月创新启动了

“千乡千队、万村百亿”金融支持脱

贫攻坚专项行动，即向全区 79 个

旗县近千个乡镇（千乡）派驻近千

支“农行支持脱贫攻坚流动服务党

员先锋队”（千队），目标是将农行

的金融服务延伸到全区上万个行

政村（万村），以最优惠的利率每年

为每个乡镇平均新增贷款不少于

1000 万元，每年新增贷款总额不

少于 100 亿元（百亿），致力于打造

一支支送金融服务下乡、助力脱贫

攻坚、服务乡村振兴的“乌兰牧骑

式金融轻骑兵”———“农行支持脱

贫攻坚流动服务党员先锋队”，将

金融服务延伸到所有乡镇（苏木）、

行政村（嘎查）。每一支先锋队就是

一个流动银行，带着金融设备上门

服务，流动作业，将金融产品送到

千家万户，使广大农牧民足不出村

即可享受便捷的金融服务。

专项行动启动一年五个月以

来，农行内蒙古分行已在全区各地

乡镇派驻 1265 人、334 个工作队，

累计投放农户贷款 415 亿元，覆盖

了全区 717 个乡镇、8595 个行政

村，乡镇行政村覆盖率分别达到

100%、89%，支持了 36.1 万户农牧

户，惠及建档立卡贫困户 3.45 万

户。

“惠农 e贷”+银担合作
有效缓解农牧民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
农行内蒙古分行对建档立卡

贫困户贷款实行优惠利率，享受财

政贴息政策的，一律执行基准利

率，确保贫困户使用贷款不承担利

息开支；未享受贴息政策的，在基

准利率基础上，再下浮 10%。以每

年投放 100 亿元专项行动贷款估

计，每年可为全区农牧民节约利息

支出 6亿元,对平抑农村牧区高利

贷现象起到积极作用。此外，突出

科技引领，依托线上融资产品“惠

农 e贷”，帮助农牧民实现了“随贷

随还”“随还随贷”。截至 2020年 6

月末，农行内蒙古分行“惠农 e 贷”

