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防控正处在最关键阶段，内

蒙古在疫情防控战线上众志成城，在

脱贫攻坚战场上不待扬鞭自奋蹄，密

集脱贫攻坚举措掷地有声，扶贫车间、

扶贫龙头企业复工复产如火如荼，基

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坚强有力，同

心协力，坚决打赢战“疫”战“贫”两场

硬仗。

扶贫产业“活”起来

这几天，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

建档立卡贫困户王金莲非常忙碌。“刺

绣产业扶贫车间接了 300 万元的订

单，3 月 1 日前就得交工。为了防疫，

安排我们 1000 户农牧民在家里制作

刺绣产品。”王金莲说。与此同时，乌兰

察布市卓资县“巧手扶贫车间”上百名

贫困群众在家手工编织收纳筐等产

品。

内蒙古许多这样的扶贫车间属于

劳动密集型。由于防疫期间禁止人员

聚集和产品原材料、订单减少等原因，

影响到全区 203 个扶贫车间、7417 名

贫困人口。“各级政府努力组织协调线

上订单申请、原材料订购等工作，帮助

扶贫车间尽快恢复生产。”内蒙古自治

区扶贫办主任么永波说。

疫情导致不少农资生产厂家延迟

开工，生产经营遇到困难。内蒙古加大

对涉农企业金融、税费等政策支持力

度，推动相关补贴资金及早落实到位。

“政府给了不少政策扶持，我们销售农

资也积极让利于贫困户。”内蒙古禾兴

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白恩泽

说，“算下来，每个贫困户一年就能多

收入 1600多元。”

目前，内蒙古重点解决全区 2044

家盟市级以上龙头企业、285 家畜禽

屠宰企业、153家饲料加工企业、14 家

农药生产企业、792 家种业企业存在

的困难，涉及肉羊、生猪、家禽、蔬菜等

8大扶贫产业。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

新闻发言人王雨锋介绍，自治区多部

门协同促进重点农牧企业复工复产，

盟市级以上龙头企业复工率已达 70%

以上。

贫困群众“忙”起来

连日来，兴安盟乌兰浩特市葛根

庙镇 55 岁的脱贫户王锁柱忙着收割

大棚芹菜。全镇设施农业园区近 800

栋大棚中，有 147 栋属于像王锁柱一

样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针对种植户“卖

菜难”的问题，当地政府协调对接市内

大小商超，销售蔬菜 1.5 吨。“冬茬菜

卖得差不多了，大伙开始张罗种春茬

菜。”王锁柱说。

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乌兰图克

镇建档立卡贫困户范红娣一大早就进

温室大棚摘黄瓜，然后被统一运送到

蔬菜批发市场。“前一段时间，受餐饮

行业的影响，蔬菜销售遇到了困难，镇

上的同志们跑前跑后，帮助大家及时

把蔬菜卖出去。”范红娣说。据乌兰图

克镇党委书记尚永亮介绍，当地政府

和企业拓宽销售渠道，累计销售蔬菜

80 多吨，既解决了居民吃菜难，也解

决了农户卖菜难。

前期受疫情影响，内蒙古 2327 个

贫困户温室大棚生产的 120 万公斤蔬

菜水果销售困难、贫困户生产的 3.5

万吨农畜产品滞销。全区多部门及时

协调向贫困群众提供代卖等服务，推

动贫困群众发展生产，稳定生产收入，

减少疫情对脱贫的影响。

王雨锋说，内蒙古积极推动产加

销对接，对鲜活农畜产品、生产资料运

输车辆开通“绿色通道”，避免出现产

品积压等问题。同时，针对贫困群众外

出务工受阻的实际情况，组织技术人

员对各自所属区域内的贫困户采取非

接触、线上教授的方式进行技能培训，

为复工开工做好准备；设置公益岗位

等方式拓宽就业渠道，帮助贫困户就

近就地就业，增加工资性收入。

战斗堡垒“强”起来

“终于开工了，生活有保障了！”一

大早，赤峰市林西县水头村的贫困户

张玉国戴上口罩踏上了去矿山的路。

为了守护好当地百姓的安全和及早务

工，村支书姜震在村里召开联合党支

部会议，成立了由村两委、矿山企业负

责人、镇包村领导、各村民组网格员和

22 名党员组成的疫情防控“网格战斗

队”，网格化管理村企之间的疫情防控

工作，这为张玉国等 76 名在矿山打工

的村民吃下定心丸。

疫情出现后，内蒙古基层党组织

在疫情防控的“守”和精准脱贫的“攻”

