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张鑫 通讯员 阿拉腾塔娜）近日，内蒙古

世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与平安财险包头中心支公司签订

了 4 项专利保险，保额高达 200 万元，内蒙古自治区第一

单企业专利保险在包头市落地生效。这是继我区“专利保险

个人第一单”“商标保险第一单”后签订的“首个企业专利保

险”，标志着我区知识产权保险工作已全面展开，对提升我

区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专利保险是知识产权保险的一种，具有经济补

偿和风险防范的双重功能。能帮助企业显著降低知识产权

维权成本，提升知识产权风险防范能力水平，有效维护市场

公平竞争秩序，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重要环节。在保险期

间，一旦企业投保专利遭遇侵权行为，保险公司将按照合同

约定对投保企业在专利维权过程中支出的调查费用、法律

费用以及对侵权产生的直接经济损失等进行赔偿，保障权

利人的各项权益。

内蒙古世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是

一家专业服务于电解铝行业并以节能降耗为目标，集产品

研发、生产、销售和维修服务为一体的科技型企业，目前拥

有授权专利 8项，其中，发明专利 2项、实用新型专利 6

项。随着专利技术的实施和成果转化，企业的效益稳步增

长，专利被侵权风险也与日俱增。为此，该公司在包头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大力帮扶下积极投保，为企业

的核心专利购买了专利保险，降低了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

知识产权风险。

2020 年，为加强对企业创新成果的保护力度，提升我

区企业知识产权保护能力水平，降低企业知识产权维权成

本和侵权损失，发挥保险的风险保障功能，自治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积极创新工作模式，以“政府引导、市

场运作、自愿参保”为原则，通过“知识产权保险 + 复工复

产保险”联合推动形式，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知识产权保险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工作并取得良好成效。通过区、市、县三

级市场监管部门的大力推进，区内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

识和风险防控能力水平都得到有效提高，为我区企业高质

量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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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鑫

她正值青春韶华，受过高等教育;她

甘愿放弃热闹现代的城市回到偏远落

后的乡野;她有才华、有志气，用心血和

汗水书写着别样青春；她就是兴安盟科

右前旗科尔沁镇乡土人才孵化中心主

任———齐晓景。

农业发展最重要的是人，是紧跟时

代的人，是不断成长的“农民”。齐晓景

便是其中一人。多年前，齐晓景回乡创

业，成为科右前旗展翼种植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现在她又多了一个头衔———科

右前旗科尔沁镇乡土人才孵化中心主

任。

对于这个头衔，齐晓景非常兴奋。

她告诉记者，以前做农业总是“单打独

斗”，势单力薄，现在有了“娘家”，可以

将像她一样的新农人组织聚合起来，让

大家“抱团取暖”，齐头并进。

齐晓景的微信名叫“新农人”，其

实，新农人这个词从概念上说已不新鲜

了，早在 2013 年就已被提出，但 7年

来，它的外延被不断延展。这个群体构

建了人和土地之间的新型关系，他们是

农民的新群体、农业的新业态、农村的

新细胞。

那么当 50多名新农人抱团，又碰

撞出了怎样的“火花”呢?今天，记者带

你走进科右前旗科尔沁镇乡土人才

孵化中心，一起分享齐晓景的脱贫致富

曲……

逆行还乡
做农民致富“领路人”
齐晓景是蒙古族人，1984 年，她出

生在科右前旗巴拉格歹乡中安村。2004

年，齐晓景考取了内蒙古科技大学。

2009 年，大学毕业后，齐晓景参加

了内蒙古自治区大学生村官选聘考试，

考取了科尔沁镇大学生村官。她的这个

决定，让家里“炸开了锅”。包括父母在

内的所有亲戚都反对，他们觉得做农民

是没文化的人才会做的事，辛辛苦苦读

了这么多书，不应该回到村里延续祖祖

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

她听了，并不往心里去。对她来说，

能回到农村这片广阔的土地上，接下来

就靠一个字：干!她不断告诉自己，“你们

否定我的现在，我主导我的未来。”

面对新岗位，齐晓景充满斗志。对

于离开农村 4 年的她来说，村庄已经变

得很陌生了。她从最基础的了解村民家

庭情况入手，在远峰村 500 多户村民的

家中，她留下太多足迹。当时，齐晓景骑

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走村串户，整天一

身尘土。

4年的村官生活结束了，齐晓景走

上了自己的创业路。当村官让她学到了

很多，也充分认识到，农村是创业的好

去处;同时，她认识到，资金问题并非创

业路上的最大难题，保持良好的心态才

是最重要的。

“回农村一样能实现自我价值。”这

么多年，齐晓景做到了，她的名字在科

尔沁镇家喻户晓。每年开春，附近的人

都赶着来问：“晓景，你说今年我们种啥

好?” 下转 4 版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6 月 1 日上

午，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召开招商引资

优惠政策兑现大会，集中向清华同方、

东方国信、兴业银行等 6 家入驻企业发

放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奖补资金，共计

2085.3 万元。

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内

蒙古和林格尔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

会主任罗青介绍，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

成立以来，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水平建

设、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体制机制优

势，全力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

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新区建设从

零开始、快速起步、全面推进，“多规合

一”空间规划体系基本确立，起步区城

市建设框架全面拉开，战略性新兴产业

快速集聚，改革创新动力和开放发展活

力持续增强，新区开发建设迈入了加快

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2019年，新区核

心区（云谷片区 51 平方公里范围内）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 51.1 亿元，同比增长