余额 250亿元，较年初增加 118 亿

元，增幅 90%，农户贷款绝对额增

量在全国农行系统居首位。

同时，不断强化银担合作，从

2019年开始，农行内蒙古分行与两

家自治区级政府性担保公司各签

订了 50 亿元合作协议，担保公司

不再与农牧民单独签订合同、不再

进行二次尽调、不再要求其提供其

他反担保证明，担保费降到 0.8%。

截至 2020 年 6 月末，农行内蒙古

分行担保公司担保“惠农 e 贷”余

额 98 亿元，占全行“惠农 e 贷”的

40%。

在农行内蒙古分行上下齐心、

坚持不懈的努力下，2019 年，精准

扶贫贷款计划完成率居全国农行

系统第 1位。2019 年、2020年上半

年，“惠农 e贷”计划完成率连续排

在全国农行系统第 1位。被自治区

评为第三届“内蒙古最具社会责任

感企业”，并荣获“2019 年度金融工

作综合贡献奖”。

下一步，农行内蒙古分行将继

续围绕内蒙古牛、羊、大米、马铃

薯、葵花等特色优势农牧业产业，

不断创新产品及服务模式，进一步

拓宽农牧民融资渠道。确保辖内每

个盟市都有一个标杆旗县，每个旗

县都有一个标杆先锋队，扎实推进

乡村振兴金融服务，确保金融服务

国家粮食安全、农村产业融合、产

权制度改革、美丽乡村、县域幸福

产业取得更大成效。

每天一大早，兴安盟扎赉特

旗好力保镇太平山村生态护林员

张忠武就戴上有“生态护林员”字

样的红袖标，骑着电动三轮车奔走

在太平山村内的乡间小道上，开始

了一天的巡护工作。太平山村林地

分散，他每天要用两个小时才能把

他负责管护的 500 多亩林地走

完，每天要走一到两次。

张忠武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妻

子患有慢性病，还有两个正在上学

的孩子，全家的生活开销全靠张忠

武一人挣。2017 年，经过村里的集

体评选，张忠武成为了一名生态护

林员，每年有 1万元左右的工资，

而且闲暇时间还可以在村里打零

工、干农活，家里生活逐渐好了起

来，全家脱了贫，摘了贫困帽子。

今年是庞绍俭当生态护林员

的第三个年头，也是他脱贫的第三

年，家里的牛产业发展到 3头，代

养在亲属家，土地也流转出去了。

感恩党的扶贫政策，没有重活的庞

绍俭，除了一日三餐外，几乎将所

有时间都泡在山上，尽职尽责履行

护林员的职责。

“我老伴自从当护林员那一天

开始就好像长在了山上一样，一天

到晚就关心这山，说自己的家乡得

要保护好，怕山上着火，又怕牲畜

上山，怕把树木破坏，家里要是有

啥事找他，或者邻居们要找他，就

得到山上才能找到他。”庞绍俭妻

子单春英说。

目前，扎赉特旗的 1485 名生

态护林员，全部来自建档立卡贫困

户，他们每日穿梭在各村组林间地

头，管护着 74.2 万亩的生态资源。

扎赉特旗林草局还通过举办生态

护林员果树田间管理培训班来提

高护林员生态林管护技术和经济

林的管理技术，不仅增加了他们的

收入，还扶持他们走上“绿色”脱贫

路。

兴安盟 6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一半是草原，三分之一是森林。

天蓝、地绿、水净、空气清新是它的

常态和名片，更是兴安盟最大的特

色和优势。近年来，兴安盟林草局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发展理念，围绕“生态脱贫一批”要

求，打好工程扶贫、政策扶贫、产

业扶贫、项目扶贫等“生态扶贫”组

合拳, 做好林业生态建设与脱贫

攻坚深度融合的文章，为决胜脱贫

攻坚汇聚起磅礴的“林草”力量。

有一组数据为证：几年来通过

退耕还林等政策补助，已让 341

户 1014 名贫困人口受益，平均每

个贫困人口增收 2548 元；吸纳

2500 人参与林业工程建设获得劳

务报酬，辐射带动 7600 名贫困人

口，人均增收 1500 元；选聘 4908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任生态护林员，