上下苦工、做细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组织部紧急下拨 600 万元专项党费，

还相继面向盟市、区直机关企事业党

委，苏木乡镇、嘎查村委发文，明确目

标任务，鼓励和引导基层党组织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打赢疫情防控、脱贫攻

坚两场硬仗。

既要防控疫情，又要扶贫攻坚，党

员干部们如何兼顾？近日，地处燕山 -

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乌兰察布

市以视频培训班、录制课件等形式，下

发各旗县指导基层党组织在防疫期间

开展扶贫。“我们正在聘请农业专家，

指导 50 户贫困户和种植大户马铃薯

种植技术，”大库联村第一书记孙利军

和驻村工作队员们忙得放不下手机，

他们逐一了解贫困户种植意向，制定

帮扶计划和消费扶贫方案。

“广大驻村干部同所在嘎查村干

部一道，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在排查疫情的同时，了解贫困

户生产生活遇到的实际问题，并以最

快的速度恢复生产、鼓足脱贫致富的

干劲。”么永波说，“大家对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和脱贫攻坚决胜战充满信

心。”

据新华网

“大家准备接新订单，一份油麦

菜，两份酿皮，一份鸡蛋，一份尖

椒，一份娃娃菜……”天蒙蒙亮，丁

子涵和同事们就已经开始了一天的

工作。

丁子涵是呼和浩特市绿林源农

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他的公

司主要经营餐饮业蔬菜供应链中的

净菜加工与配送。疫情发生后，为更

好保障市民“菜篮子”需求，他与网络

平台合作，开展了“从大棚到餐桌”的

蔬菜配送服务，每天的蔬菜出货量约

有 6000斤。

从总经理“变身”一线分拣员，丁

子涵并没有太多的不适应。“现在个

人客户的订单量大，我们公司每个人

都是一线职工。”丁子涵说，“过去我

们的业务对象主要是各大餐饮企业，

但现在百姓的个人需求也很大，所以

我们决定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百姓自

家的‘菜篮子’上，让他们足不出户就

可以吃到新鲜蔬菜。”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多家蔬菜仓储与配送企

业积极落实政府疫情防控决策部署，

通过企业与电商平台的合作，实现果

蔬“线上选货下单，线下配送到

家”的销售新模式，切实保障了疫

情期间市民蔬菜、肉蛋奶、粮油等

物资的供应。

作为绿林源蔬菜分装工的陈秀

清，她每天的工作是把蔬菜按斤装

袋，从早七点到晚五点，只有中午片

刻的休息。“现在的工作量比以前大

很多，累是累点，但能保障更多人吃

到新鲜蔬菜，我觉得累也值得。”陈秀

清说。

“公司有 17 辆冷链运输车，每辆

车每天大概会派送五十单，我们按照

离仓库由近及远的顺序依次送单，每

人每天基本上是‘马不停蹄’地送

货。”说着，绿林源蔬菜配送司机邢知

勇拨通了第一单客户的电话。

最近这段时间，邢知勇几乎每天

都待在运输车上，他既是司机，也是

配送员。为了让每一单都尽快送达顾

客手中，他中午很少能有时间吃饭，

只能自己带一些水和饼干简单充饥。

“没有什么不适应，特殊时期特殊对

待，能让更多人安全方便地吃到新鲜

蔬菜，我觉得自己也是在做有意义的

事。”邢知勇腼腆地说道。

为保障市民能够吃到新鲜的果

蔬产品，呼和浩特市对生鲜农产品运

输车辆实行“绿色通道”政策，新鲜果

蔬可直接运送至市内小区零售门店，

上午采摘下午送达，充分满足了市场

需求。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现代农业示

范园是专业种植西红柿的农产品生

产基地，60余亩现代化蔬菜大棚每天

可生产西红柿2500余斤。“疫情发生

以来，我们园区的西红柿产销并没有

受到影响，反而担心会供不应求。”玉

泉区现代农业示范园负责人王升明

说，通过网络下单和“绿色通道”配送

的政策保障，园区每天都可以有效保

障市内近 60家社区超市的新鲜西红

柿供应。

采摘、清洗、封箱、装车，看着一

个个新鲜的西红柿能够被快速地配

送到户，王升明感慨地说：“‘好事’和

‘好柿’同音，看着这些西红柿每天都

是新新鲜鲜地运走，我也希望我们每

个人每天都可以好事连连。”

