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始终坚持把发展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作为助力脱贫攻坚、提升基层党组织服务

能力的有效抓手，积极探索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发展模

式，100%的村级集体经济年收入实现 5 万元以上的好

成绩。

统计数字显示，2017年底，全县 103 个村级集体经

济年收入 257.92 万元，其中村集体经济年收入 1万元

以下的有 54 个，1 至 5 万元的有 41 个；到了 2020 年，

全县 103 个村集体经济收入均实现 5 万元以上，实现

100%村“保五”，达 966.69 万元，10 至 30 万元的村有

30个，30至 50万元的有 3个，50 万元以上 1个。

“这一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我县注重人才队伍建设，

强化发展带动举措的实施。”清水河县委组织部长潘建

军告诉记者。

该县着力选优配强村党组织带头人，通过政策鼓

励、乡情感召等措施，“回引”一批思路活、资源广的外出

务工致富能人组建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增

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造血”功能。同时，注重把懂农村

经济、熟悉农村工作、富有基层经验、善做群众工作队成

员选派为驻村工作队长兼驻村第一书记和产业发展指

导员。全县共选派产业发展指导员 106名，选派驻村工

作队员 355 名，其中，驻村工作队长兼驻村第一书记

103 名。

此外，该县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拓展村集体经济增

收空间。韭菜庄乡三岔河村采取“支部 +公司 +基地 +

农户”模式，通过多形式流转土地，引导农户发展蘑菇、

黑木耳、灵芝等特色产业，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五良太

乡菠菜营村按照筑巢引凤发展路径，在支部的引领下，

成立专业合作社，实施肉驴养殖项目，引导农户入股，实

现公司、集体、农户三赢；宏河镇聚宝庄村依托设施农业

产业园，通过“支部 +基地 +农户”模式，引进种植反季

樱桃 130亩、葡萄 305亩，增加集体经济收入。

“利用好各项惠农政策资金，整合农牧、扶贫、林业、

国土等部门项目扶持，在项目申报和产业重点扶贫农户

的同时向集体经济发展倾斜。”潘建军介绍，2020 年清

水河县在确定申报 12个产业项目争取上级重点扶持的

基础上，从扶贫产业项目储备库中择优选择黑木耳种

植、肉牛肉羊养殖、扶贫林果基地、光伏发电等 12 个特

色产业项目，采取村村抱团、联合发展的路径，持续推进

村集体经济增收。

“我们还充分挖掘和整合农村自然资源，拓宽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现路径，开拓文旅融合新渠道增

加集体经济收入。”潘建军说。 据《内蒙古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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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商报》

采摘休闲观光业：
乐了游客 富了农户

呼市商务局多举措
做好就地过年群众生活保障

本报讯（记者 张鑫）春运出行，首要

做好防疫工作。铁路方面，今年春运，各

站车加强旅客体温监测、引导旅客全程

佩戴口罩、严格客运车站和车辆通风消

毒等预防性措施，严防疫情通过公共交

通传播。

记者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呼和浩特

局”）获悉，按照铁路车票预售期调

整为 15 天的规定，自 1月 29 日起，旅

客可通过铁路 12306 网站、铁路 12306

手机 App、电话订票、自动售票机和车站

窗口购买2月12日（正月初一）的车票。

记者了解到，受疫情影响，今年春

运铁路客流较往年大幅下降，且以区内

中短途出行为主。中铁呼和浩特局统筹

做好疫情防控和春运运力保障工作，按

照疫情防控要求和客流变化，实施精准

灵活的“一日一图”运输组织模式，动态

调整运力，保证旅客出行需求。请广大

旅客及时关注铁路 12306 网站列车信

息，合理安排行程。

中铁呼和浩特局周密部署疫情防

控工作，在所有客运车站进出站口实行

严格测温，增加候车室等公共区域的通

风消毒频次，做好客流引导，并在安检

处置台、服务台等重点处所设有免洗消

毒液，方便旅客及时消毒。为减少人员

聚集，在管内主要客运车站站前广场和

候车室增加“S 型走行通道”，开辟售票

厅至候车厅快捷通道，完善售票厅、进

站口、检票口等区域地面一米线标识，

在明显位置张贴“全国健康码”，全面开

放自助取售票机和进出站自动检票闸

机，扩大“无接触”售检票服务，提高人

员通行效率。引导旅客全程佩戴口罩，

在列车上预留发热旅客隔离席位，对发

热旅客及时下交，严防疫情传播。同时

配置“疫情服务包”，备有应急口罩、护

目镜、手套等防疫物品，及时为有需求

的乘车旅客提供帮助。

做好公铁、铁铁、空铁衔接，根据列

车到达时间，积极协调公交、地铁部门

延长运行时间、加开夜间车；在管内部

分高铁站推出“空铁联运”服务，旅客可

以在车站办理值机手续，乘坐机场大巴

直接前往机场登机，方便快速抵离换

乘，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管内所有车站均开设人工窗口售

票，支持现金购票，在重点车站增设服

务台和流动岗，辅助老年人等特殊群体

使用健康码、电子客票，设置“无健康码

通道”，旅客自行填写身份信息以及联

系方式，由公安部门联网核实健康状况

后通行，进一步保障在智能化条件下的

老年旅客出行服务。为老幼病残孕等特

殊旅客提供优先优待服务，组织工作人

员对重点旅客进行贴心帮扶，提供重点

旅客预约进站、乘车“一条龙”服务，在

主要客运车站进站、安检口设置绿色通

道、服务岗和母婴哺乳区、医疗服务点

等。

铁路部门特别提示，严禁携带酒精

消毒液、免洗凝胶、84 消毒液等易燃易

爆、腐蚀性危险品进站乘车，如果旅客

需要消毒用品可以携带适量的消毒湿

巾。

1月 31 日，呼和浩特市招商引

资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隆重举

行，呼和浩特市政府、内蒙古和林格

尔新区及首府各旗县区、经济技术

开发区分别与 47 家企业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共引资 1118.4 亿元。

2021 年，是呼和浩特招商项目

落地年，该市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为指引，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和自治区党委十届十三次全会

