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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决胜脱贫攻坚JUEZHANJUESHENGTUOPINGONGJIAN

本报讯（记者 张鑫）记者从自治

区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发布会上了解

到，“十三五”以来，内蒙古自治区能源

局全力做好现代能源经济这篇文章，

坚持保障供应、绿色发展、深化改革、

拓展合作、普惠民生，努力克服新冠疫

情带来的严重冲击，发布了全国首支

现代能源经济发展指数，成立了内蒙

古现代能源经济研究院，开展能源数

字化转型、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

建设、智能电网、储能、核能等一系列

规划和政策研究，为更好服务现代能

源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智力支撑。

为巩固提升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

资源基地的地位，内蒙古先后升级煤

炭供应保障，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煤炭总产能 13.4 亿吨、占全国的

1/4，千万吨级煤矿产能超 40%，单矿

平均产能达 260 万吨，为全国平均水

平 3倍，建成了全国重要的煤炭供应

保障基地。电力总装机达到 1.45 亿千

瓦、居全国第一，建成 5 条特高压、11

条超高压电力外送通道，输电能力达

7000 万千瓦，位居全国第一，成为全

国最大电力保障基地。原油和天然气

产量稳定在 100 万吨、250 亿立方米

以上，建成煤制油、煤制气产能 124

万吨、17.3 亿立方米，油气保障能力

进一步增强。 我区推进能源结构调

整，把发展壮大新能源作为做好现代

能源经济的重中之重，新能源发展步

入“快车道”。全球规模最大单一陆上

风电基地等一批标志性新能源工程落

地，新能源装机达 5000 万千瓦，我区

超 1/3 的电力装机和 1/5 的全社会用

电量来自新能源，成为全国最大新能

源基地。新能源年发电量达 900亿千

瓦时，与等量火电相比，减排总量相当

于造林 18 万公顷。此外，在“十三

五”期间，我区推进生产布局优化，自

然保护区内煤矿全部关闭，草原核心

区煤矿、风电、光伏到期退出;按照限

制东部、优化西部布局新建煤矿，草原

上坚决不再新上煤矿项目;风电、光伏

电站布局在沙漠、采煤沉陷区、露天矿

排土场、沿边地区。推进能源生态治

理，建成生态光伏装机超过 300 万千

瓦，治理沙漠、矿区面积超过 20 万

亩，库布齐成为全国最大光伏治沙基

地，库布齐沙漠光伏为国际社会治理

环境生态贡献了中国经验。加大能源

新兴产业培育，依托能源基地优势，推

进新型材料和装备制造产业发展，单

晶硅产能达 50 吉瓦，多晶硅产能达 8

万吨，均占全球 1/3 以上，建成全球最

大的单晶硅、多晶硅生产基地。值得

一提的是，“十三五”以来，我区提升用

电服务水平，实施新一轮农网改造升

级、偏远农牧户用电升级、边防部队通

电、抵边村寨农网建设，新建和改造线

路超过 2000 公里，实现从“用上电”

向“用好电”的转变。推进清洁取暖工

程，坚持宜电则电、宜气则气、宜煤则

煤分类推进，清洁取暖率超过 60%，

更好保障人民群众温暖过冬。实施光

伏扶贫工程，建成并网光伏扶贫电站

165.5 万千瓦，15.3 万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2335 个建档立卡贫困嘎查村将

