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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HIZHENGZHAOXI JUEZHANJUESHENGTUOPINGONGJIAN

3 月 4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

府发布公告，宣布乌兰察布市 7 个国

家级贫困旗县退出贫困旗县序列。至

此，乌兰察布市所有贫困旗县全部脱

贫“摘帽”。如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仍

然处于关键阶段，但疫情挡不住春回

大地的脚步。伴着和煦的春风，乌兰察

布大地又是一派生机盎然：你看，黄旗

海畔，蔬果大棚发货忙，防疫扶贫两不

误；你看，火山脚下，农副产品畅销大

江南北；你再看，岱海湖滨，为扶贫献

出宝贵生命的驻村第一书记刘涛的感

人事迹广为传颂；还有那辉腾梁上，退

役军人任烨带领群众打响致富脱贫攻

坚战的壮志豪情……

点滴践行，聚沙成塔；涓涓细流，

汇河成海! 回望乌兰察布市走过的脱

贫攻坚之路，正可谓踏石留印、抓铁有

痕……

近年来，乌兰察布市委、政府深入

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

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全

面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始

终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任务

和第一民生工程，全市脱贫攻坚取得

了突破性进展。2019 年，全市完成脱

贫 3.65 万人，贫困发生率由年初的

1.8%下降到 0.12%。

擂鼓发令 聚八方之力攻坚
两年前，乌兰察布市化德县白音

特拉乡白音特拉村的集体经济账面还

是零，中编办委派的第一书记王华引

领群众苦干实干蹚出一条脱贫路，如

今已带动本乡及周边 5 个乡镇 40 多

人就业，人均月收入达 1500元。而在

乌兰察布市卓资县，自治区派驻卓资

县脱贫攻坚工作总队，足迹遍布全

县 110 个涉贫行政村和社区，既

是严格的“指导员”，又是出色的

“战斗员”，倾情助力全县脱贫摘

帽和县域经济发展……

发挥各方所能，凝聚各方合力，是

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的坚强保证。

2019 年以来，乌兰察布市狠抓责任落

实，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锤炼“四个意

识”的大熔炉、转变工作作风的突破

口、检验干部能力的新标杆、推进发展

的好机遇，凝聚起脱贫攻坚的澎湃合

力。

一年来，脱贫攻坚责任体系持续

巩固。市委书记杜学军带头开展遍访

苏木乡镇、贫困村、贫困户工作。通过

以上率下、常抓严管，推动形成全市

“四级书记抓扶贫”的良好局面。四级

书记遍访行动积极开展，横向到边、纵

向到底的责任体系全面覆盖、坚如磐

石。截至目前，市委书记已遍访全市

92 个苏木乡镇，旗县市区委书记遍访

了 750个贫困嘎查村。苏木乡镇党委

书记和嘎查村党组织书记遍访了全部

建档立卡贫困户。

一年来，脱贫攻坚尽锐出战、一以

贯之。结合机构改革，乌兰察布市及时

调整充实和加强市脱贫攻坚领导小

组，全面构建分工明确、职责清晰、各

负其责、合力攻坚的脱贫攻坚领导体

系和责任机制。市县两级抽调 365名

政治素质好、工作能力强、熟悉农村牧

区工作的干部，组建了 92 个派驻苏

木乡镇督导组，层层压紧压实攻坚责

任。通过进一步做好驻村工作队精准

选派“回头看”、干部队伍培训和帮扶

责任人履职监督管理等工作，进一步

强化了驻村工作队的管理。

一年来，脱贫攻坚合力不断凝聚。

京蒙两地认真落实《全面深化京蒙扶

贫协作三年行动框架协议》，全年投入

京蒙扶贫协作资金 43255 万元，实施

京蒙项目 177 个，带动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 4.65 万人。此外，产业合作扎实，