辐射贫困人口 1.3 万人，人均增收

3700元；在开展草原牧鸡治蝗行

动中，向贫困户发放草原灭蝗牧

鸡 16 万只，既有效地保护了草

原，同时也给贫困户带来 1600

万元经济收入；在全盟建设 10

个森林小镇、100 个森林村庄，

带动周边贫困地区发展旅游、餐

饮、消费等行业，拓宽贫困人口就

业增收渠道。

2018 年以来，兴安盟倾力实

施百万亩特色经济林工程，绿了荒

山、美了村庄、富了百姓。3年来新

增果树经济林面积 20 余万亩、林

果育苗基地 3000 亩、保鲜库面积

5000 平方米，培育合作社 287 家，

发展百亩以上集中连片示范基地

120处、示范村 30个，带动贫困户

近 4500户，户均增收 2200元。

林草产业项目全面发力。积极

向上争取到 10 个林草产业化项

目 450 万元，带动贫困户 139 户

贫困人口 330 人，人均增收 1200

元；建设林下仿天然食用菌和中药

材种植示范基地，增加贫困户收入

来源。

林木种苗扶贫积厚成势。兴安

盟各地利用本地乡土树种，培育良

种苗木，打造优质品牌，在苗木市

场形成价格优势，提升产业附加

值。阿尔山市蒙东有机苗木品牌基

地面积 2.7 万亩，樟子松、云杉、兴

安落叶松等良种苗木年产量达到

2000 万株，带动贫困户 200 多

户，每户年均增收 3万元。

胡日查 高敏娜 王东 张晓琴

用金融特色服务助力
北疆“三农三牧”发展

农行内蒙古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张春林

兴安盟：打出生态扶贫“组合拳”
助推贫困户走上致富路

莽莽林海，一望无边。丛林密布的

大兴安岭，绵延千里的阴山山脉，神奇

瑰丽的贺兰山，是内蒙古大地坚实的

脊梁，更是内蒙古森林的家园。

绿色发展美了祖国北疆
内蒙古是国家重要的森林基地之

一，森林总面积约 2080 万公顷，截至

2019年 9月，全区森林面积增加 2.5

亿亩，占全国森林总面积 11%，居全

国之首；森林覆盖率达 17.57%，高于

全国 13.4%的水平；森林总蓄积量

12.9 亿立方米，居全国第四位。树木

种类繁多，全区乔灌树种达 350 多

种。

原始森林占内蒙古林地面积的

50%，林木蓄积量占全区林地活立木

蓄积量的 75%以上，被誉为“祖国的

绿色宝库”。原始森林中盛产的兴安落

叶松、白桦、黑桦、色木等，均为著名的

优质木材。在阴山、贺兰山、罕山等山

地也生长着成片的天然次生林，都是

具有较高经济价值和科研价值的珍贵

树种。人工林是内蒙古森林中不可缺

少的组成部分，防护林、用材林、经济

林、薪炭林等林种都得到较快发展。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多年来，

内蒙古坚持不懈推进生态保护和建

设，全面推动绿色发展，加快形成绿色

发展方式，提升绿水青山的“颜值”，做

大金山银山的“价值”，一幅“以绿为底

色”的壮丽画卷正在祖国北疆徐徐展

开。

“春到大兴安岭，杜鹃花迎雪怒

放；夏到大兴安岭，绿浪翻滚，无山不

绿，有水皆清；秋到大兴安岭，万山红

遍，层林尽染，高岭低岭任杂染，景到

极处灼伤眼；冬到大兴安岭，越桔美酒

清泉酿，林海清风送清香，白雪引来五

湖客，一同坠入雪故乡。”这是内蒙古

大兴安岭森林调查规划院副院长宋百

忠笔下的诗句，更是对大兴安岭全域

旅游、四季旅游完美的诠释。浩瀚的大

兴安岭林海，莽莽苍苍，碧波万顷，起

伏的山峦涌翠竞秀，一年四季都美得

让人心动，其纯厚的历史、浓郁的文

化、旖旎的风光、博大的气魄、独特的

个性，成为世人最值得向往游历的地

方。

融合发展火了林区旅游
来自广东的文龙是一名专业旅行

博主，今年 9月初，他来到根河源国家

湿地公园，这里的草原、原始森林、河

流和湿地等自然景观，宛若人间仙境，

令人啧啧称奇。“根河源国家湿地公园

的美让我陶醉，长期生活在大都市，来

到这里深深呼吸着天然氧吧的负离

子，身心一下放松了，所有的疲惫荡然

无存。尤其是在微醺的夜色里，走在木

屋前的石板小路上吹着微凉的晚风，

一步一景，特别惬意！”文龙在直播中

与粉丝们分享所见的美景和感受。

近年来，内蒙古把森林旅游景区

列入扶持项目，把生态保护与建设作

为发展旅游的先决条件，先后重点支

持了阿尔山—柴河、凤凰山、莫尔道嘎

白鹿岛、赛罕乌拉、哈达门以及贺兰山

南寺、北寺等重点森林旅游区的建设，

如今这些景区已成为内蒙古重要的A

级旅游景区和森林旅游目的地。在政

府投资的有效引导下，社会资本也大

量投资森林旅游，林区的生态旅游、林

家民俗游、冰雪旅游、温泉旅游等各具

特色的森林旅游得到了快速发展，从

东部的大兴安岭到中部的阴山和西部

贺兰山开发了一大批以山地森林为依

托的生态旅游区。同时，近 40处国家

森林公园在内蒙古相继诞生，如阿尔

山国家森林公园、莫尔道嘎国家森林