从中持续受益。

“十四五”时期，内蒙古将以“四个

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为引

领，实现建成国家现代能源经济示范

区“一个目标”，推进绿色、数字、创新

“三个转型”，打造风能、光伏、氢能、储

能“四大产业集群”，实施新能源倍增、

灵活电网、控煤减碳、源网荷储、再电

气化、绿氢经济、数字转型、惠民提升、

科技赋能、区域合作“十大工程”，全力

做好现代能源经济这篇文章，到 2025

年基本建成国家现代能源经济示范区。

近年来，乌海市坚持把发展壮

大村集体经济作为决战脱贫攻坚、

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结合实

际因村施策，大力实施村集体经济

“清零递增”专项行动，通过“一村

一品”“一村一业”的产业发展模

式，进一步在村集体经济产业支

撑、品牌培育上下功夫，带动农区

居民增收致富。

寒冬时节，记者再次走进海南

区曙光村亚葳高效农业示范园，一

栋栋“冬暖式”大棚整齐排列，大棚

里是新鲜绿色的有机蔬菜，灌溉、

施肥等现代化农业示范园设施

一应俱全，工人们正忙着采摘，

现场一派忙碌的景象。随着部

分大棚的投入使用，园区产出的西

红柿、辣椒、黄瓜等蔬菜已走向市

民餐桌。

亚葳高效农业示范园于今年 4

月份开工建设，9月份开始种植，产

业核心区域占地约 840 亩，拟建

“冬暖式”大棚 120 余栋。目前，示

范园已建成大棚 104 栋，其中 13

栋大棚已种植蔬菜，有黄瓜、西红

柿、茄子、尖椒等，每天的产菜量可

达 1500多公斤。示范园的投入使

用，不仅为曙光村村集体经济的发

展注入了“强心剂”，也为乌海市乃

至周边地区居民的“菜篮子”增添

了更多绿色蔬菜，带动了周边农区

居民就业。

“我们还要种一些叶类蔬菜，

丰富百姓菜篮子。今年，冬天种植

的油菜、韭菜、芹菜、小白菜，明年 2

月左右就可上市。年底之前，30栋

大棚全部完成种植，届时每天出产

蔬菜 1万多公斤。”亚葳农牧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付岗说，

“亚葳高效农业示范园引进的都是

智能化技术，大棚智能放风、智能

控温、智能施肥，这里光照时间长，

昼夜温差大，蔬菜品质好。我们以

后的运营模式是线上 + 线下打造

自己的品牌，将来园区全部建成

后，将会带动更多的农户就业，收

入更加稳定。”

依托亚葳高效农业示范园的

带动作用，海南区拉僧庙镇将大力

发展高效设施农业，拓宽农区居民

的致富渠道，带动当地经济健康、

平稳发展。

海南区拉僧庙镇副镇长王海

军说：“自从引进亚葳农牧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村民每天按时按点

来打工，收入明显增加。”

曙光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

任王胜勇介绍：“亚葳高效农业示

范园一年能产生 20 多万元的集

体效应，最主要一点是能带动

村民增收。示范园全部建成后，

村民不仅可以实现就业，还可以

承包温室。”

因村施策，找准发展路径。多

年来，乌海市因地制宜探索出村集

体经济发展的新路径———建立“一

村一品一特色”模式，以发展集体

经济为出发点，把居民增收作为根

本目的，坚持“宜农则农，宜工则

工，宜商则商”的原则，不断提高村

集体经济增长点。

位于黄河岸边的海勃湾区王

元地村地势平整、土壤肥沃，小麦

种植是村里的主导产业。2018 年

初，为有效提高村民收入，王元地

村两委结合本村实际，大力发展面

粉加工业，成立鸿星田地种养殖专

业合作社，利用村集体房屋，通过

“公司 +合作社 + 农户 + 基地”的

形式，打造独具地方特色的“王元

地”牌面粉、面食品。

王元地面粉厂厂长李永亮告

诉记者：“自从成立了面粉厂以后，

村民种植小麦的积极性提高了，种

植面积增加了，销售额也达到了

100多万元。”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工作中，

乌海市通过实施村集体经济“清零

递增”专项行动，建立“一村一策一

项目”的措施，划拨补助村集体经

济发展启动资金，保证每个村启动

资金不低于 30万元；建立企业与

村帮扶工作机制和利益联结机制，

18家企业筹集产业发展基金 1930

万元，用于村集体经济发展；创立

“农保贷”项目，解决了各村资金周

转难题。截至目前，乌海市累计实

施村集体经济项目 123 个，村集体

经济收入达 322.57 万元。

刘春霞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小佘

太镇立足当地实际，促进企业和

贫困户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拓宽脱贫户增收致富渠道，走出

了一条“造血”扶贫、防止返贫的新

路子。

冬日的后山早晨寒冷刺

骨，每天一大早，乌拉特前旗小佘

太镇西二份子村脱贫户王文亮就

早早来到村里的德吉太肉羊繁育

有限责任公司养殖基地开始给羊

喂草料、打扫羊圈。几年前的一场

车祸，导致王文亮双腿残疾，不能

干重活，家庭收入不稳定，生活十

分困难。2016 年王文亮被小佘太

镇确立为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在

精准扶贫政策的帮扶下，王文亮一

家搬进了新房，他本人还通过当地

政府的牵线搭桥，在新家附近的德

吉太肉羊繁育养殖基地当起了饲

养员，每月 3000 多块钱的稳定收

入，让王文亮脱了贫。

王文亮一边给羊喂料一边说：

“在这里干的活不重，每天基本就

是干三四个小时，老板对我们贫困

户挺照顾的，每月 3000 多的工资

对我们家来说帮助很大，非常感谢

政府和养殖场。”

