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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鑫）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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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次新闻发布。内蒙古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高世勤通报

了全区复工复产情况，自治区交通厅

副厅长云雯婧、自治区能源局副局长

蒋兰梅、内蒙古税务局副局长刘长在、

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副行长师

立强就社会和媒体关注的问题回答了

记者提问。

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高世勤介绍，提振消费集中行动，全区

11 个盟市制定“消费券”发放方案，总

额 1.3 亿元。累计核销 6292.8 万元，带

动市场消费 3.8 亿元。集中发放工会

“会员券”8217.1 万元。开展“内蒙古

人游内蒙古”活动，发布春夏季旅

游线路 56 条，鼓励公职人员带头

消费。筹办内蒙古品牌形象宣介活

动;企业库存消纳集中行动。上线

运行 “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供

需服务平台”，实现规上工业企业

快速注册 + 供需信息发布功能。运

用税收大数据帮助原材料短缺企业

匹配供应商户，助力产业链协同复工，

开展食品产业链强化、煤炭稳量稳价

和外贸企业转型发展等活动; 推进重

大项目开复工集中行动，全区 10 亿元

以上项目已开复工 389 个，占计划开

工总数的 71.5%，完成投资 241 亿元;

精准提供金融服务集中行动，全区银

行业金融机构已向各类开复工企业增

贷 30329 笔，金额 936.57 亿元;续贷

2110 笔，金额 463.52 亿元;展期 424

笔，金额 60.78 亿元。

同时，政策“红利”及时足额兑现，

组织编制《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政

策汇编》，梳理“高含金量”政策 112

条，通过各类媒体推送到企业。目前，

已兑现政策 148.15 亿元，减免税费

27.2 亿元;降低企业成本 49.09 亿元;

投入财政补贴 3.16 亿元;提供贷款资

金 68.7 亿元。

高世勤表示，进入 4月，扣除季节

性和长期不开工企业，全区农牧业龙

头企业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复工率

超 99%，连续保持稳定。住宿业复工

率 95.7%，受满洲里市疫情防控影

响，较 3 月末下降 0.5 个百分点。

餐饮业开复工率 96.1%，较 3 月末

提高 3.8 个百分点。旅游景区、星级旅

游饭店、公共文化场所复工率达到

69.3%、86%和 99.4%，分别较 3 月底

提高 9 个百分点、4.9 个百分点和 0.1

个百分点。

在各项稳增长、促消费政策的有

力带动下，各行业经营呈回升势头，

1-4 月份，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降幅较一季度收窄 1.1 个百分点，其

中，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1.6%，重点企业生产基本恢复。1-4

月份，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降幅

较一季度收窄 3.8 个百分点，4月份全

区全社会用电量 307.7 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5.0%，比 3 月份同比增速高

3.8 个百分点。企业用电量、公路货运

量以及企业税务发票开票等指标持续

向好。

疫情发生以来，人民银行等金融

管理部门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

部署，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疫情

防控、复工复产、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

精准金融服务。

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副行

长师立强介绍，在金融支持政策措施

方面，向金融体系提供充足的流动性;

