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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商报》

探索“四位一体”保险模式
武川县防返贫再近“一公里”

疫情下的“零”突破
呼伦贝尔市食用菌企业

实现自营出口

本报讯（记者赵永光 张鑫）今年是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收官之年。内蒙古如

何打好这一战役成为百姓热议的话题。

11月 10 日上午，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

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自治

区将继续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

为民生优先领域，坚决打好蓝天、碧水、

净土三大保卫战，科学编制“十四五”生

态环境保护规划，精准实施污染防治相

关政策措施，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全力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

障。

打好蓝天保卫战
针对年初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巴

彦淖尔市空气质量严重下滑、影响全区

打赢蓝天保卫战的突出问题，自治区党

委、政府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印发

了 2020 年重点任务分工方案，盟市逐

个移交问题清单和整改台账，对重点地

区进行约谈和问责，通过主流媒体每月

通报 12 个盟市空气质量状况，从今年 8

月起向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巴彦淖尔

市派驻督导，确保各项治理措施落实落

地，全区空气质量加快好转。印发了《内

蒙古自治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20

年版）》，突出重点区域，加强应急联动，

着力在“差天”上作出有效应对。强化重

点污染源治理，完成“散乱污”工业企业

整治 510 家、工业窑炉综合整治 178

家、火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 19 台 290

万千瓦，淘汰 10 蒸吨 / 小时以下小锅

炉 413 台，实施集中供热改造 2.53 万

户，更换环保炉具 6810 套，削减散煤

11.98 万吨。包头、赤峰等 7 盟市 11 家

钢铁企业启动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呼和

浩特市、包头市、巴彦淖尔市建成机动

车遥感监测平台，并完成三级联网。乌

海及周边地区计划实施 278 项综合整

治项目，已完成 203 项。

打好碧水保卫战
《自治区水污染防治条例》正式实

施。结合各盟市水质变化情况，“一市一

单”向各盟市政府印发预警函，“一河一

策”指导盟市解决断面水质超标问题。

乌兰察布市堡子湾断面水质由 2019 年

的劣Ⅴ类提升为Ⅳ类，推动黄河流域大

黑河、昆都仑河断面稳定达标。2020 年

新安排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 3.93 亿元

用于支持重点工程建设，“十三五”期间

获得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支持的 282

个项目已建成 156个。全区 108座城镇

污水处理厂平均达标排放率 95.2%，平

均负荷率 79.2%，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37.3%。全区 64个自治区级及以上工业

园区全部实现污水集中处理，32 个依托

城镇污水处理厂的自治区级及以上工

业园区可行性评估已完成 27 个。全区

累计划定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994

处，开展了乡镇、农村水源地基础信息

调查工作。13处城市黑臭水体完成初步

治理任务。

打好净土保卫战
加快制订《内蒙古自治区土壤污染

防治条例》。完成全区 2512家重点行业

企业基础信息调查及风险筛查工作。布

设土壤国控监测点位 1834 个，土壤环

境质量监测体系基本形成。加快推

进全区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定

工作。累计整治涉镉重金属排放企

业 144 家。对 841 个工业固体废物

堆存场所进行环境整治。累计完成 3539

个加油站、15955 个地下油罐防渗改造

任务。加强农业农村污染治理，制定发

布《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

放标准》，完成 283 个建制村环境综合

整治工作。全区累计完成 1 个农用地

类、4 个污染地块类土壤污染治理与修

复试点项目。

本报讯（记者 卉平 通讯员 杜

赤龙）11 月 12-13 日，农行内蒙古分

行“乌兰牧骑式金融轻骑兵”驱车到

达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科布尔镇大

马库伦村和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

赛汉塔拉镇巴润宝拉格嘎查，在上门

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向嘎查（村）两

委赠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图

书。标志着农行内蒙古分行联合自治

区党委宣传部共同在全区范围内开

展的乌兰牧骑式金融轻骑兵“送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下

基层”暨“送金融服务下乡”行动已全

面开展。

初冬的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

赛汉塔拉镇巴润宝拉格嘎查，一下子

热闹起来。农行苏尼特右旗支行相关

负责人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

图书递到村党支部书记手中。

笑容在脸上，暖意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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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行内蒙古分行创新党建共建

模式，切实在广大农村牧区提供特色

金融服务，让农牧民得到实实在在的

普惠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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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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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缸房地村，曾经是包头市石拐区贫困人口最多的一个行政