劳务协作多点发力，人才交流双向开

展，结对帮扶点多面广，两地扶贫协作

实现了力度增强、规模拓展、质量跃

升。在持续深化京蒙扶贫协作同时，乌

兰察布市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助力脱贫

攻坚，中直机关和自治区厅局定点帮

扶成效显著，“万企帮万村”和“中国社

会扶贫网”带动面广，各族各界万众一

心，凝聚起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

排兵布阵开增收新路脱贫
2019 年 6 月 29 日，首批 30 万

只“金鸡宝宝”如期进入金鸡产业园

区，标志着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德青源

金鸡产业扶贫项目正式投产运营。该

项目为卓资县引入先进经营理念和科

学管理模式，加快富民产业培育，发展

壮大熏鸡产业，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硬仗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路径。

德青源只是乌兰察布市先后引进

的 17个重点企业之一。去年，全市不

断加大龙头企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

主体培育力度，实施龙头企业减贫带

贫工程，通过订单合同、服务协作、就

业带动、资产收益等模式带动贫困户

持续增收。

乌兰察布市依托资源优势，注重

做大做强地区主导产业。通过种植马

铃薯、冷凉蔬菜、燕麦杂粮杂豆，养殖

肉羊、肉牛、生猪等优势主导产业和特

色产业，实现覆盖贫困户 9.66 万户

（次），287 家龙头企业、合作社与 5.87

万贫困户建立了利益联结机制，10.68

万贫困人口在“菜单式”扶贫项目中受

益。依托光能优势，“十三五”建设的第

一批、第二批共 170 个村级光伏扶贫

电站已全部全容量并网发电，关联贫

困村 556个。2019 年，全市 6个集中

式光伏扶贫电站信息全部录入系统，

5883 户建档立卡无劳动能力和残疾

人贫困户从中受益。

乌兰察布市还大力推进电商扶

贫，2019年 1—11月份全市电商网络

零售额达 13 亿元，带动贫困户 1.14

万户，全年户均增收 2184 元。此外，

金融扶贫、旅游扶贫、就业扶贫、消费

扶贫、生态扶贫等工程百花齐放、硕果

累累，成为乌兰察布市脱贫致富的新

路径。

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务实的乌

兰察布市人正在逐步将电商扶贫、光

伏扶贫、旅游扶贫等精准扶贫“大概

念”，通过一份份农产品、一块块光伏

板、一处处小景点落实到一个个扶贫

的“小项目”上，变成贫困户看得见摸

得着的“银行卡”，极大地提升了贫困

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攻坚克难用实际行动惠民
家住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卯都乡二