设立 3000 亿元防疫专项再贷款，对重

点抗击疫情的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

支持;增加再贷款再贴现额度 5000 亿

元，加大有序复工复产支持力度;增加

1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重点支持

地方法人银行加大对涉农、小微企业

和民营企业信贷投放力度; 支持金融

机构发行 3000亿元小微金融债券，引

导公司信用类债券净融资比上年多增

1 万亿元;引导利率下行，目前 1 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 3.85%，比

疫情前低 30个基点;鼓励金融机构积

极发展供应链金融，促进中小微企业

全年应收账款融资 8000亿元;对受疫

情影响比较大的中小微企业、民营企

业贷款给予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安

排，帮助这些企业保持现金流稳定，渡

过难关。

今年前 4个月，全区金融机构新

增贷款 555.1 亿元，同比多增 125.7 亿

元，新增额为近三年同期最好水平。师

立强表示，按照人民银行总行和自治

区党委政府工作部署，下一步将重点

做好稳企业保就业各项工作，落实好

逆周期调节政策要求，加大对实体经

济支持力度，特别是加大对重点行业

领域和重点群体的融资支持，支持稳

企业保就业; 加大创业担保贷款政策

推动力度，支持创业带动就业;加大对

农牧业的信贷投放，满足农村牧区市

场主体的合理融资需求，保证国家粮

食安全。

大数据说话 全区复工复产复销持续向好

本报讯（记者 张鑫）一条条五彩

斑斓的线绳，经过她的一双灵巧手，片

刻后就变成一个个好似有生命的活

物，像是在表达着万物的美好!今天，带

大家走近身边的手工绳结匠人———呼

和浩特市玉泉区大漠文创园结缘坊手

工绳结工作室创始人陈英，了解传统

手艺背后的匠心精神，让传统文化融

入现代生活。

记者了解到，绳结艺术起源于我

国古老的结绳记事。它以五彩丝线为

原材料，通过绾、结、穿、绕、缠、编、抽

等技法，编制成各种结式和艺术造型。

千百年来，绳结寄托了人们的各种美

好的愿望，人类的情感有多么丰富多

彩，“结”就有多么千姿百态。

如今，绳结艺术已经广泛应用在

了我们的生活中，像我们常见的旗袍

盘扣、耳环、挂饰、手链等，它的身影随

处可见。

看陈英编织是一种享受，只见她

巧手翻飞，绕、拉、打结，各色彩线和彩

绳层层编织在一起，显得格外轻巧灵

动。不长时间，一个个精致的挂饰、手

链、彩粽等跃然手中，让人不禁惊叹。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

对手工绳艺这一传统技艺了解不多。

近年来，陈英一面积极参加相关部门

组织的非遗大课堂、非遗研学等活动，

将中国传统绳编技艺传授给喜爱传统

文化的市民和学生; 一面结合现代人

的喜好，将古典与时尚融入作品中，让

绳艺工艺品既高雅气派，又充满传统

寓意和生活气息。

如此神秘古典的精致饰物，等你

来邂逅哦……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记者从内

蒙古自治区商务厅获悉，近日，呼和浩

特市人民政府出台了《呼和浩特市高

品位特色商业步行街建设的指导意

见》《呼和浩特市推动品牌连锁便

利店发展的指导意见》《呼和浩特

市促进夜间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

三个文件，深挖被疫情抑制的消费潜

力，加快推动内蒙古首府地区消费提

档升级。

记者了解到，呼和浩特市将打造

三条基础设施完备、业态结构完善、运

营管理规范、拉动消费明显、有较高知

名度和美誉度的特色商业步行街，培

育兼具鲜明地域特色、民族风情和一

定区域辐射力、行业影响力的高品位

特色商业步行街品牌。依托商业中心

区、旅游文化街区等重点区域，以各地