村，村民们守着优质却卖不出去的清水大白菜和无人来赏的乡

村美景，过着寂寥困苦的日子。如今，村还是那个村，但五当驿

站田园综合体的建成，却让这里摇身一变成为了游客纷至沓来

的世外桃源。节假日，游客来此体验乡村野趣、品尝新鲜食材、

购买农副产品……

青山绿水，让很多像缸房地一样的乡村重新鲜活了起来。

按照“旅游发展带动扶贫开发，扶贫开发促进旅游发展”的发展

思路，包头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以旅游为载体，大力发展乡村旅

游，充分发挥旅游产业在精准脱贫中的作用，挖掘家乡美景推

进农牧民增收致富。

据了解，包头市文旅广电局成立了旅游产业扶贫领导小组

统筹推进全市旅游产业扶贫工作，制定下发了《包头市旅游产

业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按照旅游产业

扶贫工作目标和要求，扶贫任务已全部完成。

打造旅游项目守着家乡美景就能脱贫
家乡就很美，何必去远方！

2019年 7月，五当驿站田园综合体项目在缸房地村正式

开业。不仅建成了百人餐厅、窑洞住宿、现代化厨房、百吨酒窖，

还通过土地流转，种植了百亩金莲花、玉米迷宫、共享农场等，

成功打造了“农业 + 观光旅游”的乡村发展模式，带动了当地

经济和村民的收入。雪菊、小米、金莲花，缸房地的“养生三宝”，

受到游客们的青睐；共享农场，市民可以在这里认养鸡、羊、猪；

工厂店里，人们可以来一场看得见加工过程的“新鲜”购物……

看着一拨拨游客在自家村里玩得开心、买得满意，贫困户和村

民们摸着越来越鼓的腰包，觉得一年辛苦都值得了。

“平均每周，我们都能接待 200 多位游客。除了餐饮住宿

收入以外，每周农副产品销售收入也能达到 3000元左右。”缸

房地村负责人告诉记者，从 2020 年初到 10 月底，村里的旅游

项目经营性收入已经达到了 17.4 万元，计划 2020 年底突破

30万元。2019 年，市文旅广电局为五当驿站田园综合体争取

到 10万元旅游发展资金。缸房地村利用这些资金，在工厂店增

建了日产量 5吨的食用油加工厂，全村农户种植的胡麻和葵花

子都可以在这里消化。

而作为村里的贫困户，土地流转有承包费，在这里打工有

工资，自家地里的农副产品在这里销售又能卖出好价钱，只要

够勤快，守着家乡风景就能过上好日子。据了解，五当驿站田园

综合体每年用工至少 30人以上，凡是参与的村民和贫困户都

有上万元的增收。

记者从市文旅广电局了解到，旅游产业扶贫领导小组积极

挖掘开发贫困地区旅游资源，按规划、有计划地引导贫困地区

旅游产业发展，按照景区 + 农户、企业 + 农户的扶贫方式，建

立与周边贫困村、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打造了春坤山、

马鞍山、毕力格泰旅游商品、套马沟农庄、大雁滩、七彩大地、石

拐缸房地农旅项目等一大批旅游项目，对发展当地经济、带动

农牧民增收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扶持旅游基地跟着能人奔向美好生活
达茂旗腮吾素村的天喜自驾游营地，是包头市的旅游产业

扶贫基地。本村 68岁的贫困户高三黑眼在这里打扫卫生加上

销售自家的羊肉、鸡肉、鸡蛋，每年的收入就能达到 7000 多

元。

腮吾素村村支书栗天喜告诉记者，天喜自驾游营地从

2016 年建成以来，在市文旅广电局和达茂旗文旅广电局的支

持和鼓励下，就开通过帮助就业、购销产品等方式帮扶本村的

贫困户。“从 2017 年起，营地以高于市场价 20%的价格从 14

户贫困户家中收购了农畜产品，包括红皮小麦、黑猪肉、羊肉、

鸡肉、鸡蛋等等。这种帮扶会一直持续下去，可以保证这些贫困

户的稳定增收。”栗天喜说。

记者从达茂旗文旅广电局了解到，从 2017 年到目前，达

茂旗共有 11 家旅游产业扶贫基地通过定点收购农副产品、产

业扶贫资金入股、吸纳就业、流转土地等形式，带动贫困户 202

户，贫困人口 479人实现增收。“能人 +农户”，包头市通过这

样的扶贫方式拓宽旅游扶贫渠道，鼓励旅游企业通过帮助就

业、项目支持、购销产品等形式，参与旅游产业扶贫。全市共扶

持打造了达茂旗天喜自驾游营地、固阳三美聚仙山庄、土右旗

金谷源农庄等 28个包头市旅游产业扶贫基地，通过直接就业、

农产品购销、产业分红等方式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增收。

据了解，为了提高贫困地区旅游产业扶贫的内在动力，包

头市文旅广电局争取自治区旅游扶贫资金共 740 万元，支持

贫困地区旅游产业扶贫示范项目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帮助贫困

地区规划编制、完善旅游标识标牌建设。同时，通过市文旅广电

局积极组织旅游景区和乡村旅游接待户开展质量等级创建工

作，提升服务水平，促进乡村旅游产业更好地助推旅游产业扶

贫工作。近两年共评定A级旅游景区和星级乡村（牧区）旅游

接待户 47 家，其中评定 A级景区 8 家，星级乡村旅游接待户

39家。

挖掘家门口的青山绿水，给乡村带来了真正的金山银山。

绿色发展，美了环境，富了日子，添了笑容。寂寥的乡村，一个个

又重新鲜活起来。 来源：内蒙古学习平台

内蒙古：继续打好蓝天碧水
净土保卫战“擦亮”生态底色

包头：旅游 +扶贫 绿水
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阿尔山冬季旅游
邀你走进北疆温泉雪域

赠书现场

农行内蒙古分行“乌兰牧骑式金融轻骑兵”
深入一线深入草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