据新华网

本报讯（记者 张鑫）3 月 1 日

中午，“住在”武汉市武昌区保利

大酒店的援助武汉市抗击疫情的

内蒙古第八批医疗队吃上了来自

家乡内蒙古的特色菜品“巴盟烩

酸菜”，这让 176 名草原“最美逆

行者”在“武汉保卫战”中，吃上了

“内蒙古味道”。

重任在肩的内蒙古第八批医

疗队在武汉市中心医院、武汉市

中南医院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危重症患者的医疗救治。

本批医疗队队员涉及呼吸、重症、

感染、护理等专业，由来自内蒙古

自治区呼和浩特地区、包头市、鄂

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等 24家医

院人员组成，医生 51 名，护士

122 名，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

院副院长侯明星担任此次医疗队

总队长，护理部副主任护师张凤

云为总联络员。

为了让医护人员安心工作、

吃上家乡菜，西贝武汉地区的 10

家店经过“自愿报名、严格检查”，

在武昌区政府有关部门和内蒙古

医疗队的严格把关下，西贝“出厨

师、出食材”，为医疗队保障生活。

2 月 27 日，西贝“厨师志愿

者”王志成、辛比玄、杨建林、王周

民进驻武汉市保利大酒店，每天

为内蒙古援汉医疗队的 176 名医

护人员以及酒店的 70 多名工作

人员进行一日三餐餐饮服务。4

名西贝“厨师志愿者”特意为内蒙

古医疗队的医护人员制定了营养

美味的“内蒙古菜系食谱”，让家

乡味道能够带给草原勇士们更大

的温暖与力量。

参与联络工作的湖北省内蒙

古商会会长王国山说，西贝餐饮

集团特意安排“厨师志愿者”入住

内蒙古医疗队的酒店，并提供市

场价值 60多万元的特色好食材，

让医疗队吃上家乡的味道; 西贝

在自身很困难的情况下，倾力援

助医疗队、倾力参与战“疫”，把武

汉的“西贝食品仓库”里的食品全

部捐献出来，让人感动，为西贝的

大爱点赞。

全国内蒙古商会联席会执行

秘书长宋和平介绍说，西贝餐饮

公司了解到武汉战疫一线医院及

驰援武汉医疗队需要一流的厨师

服务、驰援武汉内蒙古医疗队医

护人员希望吃上家乡饭菜的实际

情况后，2 月 24 日，通过全国蒙

商会、湖北省内蒙古商会联系了

在武汉的第八批内蒙古医疗队，

然后，精选厨师、捐赠食材，让内

蒙古医疗队在长江边也吃上“黄

河味道”。与此同时，“西贝厨师志

愿者”另外 4名厨师王帅、王富

银、敖乐、刘郭郭于 2 月 27 日去

武汉市 2家解放军医院，每天为

200 多名部队医护人员及患者制

作三餐。

西贝餐饮集团提供的食谱

20 多款：猪大骨烩酸菜组合、

榆园酸菜丝、炒封缸肉、炒羊

杂、炒猪五花肉片、西北黄馍馍、

北方大馒头、乡村鸡蛋、兴安岭沙

棘饮料、牛羊肉泡馍、草原肉夹

馍、熟羊肉丁、枣糕、方饼、果仁小

烙饼、剑笋段、炸杏鲍菇、云椒段

及热菜料油、腊肉汁、浇汁莜面葱

油等。

2月 29 日，专为抗疫一线医护人

员捐赠的 1.5 万公斤“兴安盟大米”从

兴安盟快递物流联运中心出发，驶向

湖北省武汉市第五医院。这批物资由

兴安盟袁隆平院士工作站联合阿里巴

巴数字农业事业部，携手“全国最美志

愿者”乌兰图雅、快手知名主播“散打

哥”共同捐赠，为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

员送去了最暖心的保障。

这是继兴安盟委、行署采购百吨

生活物资驰援武汉，21 家“兴安盟大

米”用标企业捐赠 45 吨大米，10 天之

内向武汉市捐赠的第三批物资。为了

保障物资及时运抵武汉，兴安盟商务

口岸局安排专人为运输车辆办理了

“绿色通行证”。

“众多医护人员不畏生死，同时间

赛跑，与病魔较量，他们用坚守、无畏

和奉献，为人民筑起安全屏障，我们把

兴安盟最好的大米，送给最美丽的

人。”兴安盟袁隆平院士工作站站长王

世刚说。作为全国“最美志愿者”，身为

兴安儿女、“兴安盟大米”公益代言人，

乌兰图雅特意购买了“兴安盟大米”慰

问“白衣战士”，并且正积极协调购买

300 支测温枪，捐献给兴安盟教育系

统，用于学校开学使用。

快手知名主播“散打哥”（真名陈

伟杰）在参与助农直播、消费扶贫直播

活动中，多次与兴安盟合作，在直播推

介中创下了一分钟内卖掉 10 万公斤

“兴安盟大米”的记录。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后，散打哥和散打家族团队积极

行动，紧急采购价值 100万元的口罩，

连夜发往武汉市红十字会。

据《内蒙古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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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不松套战“贫”自奋蹄———
疫情防控下内蒙古脱贫攻坚一线扫描

内蒙古呼和浩特：

从大棚到餐桌 果蔬网络直销变身市场新宠

支援湖北，3万斤“兴安盟大米”再出发！

家乡味道助战抗疫一线

“内蒙古金诚钛业有限公司年产 10万吨高钛渣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
告，公开征求公众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