区为主体分别选定 1-2 个区域进行集

中打造，培育各具特色的夜间经济形

态、策划主题丰富的“夜青城”促消费

活动，结合区域特色打造一批地标性

消费功能区，营造开放、有序、活跃的

夜间经济发展环境，做到一年见成效、

两年成规模、三年树品牌。

通过支持连锁便利企业发展，优

化企业营商服务环境，到 2022 年全呼

市品牌连锁便利店数量突破 2000 家，

培育 3-5 家门店数量在 200 家以上

的品牌连锁便利企业，引进 1-2 家国

内知名品牌便利企业，实现高品质连

锁便利店城区范围全部社区和旗县主

要乡镇全覆盖。

在营商环境改观方面，高品位特

色商业步行街建设，突出市级支持引

导、城区组织实施、相关部门协同配

合，并通过规划引领、挖掘特色、提升

体验、健全服务、加大招商等九项任

务，挖掘街区历史文化内涵，支持首发

首店经济，打造地标性商旅消费品牌，

并通过组织特色推介营销活动，优化

营商服务环境，增强街区的特色吸引

力和品牌竞争力。促进夜间经济发展，

重点在推动“夜间活动审批”“夜间店

外营销”“延长夜间消费载体营业时

间”“开放景区夜间观光”“加密夜间交

通班次和延长运营时间”等方面进行

了突破，为夜间经济发展创造良好发

展环境。品牌连锁便利店发展，通过优

化企业营商环境，重点在推动“一照多

址登记”“搭载简餐制售”“放宽部分药

品经营限制”“搭载出版物及音像制品

经营”“统一牌匾标识品牌形象”“开展

便民促销活动”“配送车辆通行和停

靠”等方面进行了突破，进一步优化了

便利行业发展环境。

与此同时，呼和浩特市政府在加

大“放管服”改革力度和努力优化营商

环境的基础上，由市财政连续三年安

排专项资金支持高品位特色商业步行

街建设和品牌连锁便利行业发展。对

成功申报国家级、自治区级试点特色

商业街区分别奖励 300 万元、100 万

元;对国家级、自治区级试点步行街

给予建设规划经费补助，支持特色

商业步行街开展宣介、促销活动。

对在呼和浩特市拥有门店超过 30

家的品牌连锁便利企业，按照相关

标准和要求每新开一家直营、加盟

店分别一次性补助 2万元、1万元，对

新建或改造 5000 平米以上便利企业

配送中心的，按每年装修和购置硬件

设备投资额 20%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

进行补贴。鼓励各地区对夜间经济消

费功能区设施改造提升、服务功能完

善给予资金支持。引导市直相关部门

要用好各类产业发展资金和上级专项

资金，加大对夜间消费性服务业重点

领域、重大项目和重大活动的支持力

度。

“我们种植‘灯笼红’有七八十年

的历史了，老一辈人就留下籽种，一直

种到现在，其他地方种不出这个口味

来，所以咱们这个‘灯笼红’香瓜特别

有名。”近日，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胜

丰镇庙壕村种植户王永宝的温室里，

村主任张建军以“灯笼红”香瓜为重点

宣介对象，开启了直播带货模式，从香

瓜的种植历史、栽培技术、口感等说

起，让网友零距离感受绿色品质的魅

力。此外，温室小吊瓜、“红金玉”甜瓜、

黄柿子等本地特色农产品也一一亮

相，在 2小时的直播中，观看人数超过

5000 人，帮助贫困户卖出“灯笼红”香

瓜 300多斤。

这段时间，巴彦淖尔市的多名村

干部变身“带货主播”，通过抖音、快

手、淘宝等平台推介河套特色农产品，

让这些带着露珠和泥土芳香的优质农

产品乘“云”上“网”走进千家万户。

乌拉特后旗呼和温都尔镇大树湾

村党支部书记石永飞走进直播间，为

村里的绿色生态农村面粉卖力“打

call”。通过直播镜头带领大家走进大

树湾村沙盖耧面粉加工厂，在线展示

小麦的生长环境、加工环节，并现场制

作麻花、馒头等食物，赢得网友的点赞

下单。杭锦后旗陕坝镇春光村党支部

书记李荣利变身“带货一哥”，向网友

们介绍杭锦后旗的生态优势、农业特

色，直播间摆放的有机大白菜、西红

柿、红腌菜、辣椒酱等“土”味十足的特

色农产品火速圈粉。乌拉特中旗德岭

山镇四义堂村妇女主任白凤兰在直播

