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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爱无疾”肿瘤救助项目
在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启动

陈晋：倾注心血和汗水
让陶卜齐更宜居

特别报道 TEBIEBAODAO 特别报道 TEBIEBAODAO

草原集市暨“布丝瑰”民族服饰
大赛作品直播电商节开幕啦！

本报讯（记者 张鑫）7 月 17 日，内

蒙古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 2020年上

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内蒙

古自治区统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

人夏荣华就 2020 年上半年全区经

济运行情况进行发布，并回答记者

提问。上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冲击，内蒙古经济交上了怎样

的答卷?

内蒙古统计局副局长夏荣华介绍，

2020 年上半年，内蒙古复工复产、复商

复市逐步接近或达到正常水平，与一季

度相比多项主要指标降幅进一步收窄，

经济企稳回升态势持续向好。根据地区

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内蒙古地区生

产总值为 7704.1 亿元，同比下降

3.8%。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366.0

亿元，同比下降 0.5%;第二产业增加值

为 3227.2 亿元，同比下降 1.8%;第三产

业增加值为 4110.9 亿元，同比下降

5.6%。

内蒙古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稳步增

长，截至目前，全区农作物播种面积达

到 13635 万亩，同比增长 1.7%，其中粮

食作物播种面积达到 10915 万亩，增长

2.4%;蔬菜及食用菌播种面积达到 216

万亩，增长 2.3%。禽蛋、牛奶产量增长，

生猪产能持续恢复。上半年，全区禽蛋

产量 27.9 万吨，同比增长 14.1%;牛奶

产量 210.6 万吨，增长 2.5%;截至 6 月

末，生猪存栏 521.6 万头，同比增长

1.0%;牛存栏 675.9 万头，增长 2.0%;

羊存栏 6694.6 万只，增长 1.6%。猪牛羊

禽肉产量 87.9 万吨。

六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速由降转增，

转型升级态势持续向好。上半年，内蒙

古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2.1%，降幅较一季度收窄 0.8 个百分

点。其中，6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0.9%，5 月份为同比下降

3.6%。

服务业回暖态势显现，邮政快递业

表现较为突出。上半年，全区第三产业

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53.4%。

市场消费持续提振，线上消费成为

新增长点。上半年，各地区各部门积极

落实促消费政策，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

能力，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

降 13.8%，降幅较一季度收窄 7.8 个百

分点。

投资降幅较一季度收窄，民生领域

投资保持增长。上半年，全区固定资产

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 22.3%，降幅

较一季度收窄 15.0 个百分点。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回落，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下降。上半年，全区居民消

费价格同比上涨 2.8%，涨幅较一季度

回落 0.9 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0 个百分点; 全区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同比下降 0.3%，降幅小于全国平均

水平 1.6 个百分点。

另外，内蒙古居民收入实现增长，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缩小。上

半年，内蒙古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14628 元，同比增长 0.5%，由降

转增。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20148 元，同比下降 0.7%;农村

牧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369 元，同

比增长 4.9% 。

夏荣华表示，从当前形势来看，全

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成效继续显现，生产需求持续改善，经

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

变。同时也要看到，国际疫情扩散蔓延

势头尚未得到有效遏制，不稳定不确定

性因素仍然较多，调结构、促转型压力

依然较大。下一步，全区在做好常态化

疫情防控前提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扎实做好“六

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坚决克

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确保完成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

任务。

内蒙古经济运行半年报出炉

盛夏的克什克腾旗，水草丰茂，鲜花遍野。虽受疫情影

响，但前来观光度假的游客仍络绎不绝。

“我在大蚂蚁旅游公司打工做接待，一个月工资 3000

多。”乌兰布统苏木元宝山嘎查贫困户 51 岁的女牧民李桂

枝高兴地说。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克什克腾旗委政府把“旅游富民”