暨全区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全

市“招商项目落地年”的目标要求，

大力开展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社

会招商，强化从洽谈、签约到落地、

投产全过程跟踪服务，全力推进招

商引资项目落地，使“十四五”时期

首府经济社会发展呈现良好开局。

此次签约的项目涵盖了农牧业、大

数据云计算、新材料、生物科技、现

代能源化工、现代服务业等多个领

域，这对于延伸首府新兴产业链条、

加快优势产业集聚、增强经济发展

后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据《内蒙古日报》

春运启幕“一条龙”服务

呼和浩特市招商引资重点项目
集中签约投资总额 1118.4 亿元

记者 2月 1日从自治区文旅厅了解到，在 2021 年

春节即将来临之际，自治区文旅厅将在全区范围内组

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线上文化活动，用形式多样、内容新

颖的文化活动和文艺节目，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

富活跃群众节日文化生活，营造深厚的节日文化气氛。

2021 年全区线上春节文化活动将紧紧围绕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主题，深入挖掘

传统节日深厚的文化内涵，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搭建统一网络平台，同时充分利用抖音、快手、

微信公众号等互联网新媒体优势，推出和传播富有时

代精神和文化底蕴的线上文化活动，为自治区“十四

五”开局之年凝聚力量。

活动期间，将举办网上乌兰牧骑过大年活动，使广

大观众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富有特色年味儿的网上过

大年盛宴。同时组织全区各乌兰牧骑开展“乌兰牧骑之

家”微课艺术培训和艺术交流活动，打造春节文化互联

网过大年活动品牌。开展线上“迎新年贺新春”系列惠

民演出活动，将新时代春节气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紧密相连。线上集中推介与线下分散销售相结合，举办

2021 年内蒙古非遗年货展暨非遗扶贫产品展示展销

会。开展 2021 年内蒙古自治区乡村村晚线上示范展示

活动，线上邀请看村晚、品乡愁、寻年味、迎新春。

另外，活动将通过内蒙古文化云、各公共图书馆文

化馆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等传播平台，开展线上春节、元

宵节群众性主题文化活动，以此满足节日期间群众精

神文化需求，享受健康向上、丰富多样的公共文化产品

和服务。
据正北方网

内蒙古 2021 年
线上春节文化活动将启动

传承中华文化
把爱带回家

本报讯 (记者 张鑫 通讯员 赵

颖)近日，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与市商务局共同组织召开民族传统奶

制品产业发展座谈会。座谈会紧紧围绕

民族传统奶制品奶源供应、生产加工、

设施设备改造、成本费用、技术培训、检

验检测、生产能力、供货能力、入商超意

愿等问题进行了座谈。

与会人员畅所欲言，认为民族传统

奶制品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主要有以下

困难和问题：呼和浩特市地区共有食品

生产企业 3 家，小作坊 11 家，其中除 1

家生产企业和 1 家小作坊拥有自己的

牧场外，其他的食品生产企业和小作坊

的奶源均是由合作社或者养殖户供应，

因此多数生产者奶源不固定，原料难以

保障，质量不稳定;受疫情影响，奶源供

应紧张，价格高，合作社的生乳大部分

供应呼和浩特地区大型乳制品生产企

业，例如伊利、蒙牛;由于民族传统奶制

品保质期短 (禁止添加食品添加剂)，必

须冷链管理，生产企业需要配备化验

室，管理成本、生产成本等较高，与牧区

的小作坊相比没有竞争优势，因此生产

企业生产品种主要集中在黄油和酸奶

等保质期较长的产品，主要在电商平台

上销售;小作坊入商超门槛高，进店费

和检测费等支出大，入商超压货现象普

遍、回款期长，导致生产者入商超的积

极性不高；受奶源供应、人工费用等各

种条件的制约，多数生产企业和小作坊

的产量均较小，多数生产者达不到商超

要求的供应量。

会上呼和浩特市商务局副调研员

戈银玲指出：政府有号召，企业有响应，

希望内蒙古维多利公司能够积极支持

推进生产企业和小作坊入商超，给予企

业最大的优惠，降低入场费用，缩短回

款时间。

与会企业就入商超需要提交的资

质材料、费用组成核算、返还期限、持续

供应能力、品规数量等进行了详细地说

明，并作了表态，愿意主动服务，积极对

接入商超事宜，争取给予最大的优惠。

新春走基层

清水河县：

103 个村集体经济收入
均实现 5万元以上

让民族传统奶制品更纯更香

呼和浩特市多部门联合助力民族传统奶制品产业发展

NINGXINJULIKAIXINJU DILIFENJINPUXINPIAN凝心聚力开新局 砥砺奋进谱新篇

XINCHUNZOUJICE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