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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各类企业全力以“复”空中开学礼 开启新学期 家乡味道助战抗疫一线

为贯彻落实自治区政府《关于支持

防控疫情重点保障企业和受疫情影响

生产经营困难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政策

措施的通知》，促进我区疫情防控物资

企业生产，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自治区工信厅牵头，会同发改、财政、卫

健、审计、市场监管、药监各部门联合出

台 10 项政策措施，对全区疫情防控重

要医用物资生产企业、医用物资所需的

重要原辅料生产企业给予支持。这些政

策从 1月 25 日自治区启动重大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起执行，疫情结束

后自行取消。

一、支持企业实施技术改造、扩产

增供，自治区重点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按

技术改造固定资产投资额（含设备购置

费）的 30%，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给予补贴。

二、根据企业对全区疫情防控医用

物资的实际贡献，自治区重点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给予一次性奖励，单个企业奖

励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

三、自治区重点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安排 5000 万元中小企业“助保贷”资

金，专项支持企业融资担保，降低企业

融资成本。

四、积极争取进入国家疫情防控重

点保障企业范围，帮助落实国家专项再

贷款和贴息支持。对未进入国家疫情防

控重点保障企业范围的紧缺医用物资

生产企业（指区内生产医用口罩、医用

防护服、医用隔离衣等医用物资的企

业，下同），自治区重点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对其 2020 年新增贷款，按照实际获

得贷款利率的 50%给予贴息，贴息期限

原则上不超过 1年。

五、自治区重点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对紧缺医用物资生产企业实际支付职

工工资的 20%按月给予补助，单个企业

每月补助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降低企

业用工成本。

六、自治区重点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对紧缺医用物资生产企业原料购进、产

品外运交通运输费的 30%按月给予补

助，单个企业每月补助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降低企业物流成本。

七、疫情期间对企业多生产的疫情

防控所需的医用物资，按照国家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工信部印发《发挥政府储

备作用支持应对疫情紧缺物资增产增

供的通知》（发改运行〔2020〕184 号）确

定的《政府兜底采购收储的产品目录

（第一批）》，由政府进行采购收储。疫情

结束后，鼓励各级政府择优将部分企业

纳入医用物资采购收储范围。

八、对新落地疫情防控紧缺物资生

产项目，经同级卫生健康部门认定，全

面推行“承诺制”“代办制”，可按照规定

后补手续。

九、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使用财政

性资金采购疫情防控相关货物、工程和

服务的，可不执行政府采购法规定的方

式和程序，采购进口物资无需审批。

十、继续开展“一对一”帮扶“点对

点”服务企业行动，及时协调解决疫情

防控医用物资生产企业原料供应、物资

运输、用工等问题，确保企业稳定生产。

国家已出台的财政、金融、税收等

支持政策和自治区已出台的支持企业

发展其他方面政策一并遵照执行。
据《内蒙古日报》

自治区7部门联合推出 10项政策措施
支持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

本报讯（记者 张鑫）3 月 2 日，内

蒙古自治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

挥部召开第 32 场新闻发布会。自治区

教育厅副厅长窦贵君、自治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副巡视员刘浩生、自治区

教育厅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副主任张培

文、自治区教育厅就业指导中心主任王

俊威围绕疫情当下教育和高校毕业生

就业方面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线上“开课”小学不超过 2小时

初中高中不超过 3小时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窦贵

君介绍，3 月 2 日，内蒙古全区中小学

校通过网络、电视等方式，开展线上教

育教学。内蒙古大中小学、幼儿园春季

学期延迟开学，开学时间不早于 3 月

15 日。延迟开学期间，学生不返校，校

外培训机构不得开展线下教学培训。

内蒙古已整合各类线上资源，主要

利用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中国

教育电视台、内蒙古教育云平台等推送

优质教育教学资源，供各地学校自主选

择。窦贵君表示，针对高三和初三年级，

内蒙古已通过有线电视网络向学生提

供直播课程和优质资源，以专题辅导为

主。重点做好学生线上复习迎考工作。

在高等教育方面，内蒙古各高校利

用教育部提供的 37 个在线学习平台，

挖掘在线优质课程资源，备选在线课程

近 30000 门，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线

上教学。

心理疏导减压力 多方位拓展就业渠道

2020 年，内蒙古需要就业的应往

届高校毕业生总量达 17.1 万人，比去

年增加近 9000人，创历史新高。

内蒙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

巡视员刘浩生介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内蒙古高校毕业生就业面临的挑战

叠加。建议用人单位和各类企业积极承

担起促进就业的社会责任，及时发布

企业用工信息，精简招聘流程，组织网

上招聘、视频面试，在线培训。 截至 2

月 28 日，全区共举办 82 场线上招聘

会，参与线上招聘用人单位 6742 个，提

供就业岗位 141543 个; 全面组织线上

职业培训。目前，已组织高校毕业生参

加网上创业培训 2090 人。

抗疫求职“两不误”

线上就业服务不断线

内蒙古教育厅就业指导中心主任

王俊威表示，目前已启动应急机制，加

强校园管控，确保抗疫就业“两不误”;