与“精准扶贫”相结合，采取安置贫困户到景区就业、乡村旅

游产业引领、旅游资产收益分红等扶贫措施，将贫困户全部

融入旅游产业链条，投入旅游扶贫资金 1.2 亿元，投身旅游

业贫困户 29231 人，人均年增收 5000 元以上，实现 6200

余名贫困人口越线脱贫。

“每年旅游季一到，全嘎查 32 户贫困户，有 12 户到旅

游点给游客牵马，每个月净赚 6000元左右。”达来诺日镇达

里嘎查党支部书记巴达拉介绍说。

克旗鼓励贫困户参与餐饮、住宿、跑马场等旅游服务，

动员景区、宾馆、饭店等旅游企业吸纳贫困户从事服务，带

动贫困户脱贫致富。

同时，鼓励旅游企业结对帮扶贫困嘎查村、贫困户，采

取项目开发、输送客源、定点采购、技能培训等帮扶方式，建

立“旅游企业 +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并将 5个有条件的

贫困嘎查村列入旅行社线路，形成“政府主导、广泛参与、合力

攻坚”的旅游扶贫格局。2016 年以来，全旗各景区等累计为

609名贫困人口提供就业岗位，人均年增收 4000元以上。

立足富集旅游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打造旅游扶

贫重点村、特色小镇和特色街区，构建“脱贫攻坚打基础、夯

实基础抓旅游、发展旅游促脱贫”新模式，成功创建“全国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旗”；

福盛号、天合、布敦山、达根诺日 4 个嘎查村被国家旅

游局、发改委等七部委列为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

元宝山、小红山子、四义号、福盛号、关东车 5个嘎查村

被列为市级乡村旅游示范村；

2017 年以来，全旗打造优质农牧林家乐 40家，从事旅

游服务贫困户 900 余人，间接带动贫困户 720 人就业，年人

均增收 5000元以上。

与此同步，鼓励旅游重点地区，开展多彩的节庆活动。

使全旗 5个旅游产业合作社，通过华子鱼洄游、草原文化旅

游、冬季旅游等旅游活动，年接待游客 200 万人次，482 名

贫困户人均增收 6000元以上。

“我们夫妇俩把政府扶持给每人的 7000 元扶贫款，入

股到旗文化旅游公司，每年分红 1680元。”新开地乡双山子

村庞营子组贫困户 54岁的杨占兴说。

克旗在旅游扶贫工作中，紧紧围绕“旅游带扶贫、扶贫

促旅游”的思路，充分发挥旅游产业社会联动性高、带动系

数大、产业链条长的优势，实施“旅游产业 +贫困户 + 资产

收益”的旅游扶贫新模式。

2017 年以来，累计向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投入涉农涉牧资金 8744 万元，公司每年按 12%的比例分

红，既发展了旅游产业，实现了贫困户增收，又推动了脱贫

攻坚进程。项目实施以来，共发放旅游资产收益金 2401 万

元，惠及贫困户 26981 人次，年人均增收 800元以上。

扶贫路上不停歇。克旗着力推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创建工作，增强贫困人口直接从业和间接从业机会，拓宽贫

困人口增收渠道。加大扶持乡村旅游产业，逐步完善带贫减

贫机制，更好巩固旅游扶贫成效惠及民生。据《内蒙古日报》

2020 年 7 月 17 日，中国工商银行在北京发布“第一个

人金融银行战略”品牌体系。该品牌体系包括“贴心工行、极

智工行、无界工行、放心工行”四个方面，以“服务 +、智慧 +、

场景 +、安全 +”为核心表达，旨在进一步促进工行“第一个

人金融银行战略”实施，提升个人金融服务的品牌价值和客

户体验，让现代金融服务更好地走进百姓生活，助力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据悉，这是国内银行业首家推出的个

人金融银行品牌体系。

工行董事长陈四清在发布会上表示，工行打造“第一个

人金融银行”，是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

旨的具体行动；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助力现代化经济体系

建设，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适应性、竞争力和普惠性的战略

举措。

今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我国经

济展现了强大韧性和巨大回旋空间，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正在形成，内需作

为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持续提升。希望通过建设第一个

人金融银行，为拉动国内需求、服务新发展格局作出应有的

贡献。陈四清指出，“第一”，既包括经营规模第一，也包括经

营质态第一，结构、质量、风控最优；既包括服务品牌第一，

赢得客户、同业、监管和社会的高度认同，也包括价值创造

第一，营业贡献和协同效应持续提升。同时，也希望通过发

挥“机构 -公司 - 个人”（GBC）联动机制作用，通过线上线

下融合、境内境外融合，将个人金融的“第一”扩展为整个工

行金融服务生态的最优，实现客户在工行“一点接入、全生

态响应、全功能服务”。 下转 3版

好风景带来好“钱”景

工行发布个人金融银行品牌体系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OUXIANGWOMENDEXIAOKANGSHENGHUO JUEZHANJUESHENGTUOPINGONGJIANZ