内蒙古德吉太肉羊繁育有限

责任公司是乌拉特前旗小佘太镇

政府引进的企业，该公司是一家专

注打造高端品牌羊肉并通过电商

平台向全国各大城市辐射的公司。

目前，该公司养殖规模已达 6000

余只，其中基础母羊 5000 余只，

品种有杜泊白头羊、萨福克白头

羊、澳洲白绵羊等，均是国外引进

的高端品种羊。近年来，在当地政

府的大力支持和良好的市场环境

下，企业得到了快速稳定发展，为

了帮助当地贫困户脱贫，企业低价

给当地贫困户出售种羊，指导贫困

户合理优化养殖结构，带动他们共

同发展养殖业。同时，养殖厂根据

不同季节、不同工种需要，雇用当

地贫困户。目前，共有 40多名贫困

户在这里打工，有效拓宽了他们的

增收渠道，贫困户在收入上实现了

“翻番”，找到了打开脱贫之门的

“金钥匙”。

为了让像王文亮一样的贫困

户真正摆脱贫困，近年来，乌拉特

前旗小佘太镇因地制宜积极探索

产业扶贫之路，引进劳动密集型企

业，积极为企业与贫困户搭建平

台，提升扶贫“造血”功能。通过“公

司 +贫困户”形式，让企业指导贫

困户合理优化种养殖结构发展特

色种养殖，提高贫困户的产业参与

度和受益度，同时帮助他们解决销

路难题，为村里的贫困户提供就近

就业机会，进一步拓宽脱贫致富渠

道，增加贫困户收入。

王舒艺 郑星

展望 2025 年建成国家现代能源经济示范区

内蒙古新能源发展步入“快车道”

乌海市：村集体经济助力脱贫攻坚

“得益于‘四好农村路’，让我

们园区享受到了通达的交通运输

带来的好处，保证了生鲜蔬菜的及

时供应，降低了物流成本。同时，来

我们这里观光采摘的外地游客也

越来越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

效益！”近日，内蒙古鲜农农牧业科

技有限公司接待部的刘慧感慨地

说。

鲜农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位

于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乌兰图克镇

东兴村，西出口和北出口紧邻临份

线与G6高速相连，南出口通过西

济渠路和机场高速相连接，实现了

生鲜蔬菜快速采摘装车，通过公

路、航空配送到全国各地。

看着门前平整的小油路，居住

在乌兰图克镇东兴村一组的耿志

进感慨万千：“原来村子里没有通

村小油路，紧挨村子的临哈线也是

路面狭窄，坑洼不平，小车难走，大

车难行。现在，村里通了小油路，临

哈线也修好了，拓宽了，大伙儿卖

农产品也方便了。”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是乡村振

兴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加强乡

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则是重中之

重。近年来，临河区紧紧围绕乡村

振兴目标，全面推进“四好农村路”

建设，不断创新管养机制，持续提

升老百姓幸福感、获得感。“十三

五”期间，累计完成公路建设投资

35.66 亿元。其中：国省干线公路完

成 105.07 公里，完成投资 22.45

亿元。农村公路新改扩建及安防工

程完成 2657.1 公里，完成建设投

资 13.21 亿元。

发达的交通网络和优美的乡

村环境息息相关，按照“乡村振兴”

