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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举行
“携手护苗”行动

“爱上敕勒川·惠民一日游”
系列活动启航

这里的樱桃红了

FENDOUBAINIANLU QIHANGXINZHENGCHENG窑TONGXINBENXIAOKANG

本报讯(记者 张鑫) 4 月 19日, 内

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

发布会，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副局长、

新闻发言人夏荣华介绍一季度全区经

济运行情况。全区经济运行延续恢复性

增长态势，扣除基数影响，全区经济运

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实现良好开局。

记者了解到，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

一核算结果，2021年一季度全区地区生

产总值实现 4222.6 亿元，同比增长

15.2%，两年平均增长 4.2%。其中，第一

产业增加值 155.1 亿元，同比增长

9.1%，两年平均下降 2.1%;第二产业增

加值 1781.8 亿元，同比增长 16.1%，两

年平均增长 5.8%; 第三产业增加值

2285.7 亿元，同比增长 15.0%，两年平

均增长 3.5%。

数读成绩单
一季度，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290.0 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

11.0%。

一季度，全区猪存栏 543.7 万头，同

比增长 22.5%;牛存栏 747.1 万头，增长

6.8%;羊存栏 6696.8 万只，增长 1.3%;

肉禽蛋奶产量均实现增长。

一季度，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16.3%，两年平均增长 6.3%。

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9.1%，高技术制

造业增长 44.4%，高新技术业增长

55.0%，装备制造业增长 55.9%，均快于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一季度，全区服务业稳定恢复，其