本报讯（记者 赵永光）为改善

牧民生活，近年来，阿巴嘎旗立足实

际，带动广大牧民转变和更新观念，

积极探索出一条具有草原特色的多

元化、现代化畜牧业发展之路，有力

促进了农牧民增收致富，切实提高了

当地牧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一个马奶产业带来的绿色收益

“以前只能将马奶放在商铺里

卖，但由于马奶保存时间短，销量并

不好。谁能想到有一天家门口有了收

马奶的企业，而且马奶还能做成酸奶

片、酸奶粉、化妆品。”巴特尔的脸

庞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他说这

对于牧民来说就是现代化了，现

在钱包越来越鼓，牧区的生活也越来

越便利了。

下午六点，巴特尔和往常一样穿

着淡蓝色的蒙古袍，开着面包车出发

了，他要将新鲜的马奶送到内蒙古伊

澌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巴特尔家里每天马奶产量在

140～150斤，最愁的就是没有销路，

马奶坏在家里。现在有了企业，马奶

的销路一下就打开了。像这样的马奶

加工企业在阿巴嘎旗还有三家。

企业不仅给牧民带来了先进的

科学技术，还教会了牧民保鲜马奶的

方法，为牧民提供了销售渠道。巴特

尔说：“我们每两个小时挤一次奶，当

天就会送过来，最晚第二天也一定送

来了，因为怕错过马奶最好的发酵时

间。现在的马奶必须达到国家食品的

相关规定和企业的生产标准。”

据该公司负责人介绍，现在都是

手把手的教牧民保鲜技术，在挤奶的

时候增加冰袋给马奶降温或 20 分钟

内把挤好的马奶进行冷藏。从马奶运

输到企业内部都会有专业的检验员

进行称重、取样、pH 值检测、温度检

测、水温检测等一系列工作，合格的

马奶才会被企业购买并进行后期加

工生产。

7 年来，内蒙古伊澌格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和牧民建立了良好的合作

关系，牧民依靠马奶增加了收入，以

前 8 元每斤的马奶，现在可以卖到

12～15 元每斤。

智能化为畜牧业发展注入新动力

盛夏时节，我们采访组来到阿巴

嘎乌冉克羊基地，看到该牧场上的乌

冉克羊都佩戴着智慧项圈，但却不见

牧民的踪影，牧民去哪了呢？

谁能想象，以前牧民放牧时，只

能骑马或者摩托车来检查牛群或羊

群的健康状态以及放牧情况，早出晚

归一刻不得闲。而如今，牧民便实现

了远程放牧、实时定位、体重监测、健

康管理、繁殖管理等智慧信息化管

理。通过智慧信息化管理不仅节省了

人力、降低了成本，而且也提高了质

量和安全。在当今物联网的高速发展

下，现代化畜牧业发展的路子是越走

越宽，智能、高效的养殖方式带动了

当地畜牧业的高效增收。

现代化养殖让阿巴嘎旗的畜牧业发

展越来越好

阿巴嘎旗伊和高勒苏木宝力根

敖包嘎查牧民赞登娜玛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我们现在的生活很

幸福，就拿我们家来说，我家有 2

辆运输物资用的大汽车、2 辆家

用小轿车，住上了拥有液晶电

视、沙发、茶几和网络等和楼房

一样功能的新房子，平均年纯收入

达到 30 万元左右，日子越过越好

了。我们实行的是“嘎查集体经济 +

合作社 + 牧户”发展模式，相信在这

样的模式下我们牧民的钱袋子会越

来越鼓。

走进阿巴嘎旗别力古台镇阿拉

腾杭盖嘎查，绿油油的美丽景象让

人耳目一新。牧民丹迪嘎满意地指

着蔬菜棚说：我们现在不用出去买

菜了，自给自足，黄瓜、西红柿、豆

角、草莓、玉米、南瓜、小白菜等蔬菜

我们自己就能种植。接着指着一片

长得郁郁葱葱的草场介绍说，这是

我购买了草种种下的苜蓿等几种优

质牧草，长势很好，这也减轻了我们

冬季饲草料储备和冬春牧场的压

力，又保护了草原的生态环境。在该

牧民家的周围我们还看到了几座蒙

古包，据介绍是专门接待游客用的，

每年也能收入好几万。牧民通过这种

“自给自足＋旅游”的模式勤劳致富，

生活是越来越好。

多年来，在党和国家各项惠民政

策的沐浴下，阿巴嘎旗政府带领全旗

牧民埋头苦干、奋发进取，引导牧

民调整养殖结构，不断增强牧民

增收致富的内生动力，持续推动

畜牧业由传统迈向现代化发展，

牧民们团结一心共奔致富路的热

情和干劲在阿巴嘎旗草原上激情挥

洒，牧民收入逐年提升，幸福指数显

著提高。

现代畜牧业让牧民生活越来越有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