道渠村的韩玉宝多年前在外打工，

2011 年由于年龄大且身体患病丧失

劳动力，便选择回家乡居住生活。因房

屋年久失修，导致部分坍塌，被识别为

贫困户，在村委会的帮助下，他很快就

住上了新建的砖瓦房。回忆起入住新

房的情形时，韩玉宝激动地说：“冬天

家里热乎乎的，再也不受冷不受冻

了。”危房改造政策，让外出务工的农

民实现了从“忧居”到“优居”。

贫有千种，困有百样。“两不愁三

保障”如何落实到位？深度贫困难题怎

样攻破？聚焦难点、重点，乌兰察布市

落细攻坚点位、集中优势兵力，全面打

响攻坚战。

———打响危房改造攻坚战。组织

开展了住房安全保障问题大排查“百

人行动”，逐乡逐村摸底全市危改存

量，确保危房改造政策落实到位，全年

2.1 万户危改任务已全部完工。同时，

全面建立市、县、乡三级监管制度，严

把工程质量关，兴和县危土房改造受

到国务院办公厅通报表扬。在易地搬

迁方面，乌兰察布市进一步加强项目

的监督管理，在确保质量、群众满意度

的情况下，加快工程项目和配套设施

建设进度，同时把后续帮扶作为易地

搬迁的重点任务与搬迁安置同步落

实、一体推进，进一步摸清底数，分类

施策，确保贫困户搬迁后实现稳定脱

贫。截至目前，全市“十三五”期间易地

扶贫搬迁工程建设任务已全部完成。

———打响饮水安全攻坚战。围绕

水质、水量、用水方便程度、供水保证

率 4个方面开展摸底排查，制定改造

计划，逐村逐户落实饮水安全巩固提

升工程和饮水型氟超标防治工程项

目。2019年内实施了 217 个村的饮水

安全工程、1156 个村的饮水安全维修

改造工程、880个村的水质提升工程，

目前已全部完工。同时，按照“水质检

测全覆盖”的原则，完成了 7219 个自

然村水质检测工作，困难群众饮水安

全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打响义务教育保障攻坚战。

全面落实国家和自治区教育资助扶贫

政策，确保补贴资金及时足额到位，并

建立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义务阶段子女

控辍保学动态监测机制，确保每个适

龄儿童、少年接受完整、公平、有质量

的义务教育。

———打响基本医疗保障攻坚战。

严格落实分级诊疗制度，充分发挥不

同级别医疗机构在分工协作机制中的

作用，全市各级医疗机构全面实行先

诊疗、后付费、住院免押金和“一站式”

结算方式，开通重特大疾病就医绿色

通道，着力减轻贫困人口就医负担。目

前，全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了基

本医疗、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保障范围

的全覆盖。

如今，一系列看得见、摸得着、可

持续的扶贫成效日渐凸显，村子里道

路畅通了、房子结实了、贫困户有技术

了、产业多了、腰包鼓了……惠民政策

精准拉一把，扶贫干部使劲推一把，贫

困户全力以赴干一把，乌兰察布市正

向全面消除绝对贫困发起最强总攻。

3月 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发出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最新号令，这声号令,激励着

乌兰察布市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信心、

顽强奋斗，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

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昂

扬的斗志，锲而不舍、久久为功，坚决

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确保全面小康

路上不落一户、不少一人！

据《内蒙古日报》

“老哥，防疫知识一定要牢记于

心，防控意识千万不能松懈，咱们家

今年产业打算好了吗？有什么困难尽

管跟我们说。”兴安盟扎赉特旗巴彦

乌兰苏木额尔吐嘎查第一书记佟潮

洛蒙一边询问一边将手中疫情防控

和畜牧防疫宣传单递给了陈香。

陈香是 2018 年脱贫的贫困户，

当年家里仅有 50 亩山地，但是年年

歉收，夫妻两人供养两个孩子，还要

照顾年迈体弱的老父亲，也没有其他

的收入来源，家里的日子一年不如一

年。自 2016 年识别成建档立卡贫困

户以来，逐年落实到户产业，日子一

年比一年好了。陈香每次见到佟书记

都说：“党的好政策让我们一家看到

了生活的曙光，孩子上学不愁，老人

看病也不愁了，我们家从原来的茅草

房住进了宽敞的砖瓦房，产业扶持的

羊也发展到 40多只了，去年我们家

光是养羊的收入就两万多，以前想都

不敢想啊，今年开春又接了 30 个羊

羔，今年的收入肯定比去年还要好，

这都是你们给我们带来的希望啊！”

说着说着陈香眼睛泛红，激动和感谢

的心情溢于言表。

佟潮洛蒙一边高兴的和陈香说

着话一边指着他家的羊羔说：“虽然

今年的收入可以预期，但是也要时刻

注意，现正值春季，是牲畜防疫的关

键期，可不能马虎大意啊，一会儿我

让防疫员和产业指导员过来，让他们

给你看看，有啥不懂的让他们好好指

导指导，一定把产业管理好发展好，

这样你家的日子才能一年比一年

好。”