战略要求目标，临河区不断优化农

路路网结构，持续高质量推动农村

公路建设，将农村公路的发展逐步

从规模扩张向路网优化、质量和效

益并重转型转变，持续推进外通内

联干线公路建设，加大区乡联网资

源路、旅游路、园区产业路建设，以

优先改善自然人文、田园综合体等

园区产业和旅游景点交通为建设

思路，协同推进农村公路规划与镇

村布局规划、客货运输服务体系规

划，将农村公路与农村产业基地、

旅游景区、田园综合体、特色小镇、

乡村旅游等产业项目组合开发。

“十三五”期间，临河区公路路

面硬化达 2126 公里，硬化率

56.2%；农村公路路面硬化达

1842.8 公里，农村公路硬化率

52.7%。境内 11个乡镇（农场）全部

通三级以上沥青路，173 个行政村

（分场）100%通沥青水泥路。公路

密度百平方公里达到 162 公里，位

列全市第一。2019 年荣获自治区

级“四好农村路”示范县称号，2020

年成为国家 167 个农村公路管养

体制改革试点区县之一。

临河区大力推动“交通 +特色

产业”经济融合发展新模式。依托

农牧业资源优势，强化对园区、产

业基地、特色村组的连通，推动“交

通 +扶贫”“交通 + 旅游”“交通 +

产业”“交通 +互联网”等模式的深

度融合，推动区、乡、村三级农村物

流配送网络建设，促进农资产品

“线上线下”产、运、销联动发展，不

断夯实产业基础。“十三五”期间，

围绕贫困村、产业园区以及特色村

庄旅游景点，有针对性地实施扶贫

路、资源路、产业路、旅游路 210.9

公里；将甜椒、富硒小麦、设施农业

等 10 个万亩科技示范园区以及富

强、浩彤、鲜农 3 个自治区级田园

综合体和黄河湿地公园、镜湖、青

春湖、九庄老镇、民主四组、富强五

组等旅游景点串点成线、以点带

面，实现了地区特色加工、绿色生

态、乡村旅游等产业发展连片开

花。农副产品运输效率进一步提

高，加快了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

转化，有力地带动了交通沿线特色

种养业、农村电商、客货运输、乡村

旅游等产业的发展。依托完善的农

村路网体系，286 个农村电商服务

站覆盖全部行政村，年交易额增长

40%，突破 4000 万元；结合“万村

千乡市场工程”，培育发展农村便

民超市 329家，农村三级电商配送

服务及物流运输体系基本形成。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临

河区因地制宜绿化农村公路，结合

沿线村情地貌，宜林则林，宜草则

草，一村一景，一路一景，先后投入

15.3 亿元进行农村公路两侧绿化

美化，打造出了一条条“畅、安、舒、

美”的农村公路风景线，助力形成

了一大批宜居、宜业、宜游的特色

小镇和美丽乡村，呈现出“车在路

上行，人在画中游”的美好画面。

王辉业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铺就“四好农村路”谱写乡村振兴曲

乌拉特前旗小佘太镇：
做好“搭桥人”让贫困户脱贫不返贫

  不慎将赛罕区聿瑾女子养生中心（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150105MA0N9GJW3T，经营者姓名：张宇）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
声明

今年冬季，全国煤炭供应总体

偏紧，内蒙古作为全国煤炭供应基

地，采取多项增产保供措施。记者

从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获悉，目前

全区煤炭日产量保持在 320 万吨

左右，较前三季度日均增加近 60

万吨，主产盟市鄂尔多斯和锡林郭

勒煤炭日均产量均超过去年同期

最好水平，有力保障了全国煤炭市

场稳定供应。

为保障煤炭供应，内蒙古自治

区能源局建立生产供应日调度机

制，并会同自然资源、林草等部门

推进煤矿采矿、土地、林草等手续

办理，加快各地煤矿复工复产。10

月以来，全区新增生产煤矿 26 处，

加快释放了优质先进产能。

面对东北地区煤炭紧缺形势，

内蒙古通过加大铁路运力、多元化

供应等方式，增加鄂尔多斯向东北

地区煤炭供应，有效缓解了东北地

区保供压力。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

煤炭运行处处长乔毓说：“目前，东

北地区电厂存煤可用天数在 20 天

以上，内蒙古自治区内电厂存煤可

用天数在 15天以上，保持在合理

区间。”

近年来，内蒙古不断升级煤炭

供应保障能力。数字显示，全区煤

炭总产能 13.4 亿吨，占全国的

1/4，千万吨级煤矿产能超 40%，

单矿平均产能达 260 万吨，为全国

平均水平的 3倍，建成了全国重要

的煤炭供应保障基地。 安路蒙

近日，达里湖长达一个月的冬捕季开始。达里湖位于内蒙古赤

峰市克什克腾旗境内的西北部，这里是中国北方重要的渔业生产基

地。 12月 25日，年轻的渔民小伙拉起沉甸甸装满鱼的网。

新华网发（蒙志刚 摄）

内蒙古全力增产保障
全国冬季煤炭供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