公园、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达尔滨湖

国家森林公园等。

经过几年的建设，全区各地已经

开发培育出一批森林旅游产品，既有

大青沟、阿斯哈图石林、额济纳胡杨

林、红花尔基等观光类产品，也有凤凰

山、美林谷、苏木山等度假类产品，还

有阿尔山白狼林俗村、鄂伦春相思谷、

阿里河、根河敖鲁古雅等民俗类旅游

产品，漂流、滑雪、户外运动等专项旅

游产品也遍及森林旅游景区。

呼伦贝尔大兴安岭林区作为全国

的最大森林区域，森林旅游产品已成

为大兴安岭林区和呼伦贝尔旅游的突

出特色。林区北部的莫尔道嘎，紧紧依

托独特的旅游资源，按照“绿色、金色、

银色”三色并举、“春夏秋冬”四季并重

的发展思路，重点打造“一条黄金线，

两条精品环线，三条特色单线”的旅游

产品。目前，莫尔道嘎全生态旅游发展

格局已初具雏形，森林公园已成为内

蒙古生态旅游和“东北亚寒温带旅游

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填补了内蒙古

“原始森林”旅游的空白。森林旅游已

经成为该地区就业率最高、发展前景

最光明、投资回报率最快、经济效益最

好的阳光产业。

另外，呼伦贝尔市依托广袤辽阔

的草原、森林等资源优势，打造集旅游

观光、餐饮住宿、休闲娱乐、线上线下

互动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产品，推出

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号”草原森林旅游

列车，这成为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

转型发展富了百姓生活
如何更好地开采一座座“旅游富

矿”，内蒙古重点国有林管理局从未停

止过探索的步伐。内蒙古大兴安岭林

区被誉为“北疆的绿色长城”“祖国北

方的重要生态屏障”，2015 年“收锯挂

斧”后，林区广大干部职工服从大局，

转型发展，立足林区资源富集、绿色环

保的独特优势，全力打造特色森林生

态旅游业。林区全面树立全域旅游、四

季旅游理念，推动旅游产业区域融合、

一体规划，94 个重点旅游项目纳入

了属地发展规划，5 个林业局分别

入选国家、自治区级旅游特色小

镇，成功举办森林冰雪节、森林旅

游节等系列活动，林区旅游影响力

不断扩大，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赏林

海雪原、观雾凇奇观，感受体验森工文

化和地域民族文化，2019 年接待游客

31.18 万人次，旅游服务业实现产值

6970万元。

森林旅游是绿色产业和富民产

业，更是健康产业和幸福产业。阿尔山

市白狼镇通过实施林俗休闲村庄建设

工程，着力发展林俗旅游，林业工人

“放下斧头当导游”的故事比比皆是。

57 岁林业工人于九江先是经历了林

业转产转制，做了一名护林员，之后又

赶起了马车，开起了林家乐，带着游客

们体验林俗文化，每个旅游旺季都能

赚上数万元。当地像于久江一样脱贫

致富的人还有很多。数据显示，今年阿

尔山市旅游直接从业人员已超 1.4 万

人，2019 年旅游人数增长到约 500

万人次，旅游收入达 60 余亿元，在生

态环保和发展绿色经济上走出了一条

可持续发展之路。

上世纪 60 年代起，乌兰察布市

兴和县人凭着愚公移山、滴水穿石的

精神，让苏木山荒山秃岭变得郁郁葱

葱，成为内蒙古中西部最大的人工林

场。每年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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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北京、

河北、山西等地和周边旗县的自驾游、

组团游、骑行游团队纷纷前来打卡。现

在的苏木山是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每年观光旅游者数以万计，带动了当

地农民就业和经济发展。

“十三五”时期，我国森林旅游产

业规模快速壮大，森林旅游游客量达

到 60 亿人次。森林旅游、森林养生、

森林疗养等新业态新产品呈现百花齐

放的态势。作为森林资源富集的内蒙

古，在市场的带动下，必将走上森林旅

游发展的快车道。

来内蒙古吧，色彩斑斓的大森林，

一定会带你开启奇妙的大自然之旅！

李丽 郭伟伟

莽莽林海翻碧浪

张春林（马骕骦 摄影）

z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

HIZHENGZHAOXI JUEZHANJUESHENGTUOPINGONGJIANZHAN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