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发生以来，巴彦淖尔市磴口县

公安局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不忘主

责主业，扫黑、除恶、治乱、打伞、强基“五

位一体”整体推进，坚决打赢疫情防控和

扫黑除恶两场战争。

县公安局出动 270 多名公安民警、

辅警，结合 480 多名网格员，一个民警捆

绑一个社区，在开展外来人员排查、卡点

检测、疫情防控的同时，加强扫黑除

恶宣传和对黑恶势力重点线索摸排，

走访入户排查 4.3 万户、11 万人，排

查出区外进入人员 2100 多人，区内市外

进入人员 2800 多人，其中高危重点人员

94 人，有力地维护了全县社会和谐稳

定。

据《内蒙古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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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志愿者在行动

本报讯 （记者 张鑫）3 月 25 日，内

蒙古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指挥部第 50次新闻发布会。内蒙

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金豹通报

了全区各行业复工复产总体情况并回答

记者提问。

内蒙古自治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

挥部于 3 月 15 日增设了推进复工复产

工作组，综合协调全区企业复工复产工

作。十多天来，工作组建立了横向至 21

个成员单位，纵向至 12个盟市的协调推

进体系，以政策研究为抓手，强化调度分

析，切实解决复工复产问题，实现了阶段

性工作目标。

目前，自治区文旅、商务、工信、市

场、交通、税务、环保、农牧、林草、体育等

10 个部门相继出台行业复工复产指导

意见，初步构建起了覆盖全行业的政策

体系。

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

金豹介绍，通过全区上下共同努力，各行

业开复工率提升显著。截至 3月 24 日，

工业方面，剔除季节性因素，农牧业龙头

企业实际开复工率达到 90.2%，恢复到

正常年份水平;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复

工率已超去年同期，扣除季节性因素达

到 95.8%。服务业方面，剔除校园便利

店、倒闭超市、受进出口限制无法开工百

货商店和季节性批发市场外，超市便利

店、综合超市、百货店、批发市场、社区菜

店，已全部复工。住宿业开复工率 71%，

较 3 月 15 日提高 38.6 个百分点; 餐饮

业开复工率 76.5%，较 3 月 15 日提高

51.8 个百分点。公共文化场所和旅游景

区由基本没有开业，到开复工率达

98.3%和 38.3%，扣除季节性因素，基本

实现了应复尽复。外商外贸方面，外商投

资企业和 100家重点外贸企业复工率达

到 100%。“一周内(至 3月 22日)全区复

工率大幅提升”目标如期实现。

王金豹表示，目前，内蒙古复工复产

工作进入加速期，各行业复工率实现较

大幅度增长，但仍存在一些“堵点”“断

点”“难点”问题。复工复产政策传导速度

偏慢，部分地区过度检查、过度防疫的现

象仍然存在，影响了市场主体的积极性;

受疫情影响企业，经营面临产业链、资

金、库存等各方面压力，部分企业复工后

面临亏损; 群众对疫情的恐慌还没有彻

底消除，消费端需求被限制。

王金豹称，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自治区全面复工复产进度，也是下

一步重点关注的问题，自治区将从以下

五个方面解决。组织各地区和行业主管

部门，加大国家、自治区复工复产政策措

施宣传力度，同时强化实地督导，确保政

策落地见效; 推动各地各部门积极作为，

凡是有利于复工复产的措施，直接在盟

市、旗县和主管部门层面研究出台，不需

要再报自治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审批，促

使所有行业尽快实现自行恢复营业;进

一步加大国家和自治区延期缴纳税款、

优化退税服务、降低社保费率、延期办理

社保业务、减免中小微企业房租成本等

措施的落实力度，加大信贷和金融支持

力度，完善融资担保体系;鼓励商超

经营者和电商平台开展促销活动，释

放压抑的消费热情。倡导领导干部带

头消费，提振市场信心。推动社会公

众正确使用口罩，呼吁社会适度松

绑，调整心态，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

秩序;重点围绕未复工企业，推动地方

开展精细化管理，实施“一企一策”帮扶，

切实解决企业复工复产的“痛点堵点”，

确保 3 月底实现全部市场主体应复尽

复。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立

春已过，春耕在即。及早谋划、

提前部署，确保不误农时。3

月 25日，内蒙古自治区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

布消息称，内蒙古自治区农牧

厅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的前

提下，不误农时抢抓春备耕生

产，协调解决农牧业生产面临

的困难问题，加快推动复工复

产，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提供有力支撑。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二