就这样，佟潮洛蒙在疫情防控期

间坚持抗“疫”扶贫两手抓，在疫情防

控宣传的同时对额尔图嘎查 108 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走访一遍，查看扶贫

产业发展情况的同时对今年春耕生

产、牲畜防疫及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

难都一一调查登记，回到村里与队员

们坐在一起逐户研究解决，针对农畜

产品的销路、牲畜草料的调配，生活

必需品的采购等工作都落实到人，确

保辖区内群众在疫情防控期间生产

生活不受影响。 田华

日前，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

陕坝镇春光村 560 亩“私人订

制”小麦开耧播种。

这批小麦是由“全球巴盟人

微社群”成员在“塞客人”新零售

平台订制的。3月 20日前下单，

每亩地出资 2345 元，9 月 20 日

后即可收到产自河套平原的麦

芯高筋粉、通用全能粉(农家面)、

中筋面点粉(原味小麦粉)、膳食

全麦粉共 192 公斤。有 60 多个

农户参与此项生产活动，农民每

亩可收益 1500 元。承头公司内

蒙古塞北粮仓作为“塞客人”新

零售平台的授权单位，负责对春

光村定制基地进行全程统一种

植和管理、监制。

这种订制活动在河套平原

已非首次。去年年初，“全球巴盟

人微社群”就尝试了“百人百亩

小麦”和“百人百羊”订制活动，

并于 7 月 12 日举行了盛大的

“万人开镰节”，取得了成功经

验。今年根据去年的效果和微社

群成员的需求，实施了放大性

2020 年“我在河套有亩田”“我

在草原有只羊”的“千人千亩”

“千人千羊”直供订制活动。

记者咨询了一位微社群成

员，每亩地出资 2345 元，最终收

获 192 公斤面粉，是否价有所

值？他说，这个价格是通过精确

计算产生的，需要计算籽种、有

机肥、浇水、病虫害防治、土壤改

良、农机、运输、加工、包装、管理

等费用，订制标准为原产地、原

生态、无添加、无差价、人工锄草

不用农药的高端优质产品。所以

由于质量要求高，产量自然就达

不到普通小麦最高亩产 400 公

斤的产量，通常年份这种优质小

麦亩产在 200公斤左右。因此生

产成本高、产量低，以“优价”倒

逼、确保产品优质。

这些订制购买者多为河套

平原走出去的全国、全球的巴彦

淖尔人，家乡人自知家乡的产品

好，也自知家乡种植优质小麦的

成本账，“识货”“自信”，因此就

有了“私人订制”的想法，同时也

有助力家乡“天赋河套”品牌被

世人所知、“大行其道”的意愿。

村民李志义告诉记者，

“2020 年的这个项目是在统一

安排、统一种植、统一收割、统一

收购的密闭循环情况下进行的，

农民只负责浇水、锄草等日常田

间管理，优质有保障，销路有合

同，供求双方都受益，农民种植

这种订单小麦可以避免市场价

格波动和出现‘卖难’的风险。”

在巴彦淖尔市，当地人深知

本地的绿色农产品质优价廉的

底细，所以便“近水楼台先得

月”，纷纷捷足先登，“私人订制”