间里，为村里的韭菜花、馓子、秋葵茶、

糖玉米等农产品进行代言，并详细讲

解它们的特点以及营养价值，掀起了

一波又一波的购买高潮。

巴彦淖尔市的部分农牧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也纷纷携手“网红”，开启直

播带货模式，将各种特色农产品销售

到全国各地。5月 7日，内蒙古兆丰河

套面业有限公司联手“带货一哥”李佳

琦向全国网友推荐“天赋河套”兆丰有

机面粉，4小时售出 38000 袋，销售金

额近 100 万元。5 月 14 日，巴彦淖尔

市三胖蛋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三胖蛋

五香味南瓜子再次进入李佳琦直播

间，20秒 30万单瓜子瞬间抢空……

巴彦淖尔市是国家气象局认定的

“黄金农业种植带”，得天独厚的光热

水土条件造就了优越独特的农牧业资

源禀赋，使巴彦淖尔成为闻名遐迩的

“塞外粮仓”和“草原上的菜篮子”，成

为全国地级市中最大的有机奶、无毛

绒、脱水菜、向日葵生产加工基地，全

国第二大番茄种植与加工基地，全国

地级市中唯一能够四季均衡出栏的肉

羊养殖与加工基地。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以“天赋河

套”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为引领，全力

推进河套全域绿色有机高端农畜产品

生产加工输出基地建设，同时不断强

化“互联网 +”思维，推广“互联网＋农

产品＋冷链物流”的产业融合模式，通

过建设电子商务产业园区、第三方电

子商务平台，将河套优质绿色特色农

产品从田间地头直接送到城里人的餐

桌上。

目前，巴彦淖尔市建成 11.5 万平

方米“天赋河套”总部基地和 8.5 万平

方米云仓储物流进出港中心，建成 7

个电商产业园区，设立 2800多个农村

牧区电商服务网点，实现了行政村全

覆盖；建立了县（旗区）、乡（苏木镇）、

村（嘎查）三级物流配送体系；培育了

三胖蛋瓜子、旭一有机牛肉、金草胡

羊、加农炮玉米、胖农瓜子、先蛋先鸡、

黄金纬度等一系列互联网畅销品牌；

网销产品涵盖了粮油、乳肉绒、果蔬、

蒙（中）药材、籽类炒货、酿造加工等品

类。

据商务部门统计，2019 年，巴彦

淖尔市电商交易额完成 70亿元，同比

增长 30%，其中农村电商交易额所占

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河套绿色生态

农业开启了由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

化的新路径。 据《内蒙古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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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

野马图村特色种植大棚内，硕大

的樱桃挂满枝头，一排排罗马生

菜郁郁葱葱煞是喜人。野马图村

发展种植优质绿色特色农作物，

建造了拥有 400 座大棚的规模

采摘园，种植了罗马生菜及樱桃、

蟠桃、葡萄等生长周期短、市场需

求大的 30 多种优质绿色果蔬，

采摘占比达 80%，其余直供饭

店、菜市场、超市等，农产品出棚

就有市场。樱桃种植大户杨喜兔

家种植的 120 株樱桃，从 4 月底

开始采摘至今热度不减，仅樱桃

一项最少能挣 20 多万元。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新城区

依托“党组织 +”模式，鼓励村党

组书记带头成立特色产业种植合

作社，各村党组织按照“党建引

领、产业富民”思路，构建党组织

抓产业、村干部领产业、党员促产

业、农户有产业的新型农业产业

格局，带动各村镇因地制宜发展

特色优势产业，助推“一村一品”