提升服务水平，优化就业服务，确保手

续办理“不间断”;推进线上服务，开

展网络招聘，确保校园招聘“不停

歇”;加强教育引导，投放精品课程，

确保网络教育“不停学”; 强化就业能

力，举办网络竞赛，确保就业指导“不断

线”。

自治区教育厅将针对就业困难的

毕业生，特别是高校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毕业生，加强就业帮扶。各高校将成

立“帮扶工作组”，细化帮扶措施，责

任到人，实行分类帮扶和“一人一

策”，为每人提供三个以上就业岗位

信息，有针对性地开展就业专项辅导和

就业岗位精准推送，并优先向用人单位

推荐。

特别策划———战“疫”保供促“六稳”系列报道
详见 4版

近日，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农

牧业局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和种子管理站工作人员在旺苗农

业有限责任公司检查地膜、种子等

春耕农用物资。

时下正是春耕备耕期，连日

来，该县农牧业局工作人员到各农

资经营店进行全面检查，确保春耕

农资供应。据农情调度分析，今年

该县预计农作物总播面积约 95 万

亩，与上年基本持平。大面积春播

在 4 月下旬开始，6 月初结束，目

前，农资已储备量保持在总需求量

的 75%左右（储备量呈逐日上升态

势），农资价格基本与去年持平。
马斌 摄

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

区把“菜篮子”稳产保供作为疫情防控的重要内容来抓，千

方百计保障“菜篮子”产品供应。当前，全区“菜篮子”市场供

应充足，价格基本稳定。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区加大对“菜篮子”产品生

产、需求、供应、价格情况调度，开展“菜篮子”产品生产保供

日调度，积极协调产区和销区构建稳定的对接关系，确保

“菜篮子”产品供应稳定，产业发展健康有序。当前，全区有

30 万亩设施大棚蔬菜，近 2 个月产量达 46 万吨，还有 20

万吨马铃薯可做蔬菜供应市场。除赤峰市外，其他盟市主要

靠外地调入，各地进货渠道畅通，市场供应充足。

全区各地农牧部门切实做好生产技术指导和服务，指

导各地全力抓好越冬生产的 30万亩设施大棚蔬菜生产，适

当增加叶菜和速生蔬菜生产，保障蔬菜稳定供应。各地全力

抓好春季畜牧业生产，抓好接羔保育，及时做好畜禽补栏，

统筹抓好肉蛋奶产品生产供应。

为进一步抓好“菜篮子”产品生产保供，自治区农牧厅

积极采取措施，确保“菜篮子”产品产得出、运得走、供得上。

自治区农牧厅联合交通运输厅、公安厅出台《关于确保“菜

篮子”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正常流通秩序的紧急通知》，对

鲜活农畜产品、生产资料运输车辆实行“绿色通道”政策，保

障农畜产品和农牧业生产资料调运畅通。据《内蒙古日报》

疫情当下，线上教育、
毕业生就业这样安排

呼和浩特：

农资检查备春耕

我区多措并举
托稳百姓“菜篮子”

内蒙古连续 12 日
无新增确诊病例、疑似病例

特别报道 TEBIEBAODAO 特别报道 TEBIEBAODAO

本报讯 2020 年 3 月 1日 7时至 2日 7时，内蒙古自

治区报告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无新

增出院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新增出院 2例，1例重症病例转

为普通病例。

疑似病例新增出院 2例为呼伦贝尔莫力达瓦旗 1例、

通辽市的霍林郭勒市 1例；包头市土右旗 1例重症病例转

为普通病例。

截至 3月 2日 7时，内蒙古自治区累计报告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 75 例，现存确诊病例 24 例，确诊病例出院 51

例，疑似病例出院 8例，重症病例 1例，危重病例 3例。

其中，现存确诊病例 24 例为：

1.锡林郭勒盟 6例（锡林浩特市 2例、多伦县 4例）；

2.包头市 5例（土默特右旗 4例、昆都仑区 1例）；

3.通辽市的霍林郭勒市 4例；

4.呼和浩特市 3 例(玉泉区 2 例、赛罕区 1例)；

5.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旗 2例；

6.巴彦淖尔市临河区 1例；

7.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 1例；

8.乌兰察布市化德县 1例；

9.赤峰市翁牛特旗 1例。

确诊病例出院 51例为：

1.鄂尔多斯市 10例（东胜区 1例、鄂托克前旗 1例、达

拉特旗 8例）；

2.赤峰市 8 例（松山区 2 例、元宝山区 2 例、红山区 1

例、林西县 1例、翁牛特旗 2例）；

3.巴彦淖尔市 7 例（乌拉特中旗 4 例、五原县 2例、临

河区 1例）；

4.包头市 6 例（昆都仑区 2 例、东河区 1 例、土右旗 3

例）；

5.呼伦贝尔市 5 例（满洲里市 1 例、牙克石市 1例、莫

力达瓦旗 3例）；

6.呼和浩特市 4 例（新城区 2 例、玉泉区 1例、回民区

1例）；

7. 锡林郭勒盟 3 例（锡林浩特市 2例、二连浩特市 1

例）；

8.通辽市 3例（经济开发区 1例、霍林郭勒市 2例）；

9.乌海市海勃湾区 2例；

10.乌兰察布市 2例（四子王旗 1例、化德县 1例）；

11.兴安盟乌兰浩特市 1例。

疑似病例出院 8例（呼和浩特市回民区 1例，锡林郭勒

盟多伦县 1例，通辽市的霍林郭勒市 1 例、库伦旗 1例，呼

伦贝尔市莫力达瓦旗 3例、海拉尔区 1例）。

重症病例 1例（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旗 1例），危重病

例 3 例（包头市昆都仑区 1例，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 1

例，巴彦淖尔市临河区 1例）。

疑似病例 2例（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旗 1例、包头市土

默特右旗 1例），均在定点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尚在接

受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150 人。当日解除医学观察 11

人。

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我区疫情防控工作，各项工

作正在按照国家疫情防控工作的统一部署，紧张有序地推

进落实中。 皇利华（内蒙古卫健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