早已兴起，形式多样。有“家庭成

员订制”“城乡组团订制”“前店

后园订制”“社会公开订制”等形

式，不一而足。

在去年冬天开往北京的列

车上，五原县一位农民告诉记

者，此去看望儿子，带了 20 公斤

猪肉。家有 3孩，全已成家。每年

都要给在城里居住的子女和亲

戚家计划、安排粮食、肉食供应，

养 3 头猪、15 只羊，种 15 亩小

麦。亲人们都喜欢家乡食材，认

为可溯源，吃起来安全、放心、有

味道。此类按亲缘关系直供、计

划种植的方法就是所谓的“家庭

成员订制”，货币结算方式不祥，

但河套地区确实有大规模的“农

村直供城市亲戚”的传统习惯做

法。

“我参加了临河区的一个

‘农村猪肉订购微信群’，群成员

有 200 来人，群主父母家负责喂

养农村猪，成熟一个屠宰一个，

然后屠宰前在微信群里预约登

记用户、数量、分解品类，随后进

城分发送达。”群主赵老师给我

介绍了他们群的购销情况，这是

一种单品“城乡组团订制”的方

式，是以群主的社会信用为纽带

集约供求双方信息进行全年订

购、计划生产、锁定服务目标的

松散合作形式。

在“北纬 42°公社”这个企

业，记者又看到了另外一种模

式，业主在临河市区开设了拥有

自有招牌的高档果蔬店，然后在

乡下种植温室大棚。平时店内以

销售来自世界各地的名牌水果

为主，待到自有产品西红柿、特

种西瓜成熟时，再将自家产品成

列店内专柜、专牌销售。用店面

的信用带动园区产品的信用，用

园区新鲜瓜菜的品质衬托店面

经营外来果类的品质，这就是

“前店后园式销售订制”。

记者在一份媒体资料上看

到，乌拉特前旗莫尼泉农场，开

展了“社会公开订制”。订制内容

有菜地、果树、瓜果蔬菜及野菜、

肉和鱼类、蛋类等 80 余种产品。

菜地和果树按照订制方意愿实

行托管与自管相结合，专业技术

指导，种植品种由订制方确定且

产品全部归定制方所有，可自己

对外销售也可委托代理销售；果

蔬成熟开园或动物可以出栏季

节，小程序会提示游客采摘、收

获或委托代办，如需配送按物流

平价收费。用户也可直接订制产

品，蔬菜全年 24 份，每份 15 斤，

果实类和绿叶类各占 50%。大田

蔬菜半年 12份(5 至 11 月)，订制

价格 1180 元；温室蔬菜半年 12

份(11 月至次年 5 月)，订制价格

1880元。此外，海红果、沙果、夜

梨、杏、红枣等订制均可入园体

验、旅游式采摘。

盘点巴彦淖尔市的农产品

“私人订制”，有高端、有低端，有

工业品、有农产品，有网络购买

也有现场交易，有产品订购也有

文化旅游体验，虽然订购模式仍

然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提高，但是

可以看出，农民积极性很高。

遍地开花的呈现格局，既体

现着农民对巴彦淖尔市委、政府

创建“天赋河套”农产品公用品

牌号召的响应行动，同时也展现

了农民渴望致富、奔小康的梦想

动力和探索精神！

据内蒙古新闻网

据呼和浩特市商务局消息，

截至目前，呼和浩特市经营面积

一万平方米以上的 21 家大型商

场中已恢复营业 20 家，复工率

95%。

商务部门还大力引导大型

商场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落实减

免租金、物业费等政策。其中，维

多利、万达广场、振华广场、王府

井奥莱、国贸等企业累计为商户

减免各项费用超 2 亿元，缓解了

中小商户经营困难。

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商贸

流通企业生产经营秩序正在陆

续恢复。

目前，全市有 18333 家餐饮

服务提供者，经市场监管部门备

案恢复营业的有 5730 家，占总

数的 31.09%；全市有家政服务

企业 450 家，恢复营业的有 72

家，复工率 16%；全市 231 家加

油站全部正常营业。

美通、东瓦窑、万惠、双树、

保全庄 5 家大型农批市场全部

恢复营业，65 家 600 平方米以

上的便民农贸菜市场 57 家正常

营业，营业率 87.6%；60 家综合

超市全部在营业；863 家超市便

利企业门店有 842 家在营业，营

业率 97.6%。

全市 105 家外商投资企业

中 82 家开复工，开复工率

78.1%；年贸易额 800 万元以上

的 85 家外贸企业中 81 家复工，

复工率 95.3%。

下一步，呼和浩特市商务部

门将尽快落实各级支持商贸企

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及时传达和

落实各级扶持政策措施，指导商

务领域企业用足用好各项扶持

政策；继续加大服务和指导力

度，及时协调解决企业复工及复

工后面临的困难，在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的前提下，推动商务领域

企业尽快有序恢复经营。

据新华网

响鼓重槌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乌兰察布：

春耕生产有难题“第一书记”来帮忙 呼和浩特市 20 家商场复业
为商户减免费用 2亿元

河套平原
掀起农产品“私人订制”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