产业竞相发展，成为农民持续增

收的新引擎。

由面铺窑村合作社牵头，为

种植农户签订种植合同，提供种

植技术指导、引进订购企业，以订

单农业的模式发展种植红辣椒，

打造红辣椒种植园，使其形成产

业链；大窑村合作社带领农户发

展金丝皇菊产业，辅以芍药、牡

丹、桃树，形成了“窑之鲜”品牌化

商业种销一体化模式；庄子村民

旺种植合作社规模化种植中药材

等，均带来可观收益。

据《内蒙古日报》

为切实保障贫困户精准脱

贫，昆区人民检察院脱贫攻坚工

作领导小组定期进村实地走访，

协调相关部门，采取多形式帮扶

困难户，解决生活实际问题，将精

准扶贫落到实处。

近日，昆区人民检察院党组

成员、副检察长祁志良，检委会专

职委员、驻卜尔汉图检察室主任

边一军及乌兰计三村相关人员一

行到结对帮扶的贫困户家中进行

入户走访。

通过实地走访了解到，困难

户闫二女因丈夫多年前去世，自

己独自带着儿女生活比较困难，

闫二女也因疾病在身不能务农，

家庭年收入不足五千元，目前居

住在“十个全覆盖”时期政府给盖

的福利瓦房。祁志良副检察长等

慰问人员为她送上米、面、油等慰

问品保障其基本生活，并详细了

解她存在的问题及困难，叮嘱保

重身体，在生活中遇到困难及时

和村委会联系，在党的帮助下，生

活一定会越来越好，早日脱贫奔

小康！

贫困户闫二女表示，感谢国

家扶贫的好政策，一直以来不

断地关爱着像他们这样的贫

困家庭，她对脱贫致富之路充

满信心。

脱贫攻坚和精准扶贫让不少

贫困群众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党和

国家扶贫政策带来的实惠，生产、

生活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在今后的精准扶贫工作中，昆

区人民检察院将继续跟进、落实

贫困家庭的生活情况，积极与村

委会建联建制，帮助群众增强自

身脱贫致富的能力。同时，要牢固

树立“扶贫先扶志”的思想攻坚，

引导贫困户转变观念、培养自主

意识，把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到位，

用真行动、真实效帮助贫困家庭

脱贫致富。

通讯员：于园 边一军

眼下正是农忙时节，在做好

新冠肺炎疫情、动物疫病“双防

控”的同时，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

河区旭光村养殖大户张权精心饲

喂生猪，准备迎接新的出栏旺季。

防疫消毒、投放饲料、清理圈

舍……张权通过采取严格防疫、

科学饲喂等措施提高养殖效益。

张权说：“我现在共养殖生猪

1400 头，主要做好疫病防控、圈

舍管理等工作，预计每头猪纯收

入可达 1000元以上。”

据张权介绍，他的养猪场占

地面积为 12 亩，将毛重 50 公斤

左右的生猪收购回来后进行集中

育肥。近期当地农牧部门已给

他申报规模化养猪场升级改

造项目，帮助他提高养殖规

模。张权说：“养殖场改造升级后，

生猪年出栏量可以由 2000 头提

高到 5000 头，经济效益还可以

增加。”

据了解，内蒙古自治区是全

国生猪产、销平衡区，今年以来已

投入近 20 亿元扶持生猪产业发

展，在保障自给的同时已向区外

调出生猪 116万头。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副厅长

刘永志告诉记者，内蒙古落实生

猪调出大县、生猪规模化养殖场、

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资

金 7.18 亿元，投入生猪养殖贷

款、贴息资金 12.75 亿元，农业信

贷担保公司累计为 180 户生猪

产业新型经营主体提供担保

5468 万元，承保能繁母猪、育肥

猪 325.9 万头，加快产业提质升

级。

内蒙古先后引进正大、新希

望等龙头企业 16 家，对自治区

级以上生猪养殖加工企业开展

“一对一”服务，生猪屠宰企业复

工率达 100%。内蒙古新增年出

栏万头猪场 87 个、新增年出栏

500 头以上规模猪场 185 个，预

计达产后可新增年出栏生猪 399

万头。

刘永志说，内蒙古统筹做好

非洲猪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等

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消除疫

情输入隐患。畅通生猪及其产品

流通渠道，开展跨省区跨盟市“点

对点”调运，落实整车合法运输仔

猪及冷冻猪肉的车辆免收车辆通

行费政策，缓解生猪销售流通压

力。

截至目前，内蒙古生猪存栏

467.1 万头，已恢复到 2017 年的

92.5%；能繁母猪存栏 58.6 万头，

已恢复到 2017 年的 98%。

临河区乌兰图克镇新乐村养

殖户王东说：“在国家政策扶持

下，我们在养殖场生物防控、自动

化饲喂等方面改造升级，逐步提

升生猪养殖水平和效益。”

来源：新华社

手工绳艺: 传承中创新 让艺术融入生活！

呼市出台“一揽子”政策力促消费提档升级

巴彦淖尔农产品乘“云”上“网”走四方
包头市昆区人民检察院

精准扶贫入户走访困难家庭

内蒙古投入近 20 亿元
扶持生猪产业发展

呼和浩特：“一村一品”富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