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61G-57nvrPjkai51ui-

WkQ 提取码：kzp9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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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见本公告第四节。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周边5km范围内的西坊子村、二号、东大井村、西大井
村、北大井村、七台镇等区域内的常住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等。厂区中心坐标：北纬：41o31′50.95″，东经：113o35′
49.58″。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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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意见表》见下方网址。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1DSN_SSTfNPpul-
HB2Tzs1tw 提取码：0n2b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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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反馈至建设单位或环境

影响评价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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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意见表》可通过：电子邮

件、邮寄信函、当面提交的方式提交。
以上述三种方式提交的《公众意见表》均可按以下联系方

式，提交至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

1.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内蒙古金诚钛业有限公司年产 10 万吨高钛渣项目；陈总:

18947411888；1520136380@qq.com
2.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内蒙古凯越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杨工:15848370315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若您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有意见和建议，

请于本公示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即 2020 年 1 月 14 日 ~2
月 5 日）内，将《公众意见表》按本公告第四节说明的方式反馈
至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

内蒙古金诚钛业有限公司
2020年 1月 14日

内蒙古金诚钛业有限公司年产 10 万吨高钛渣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这几天，呼和浩特市和林格

尔经济开发区的人流车流明显增

多，全县３７家规模以上企业全

部复工。

在内蒙古桃李食品公司生产

线上，身着无菌工作服的工人娴

熟地把传送带上的面团码入模

具，经过醒发、烘焙等工序，新鲜

出炉的面包由物流车送至周边城

市商超。

“因疫情防控需要，还有 100

多名外地员工无法返岗，我们加

班加点，也有 20多种面包无法生

产，市场供应缺口近三成。”公司

生产厂长王亮说。

食品生产关乎百姓生活和健

康。和林格尔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主任闫智勇说，了解到该企业复

产用工短缺，相关部门及时协助

开展人员招聘、体检、健康证办

理及岗前培训等，“现有 160

多名本地应聘者符合条件，正

接受体检、办理健康证，近期将有

序补充到生产一线，帮助企业满

产运行。”

目前，和林格尔县连续生产

和复工企业从业人员近万人，在

岗约 7000人。针对用工缺口，当

地通过网络视频招聘会等形式，

联合人力资源、卫生健康等部门，

提高企业用工效率，为恢复正常

生产提供充足动力。

和林格尔县近年来已形成以

乳业、饮料、食品、电子科技为主

的特色产业板块，是内蒙古中西

部产业较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也

是自治区经济运行状况的一块晴

雨表。

“在做好疫情防控基础上，不

仅要帮企业复工复产，还要为他

们‘满负荷’安全有序运行做好保

障。”和林格尔县委书记张永文

说，全县坚持“一企一策”精准扶

持，实行县级领导、职能部门“一

对一”包联工作机制，及时掌握、

督促指导企业做好复工复产、疫

情防控、应急处置、安全生产

等工作，帮助企业解决医疗防

护物资、隔离场所、用工短缺

等困难及资金不足、原材料供应

紧张等问题。

为有效落实防控措施，保证

生产安全和产品质量，和林格尔

县要求复工企业严格实行工作地

管理，一些家在周边城市的员工

需要在本县居住。该县协调企业

集中的经济开发区学校、酒店等，

在做好防疫基础上，为企业员工

提供 200 多间隔离房间及居住场

所，并为企业员工提供生活必需

品等。

在蒙牛乳业和林格尔基地六

期工厂内，一台台机械臂将成箱

的牛奶码垛，工作人员在生产线

旁仔细查看机械运行状态。“根据

销售情况，厂里近期日均产量达

1000 吨左右，并逐渐向满负荷状

态恢复。”该厂负责人彭程说，政

府帮助协调解决 260 多名家在周

边城市员工的住宿问题，消除了

企业的后顾之忧。

多数企业表示对完成既定生

产目标很有信心。“绿色食品的市

场需求很旺盛，短期影响可能会

有行业洗牌，但不改变长期机遇，

今年公司将进一步扩大产能。”一

家企业负责人说。

“着力保障疫情防控关键期

企业满负荷生产，信息技术和大

数据也立了一功。”和林格尔县县

长陈利音说，全县利用近期研发

的企业服务智慧管理系统，可在

电脑上查看各企业、行业复工情

况，掌握返岗员工的来源地、身体

状况等信息，与各企业进行移动

视频连线，实时了解企业防控和

复产情况，搜集企业困难问题。

“通过智慧管理系统，政府及

时了解到我们复工需求，金融机

构也主动对接，使我们的生产快

马加鞭。”位于和林格尔县境内的

中粮可口可乐饮料（内蒙古）有限

公司工作人员纪真臻说。

据新华网

不仅复工，更要满产———
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复工复产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