级巡视员王雨锋介绍，2月上

中旬，先后印发《关于不误农

时抓好春耕备耕的通知》《安

全有序推进备春耕生产 8 条

措施》，召开全区视频会议对

春备耕进行调度部署和专门

安排，强化农资准备，指导春

播生产有序进行。截至 3 月

24 日，全区化肥存储量 126

万吨、农膜 7.5 万吨、农药

5128.2 吨、玉米种子 9.7 万

吨，分别达总需求的 79.9%、

83.9%、93%、88.3%，主要农资

储备比例接近去年同期。农资

调运有序，货源充足、渠道畅

通，完全可以满足春季农业生

产需要。同时，切实抓好农机

设备准备，积极引导经营主体

通过微信、视频直播等形式指

导农户维修机械，截至 3 月

24 日，全区可投入春耕生产

的拖拉机近 96万台、配套农

机具 146 万台，检修农机具

112 万台、检修率 69.2%，已

超过去年同期水平，去冬今春

培训农机手 15600 人，与去

年同期基本持平，满足春耕作

业需求。

加强土壤墒情监测，农区

一、二类土壤墒情接近七成，

好于历年同期，有利于春播生

产。河套灌区小麦播种已接近

尾声，西部其他地区小麦近期

也陆续开播，截至 3 月 24

日，全区农作物播种面积 126

万亩，同比多 36万亩,小麦已

播 120.7 万亩。预计全区农作

物总播和粮播面积稳定，可达

到 1.3 亿亩和 1亿亩以上。

王雨锋表示，在积极推动

农牧业企业尽快复工复产方

面，协调解决企业困难，落实

处室一对一、点对点联系重点

企业制度，完善“厅长、处长直

通车”制度，开通 24小时服务

热线电话 0471-6652110，切

实做到马上办、亲自办，协调

解决了 400 多件次运输受

阻、饲草料调运、政策咨询等

问题，畅通产品运输畅通，解

决了企业难题;协调解决资金

问题，向农业农村部、国家发

改委等部门推荐并有 25家农

牧业企业列入国家疫情防控

重点保障企业名单，有 16家

企业共获得贷款 18.9 亿元;

强化措施保障，简化审批手

续、优化办事流程，为企业复

工复产提供优质高效的审批

服务，指导各盟市加快企业复

工复产。截至 3 月 24 日，全

区农牧企业复工进展总体顺

利，已达到常年同期水平。全

区盟市级以上农牧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 2087 家，已复工企

业 1708 家，扣除季节性生产

企业 194 家，复工率达到

90.2%，已达到正常年份同期

复工水平。常年生产屠宰企业

285 家，已复工 230 家，复工

率 81%，接近去年同期水平;

常年生产饲料企业 200 家，

已复工 194 家，开工率 97%，

已达到去年同期水平。农牧业

企业复工复产取得阶段性成

效，基本做到了应复尽复。

下一步，内蒙古自治区农

牧厅将全力抓好春耕备耕，精

准有序推动复工复产，做到疫

情防控和农村牧区经济社会

发展“两手抓”“两不误”。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自新

冠肺炎疫情蔓延以来，呼和浩特市各级

各部门迅速行动，广大防疫一线工作人

员不顾个人安危，冲锋在前，坚定守护

人民群众的平安和健康。他们不畏寒

冷、不分昼夜值守在小区门前，为全市

人民筑起安全屏障。庚子年的冬天特别

寒冷，一线防控人员披着棉衣、支着帐

篷、吃着泡面、戴着坚持了好几天的口

罩，还在尽心尽力地为大家测体温做登

记。

一项温暖的倡议
2020 年 2 月 18 日，自治区纪委监

委青年干部齐宇和区直机关青联委员、

自治区统计局青年干部关鹭联合牵头，

以个人的名义发起献爱心活动，向亲朋

好友倡议给坚守在一线的抗疫人员送

去爱心盒饭，以表达对值守人员诚挚的

感激之情。

一个规范的组织
一群素不相识的普通人，组织是临

时成立，“青城一员”的名字是一时兴

起，一切并非刻意安排，只因爱心而汇

聚，因公益而携手。内蒙古广播电视大

学青年干部尹飞疫情期间自愿到卡口

值夜班，加入青城一员后负责社区调

研、对接食堂，调度车队等工作，他的身

影忙碌而充实，口罩背后的笑脸疲惫而

坚毅；“做爱心志愿者能让人快乐、自

信，认识更多优秀的人，不断的修炼灵

魂，让它更有力量。”负责账务处理的新

城区纪委干部，也是目前区内唯一一位

纪检监察学博士赵雪动情的说，她负责

严控收支，公布账目，确保所有的善款

全部用在爱心盒饭上；“虽素未谋

面，但经常被志愿者们感动，很受

教。那些经典的、智慧的、正能量的

语言值得记录。”内蒙古统计局干部

杨晓楠负责每天在爱心群里公布送

餐和盒饭情况，让大家看到爱心活动的

进展，看到每一份爱心落到实处，并收

集素材制作抗疫志愿活动视频或文案，

积极传播正能量，虽然有孕在身仍坚持

送餐。

一群有爱心的人
倡议发出后，大家积极响应，群策

群力，纷纷以个人的名义号召身边的亲

朋好友共同为疫情防控出一份力，尽一

份心，仅用一天时间就组成了一百多人

的志愿者团队，大家纷纷慷慨解囊，踊

跃捐款。“青城一员将是我们永远的骄

傲，德不孤，必有邻，莫愁前路无知己。”