76%；实现税收收入 5.2 亿元，同比增长

82.9%；新增市场主体 323 家，同比增长

54%。2017 年 -2019 年，新区核心区

（云谷片区 51 平方公里范围内）固定资

产投资年均增速 187.7%；税收收入年均

增速 117.4%；市场主体年均增速

102.6%。新区成立以来，以建设自治区

营商环境最优、行政效率最高的新样板

为己任，先后制定出台了《内蒙古和林

格尔新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试行）》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金融小镇优惠政

策（试行）》等一系列惠企政策，以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导向，从人

才待遇、土地和办公用房（厂房）保障、

企业上市融资、研发创新等多个方面对

入驻企业予以奖补。

截至目前，新区已为 13家入驻企业

兑现运营补贴、厂房租金补贴、开办补

贴、建设补贴、企业高管人才奖励、毕业

生补贴等各类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奖补

资金 9622.3 万元。

罗青表示，政策千万好，兑现才真

好。和林格尔新区将一如既往地把政策

兑现落地作为打造最优营商环境的首

要任务抓实抓好，努力打造自治区最优

的投资“洼地”、政策“高地”和发展“宝

地”。希望企业家们永葆创业激情，激发

前进动力，既要抓住机遇、扎根新区，持

续做大做强；又要心系新区、牵线搭桥，

介绍带动更多优质企业落户新区，加快

产业链条培育，实现共赢发展。

此次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兑现大会，

既是和林格尔新区贯彻落实中央、自治

区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

作的重要举措，也是新区高度重视优

化营商环境的最好体现。和林格尔新区

积极兑现承诺，“真金白银”兑现政策，

打通了政策兑现的“最后一公里”，彰显

了新区“有诺必践、践诺必果”的坚定决

心，传递了新区敬商重商亲商的鲜明态

度。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浪潮集团有限

公司、北京博奥晶典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旷视

科技有限公司等近三十家企业代表现

场参加活动。

本报讯（记者 赵永光）为进一步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保障工作，近日，自治区财政厅、民政厅联合印发通知，下

达 2020年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第二批）14亿

元，由各地统筹用于城乡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

助、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

保障等支出。

通知要求，各地财政、民政部门要高度重视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救助补助资金下拨工作，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同时，为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此次一并下达深度贫困地区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各地

要在分配补助资金时继续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在正常测

算的基础上，将“增加安排深度贫困地区补助资金”单独测

算并下达，不得减少正常测算应分配给深度贫困地区的补

助资金。

通知要求，各地要做好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孤儿、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价格临时补贴发放工作。2020 年 3-6 月，

“阶段性扩大价格补贴联动机制保障范围”，并“以现行联动

机制测算的补贴标准为基础，阶段性提高每月价格临时补

贴标准 1倍”。目前，中央财政已对我区价格临时补贴阶段

性提标扩面的增支部分进行补助，并随同困难群众救助补

助资金一并下达。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发放奖补资金 2085.3 万元

保额 200 万元，内蒙古
“首个企业专利保险”诞生 !

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我区加快村级光伏扶贫电

站信息监测工作进度，截至 4 月 28日，全区 430 座村级电

站全部完成信息监测数据接入工作，接入率为 100%。

据了解，我区 430 座村级电站共计接入逆变器 7582

个、设备平均发电能力 109.8%，现已全面进入收益期。

2020 年第一季度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为 405 小时，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通过信息监测运行数据的接入，可实现对光

伏扶贫电站建设、运营、维护等方面的监测和管理，全面掌

握电站运行及发电收益情况，为各级能源和扶贫部门提供

光伏扶贫工作管理服务和技术支撑，提高光伏扶贫工作的

信息化管理水平。2016年，我区光伏扶贫工作启动，现已全

部建成并网 164.7 万千瓦。目前，31 座集中电站和 430 座

村级电站全部纳入国家财政可再生能源补贴目录范围，涉

及 11个盟市 43 个贫困旗县，可带动 2187 个贫困嘎查村

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并持续收益 20 年。据《内蒙古日报》

自治区下达 2020 年
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

补助资金（第二批）14 亿元

我区光伏扶贫村级电站进入收益期

齐晓景：
“新农人”的别样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