爱心志愿者姚春利不仅慷慨解囊，还经

常用诗情传递温暖的心意；爱心车队成

员安治军多次到社区送饭，有一次送到

后发现筷子不够，自掏腰包去超市买足

了筷子，还再三叮嘱要开水烫了再用；爱

心车队女车手凯瑞多次送餐却不愿透露

真实姓名……在这次献爱心志愿活动

中，我们看到了点滴爱心汇聚的温暖，感

受到了携手前行的力量。

一支有序的志愿者队伍
从策划组织到发起募捐，从协调食

堂到实地踩点，从派送盒饭到公示款项，

“青城一员”重视每一个环节的合规合

法，并确保每一笔善款用在实处。为使财

务公开透明，专人专号收款，做到按日结

算，每天公布送餐社区、数量、款项等明

细；为使流程标准可信，各社区提前一天

上报订餐计划，接餐后及时反馈用餐照

片，专人收集、整理成文案每天发布；为

解决社区分布散、交通不便等问题成立

爱心车队，专人管理，统一安排，科学规

划路线并要求无接触送餐，确保在第一

时间将热乎的饭菜送到一线值守人员手

中；为保障爱心捐款有序进行，收入支出

合法合规，特别邀请自治区公安厅网监

支队和律师事务所的志愿者们进行实时

监督。这样严格的组织纪律和规范的活

动流程得到了志愿者们的充分肯定。

一场美丽的邂逅
在“青城一员”成立之初，收到了一

份特殊求助—蓝哈达爱心公益协会，他

们向自治区青联发出求助信息，希望爱

心人士帮助解决志愿者餐食。经过实地

核实了解，这个公益组织主要是为没有

物业的老旧小区进行免费消杀，自身募

捐的钱已全部用于购买消杀用品，没有

资金再购买志愿者餐食。“青城一员”发

出了“都是做好事，不如作个伴”的号召，

群内爱心人士均表态由““青城一员”帮

助他们解决吃饭问题。

截至 3 月 17 日晚 9 点，“青城一

员”根据疫情进展，先后发起两次捐款，

共募得捐款 58290.3 元，共为阿拉善北

路、新华园、滨河路、春雨、大台什路、竹

园、草原、大召、怡水园 9 个社区的一线

防控人员和蓝哈达爱心公益志愿者提供

免费午餐 1631 份，晚餐 1284 份，总计

2915 份爱心盒饭，口罩 500 个，共帮助

3419 人次。

执勤的帐篷前党旗飘扬，人民战争

要依靠人民来打。疫情无情人有情，“青

城一员”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守土有责，

守土尽责”的使命和担当，这里每一位成

员都是普通人，都是自发自愿的，都尽己

所能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胜利就在前方，

让我们凝聚抗疫爱心，携手益路前行！

小楠

巴彦淖尔市磴口县防疫扫黑两手抓

携手“益”路前行 凝聚抗疫爱心

打通“堵点”补上“断点”
内蒙古为复工复产按下快进键!

精准有序!
内蒙古春耕防疫不误时

复工复产稳中进

3 月 21 日，内蒙古自治

区金融监管局和呼和浩特市

政府共同组织召开金融支持

呼和浩特市复工复产座谈会。

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张佰成参加会议并讲话。自治

区金融监管局局长姜华、人民

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行长

肖龙沧、自治区银保监局局长

王文刚围绕政金企合力推动

首府企业复工复产等提出具

体意见和建议。建设银行内蒙

古区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张连

钢参加会议并作交流发言。

张连钢行长介绍了建设

银行内蒙古区分行在全市的

机构人员、业务经营和支持疫

情防控、复工复产情况，并强

调，建设银行内蒙古区分行将

在信贷、财务、人力等多方面

给予区分行营业部更多资源

倾斜和保障，更好地服务首府

实体经济和社会发展。通过加

快绿色金融发展、加大信贷投

放、聚力新金融行动、化解地

方政府债务等方式，助力提升

首府“首位度”，为全市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会上，其他 5家金融机构

（国家开发银行内蒙古分行、

农业银行内蒙古分行、光大银

行呼和浩特分行、内蒙古银

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内

蒙古分公司）代表也结合各自

实际，就如何参与和推动呼和

浩特市发展作了交流发言。

通讯员 薛伟

建设银行内蒙古区分行党委书记张连钢参加
金融支持呼和浩特市复工复产座谈会并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