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

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 24.4%和 14.9%，

两年平均分别增长 4.3%和 8.1%。

一季度，全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

户) 同比增长 71.7%，两年平均增长

3.8%。

一季度，全区房地产开发投资 79.8

亿元，同比增长 71.7%。商品房销售面积

255.5 万，同比增长 90.5%;商品房销售

额 155.5 亿元，增长 77.8%。

一季度，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为 1166.1 亿元，同比增长 25.6%。

一季度，全区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

涨 0.2%，较 1-2 月份提高 0.1 个百分

点。

一季度，全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9089元，同比增长 15.9%。

总体来看，一季度全区经济运行实

现良好开局，夏荣华表示，下一步，要围

绕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聚焦落实“两

个屏障”“两个基地”和“一个桥头堡”的

战略定位，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保持

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保持

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实现“十四五”良

好开局。

本报记者 张鑫 通讯员 李晓军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立足

当前，展望未来。内蒙古赤峰市林西

县十二吐乡的干部、驻村工作队和脱

贫的百姓，都在为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衔接乡村振兴养精蓄锐，因地制

宜，不断发展多种产业，促进村民的

致富与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

力。

交易市场的致富带头人
时值春日，十二吐乡里的达康产

业园区一排排整齐的蔬菜大棚映入

眼帘，从远处看，颇有气势。村民们在

多彩的田园里书写着“绿富美”的

“柿”业传奇。

4 月的风，牵着丝丝暖意，上午

10 时，十二吐乡达康产业园区蔬菜

交易市场车水马龙、热闹非凡，致富

带头人耿国臣作为客商本土经理人，

从村民的农用小车中精心挑选着西

红柿，“你今天这车果品质不太好，

每斤一块一，你看要合适就去 2号库

卸货吧”。这是耿国臣每天上午的日

常，为了让农户们几个月的努力没有

白费，每一车农户送来的西红柿，他

都要仔仔细细挑选，好给出一个合适

的价格。前来卖西红柿的村民说，“老

耿我们都熟，给的价钱也不低，卖他

挺放心的”。

2016 年因病致贫的耿国臣搭上

了脱贫致富“早班车”，第二年，他试

种的 4个大棚一举成功，两茬番茄纯

收入 13 万元。尝到甜头的耿国臣此

后一边种大棚，一边为菜农买秧苗、

卖番茄，当起了蔬菜经纪人，年收入

超 50万元。

十二吐乡达康产业园区占地

9300 多亩，蔬菜年平均交易量达 1.3

万吨以上，年产值达 2.5 亿元。村民

们既可以从园区拿到土地流转金，也

可以租棚、买棚种菜，还可以在园区

务工。这种以产业支撑带动群众发展

的模式，辐射带动7个行政村的村民在

产业园区从事生产经营，人均增收 1.5

万元。依托达康产业园区硬果番茄种

植规模优势，十二吐乡先后整合各类

资金 800余万元，规划建设了十二吐

乡蔬菜交易市场。“有了交易市场，

完全不用愁销路。”村民们笑着说。

脱贫奔小康的脱贫户
养猪场里，钱玉合正忙活着给圈

舍消毒。“刚刚又卖出去两头猪仔，圈

舍进了外人就得常规消杀一下，里面

不少小猪，要是染上疫病就坏了。”钱

玉合因为胃癌做手术，2017 年被评

为贫困户，靠着县里的好政策逐渐摆

脱了困境。要强的钱玉合 2019 年借

钱开始发展养猪，两年时间，他把借

亲戚的外债都还清了，积累下 40 多

头猪和一个初具规模的标准化养猪

场的“固定资产”。“钱都还完了，今年

再卖就都是赚的钱了!有党和政府的

帮助，人们个个奔小康，我当然要拿出

最足劲头，活出个新模样。”说到这，钱

玉合笑的眯起了眼。” （下转 2版）

一季度内蒙古地区生产总值实现4222.6 亿元
开局良好

林西县十二吐乡：人勤产业丰 齐心奔小康!

内蒙古多举措推动奶业
振兴项目建设进度

应接尽接、共筑免疫长城

内蒙古已累计报告接种
新冠疫苗 184 万剂次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4 月 15 日，记者从内蒙古自治

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 4月

14日，全区已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184 万剂次。

内蒙古卫健委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伏瑞峰在发布会上

介绍，目前，内蒙古围绕重点地区、重点人群有序开展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按照点位设置科学化、接种配置精准

化、队伍配备专业化、接种全程信息化的原则，并通过增设

临时接种点、组建移动接种队等方式，在全区预设接种单

位 1136 个、接种台 2373 个、培训上岗接种人员 10764 人，

调配急救医务人员 2318 人，预计每天可接种疫苗 322866

剂次。参与接种的医护人员均经过培训合格后上岗，严格

按照规范要求操作。

记者了解到，内蒙古已建立疫苗电子追溯协同平台，

各地及时准确地向平台报告规定信息，疫苗来源可查、去

向可追，全程可追溯。在疫苗流通和使用安全管理方面，疾

控机构和接种单位严把疫苗出入关，定时监测、记录新冠

病毒疫苗在储存、运输过程中的温度，确保储运安全。

据介绍，接种前要吃好，穿宽松的衣服，携带身份证，

按照规定的时间到指定接种单位接种；到达接种单位后按

照接种流程即知情、信息登记、接种、留观 30 分钟的流程

接种疫苗，同时要遵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相关规定；接

种后要适当休息，多喝水，如发现不适或异常反应，应立即

到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就诊，同时报告接种单位或辖区疾控

中心。

接种新冠疫苗是每个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每个人接

种疫苗都是对自己健康有益的，也是对自己健康负责的体

现，而且我国居民对新冠病毒均易感，每个居民都要对自

己、家人、他人负责，积极主动接种疫苗，力争居民“应接尽

接”，尽快形成免疫屏障，阻断病毒流行，巩固好来之不易

防控成果，从而保障人民健康和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任何

一个疫苗的保护率都不是百分之百的，接种了疫苗也要遵

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要求，保持“戴口罩，一米线，勤

洗手”等良好个人生活习惯。

疫苗接种工作应坚持应接尽接和自愿原则相结合，在

充分告知的基础上，引导并鼓励群众积极接种、主动接种，

力争实现应接尽接。下一步，内蒙古疫苗接种工作继续围

绕“两个重点”：优先确保疫情发生风险高的口岸城市、边

境地区、大中型城市，以及既往发生过聚集性疫情的重点

地区群众顺利完成疫苗接种;在重点人群中有序推进新冠

病毒疫苗的接种工作。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4 月 15 日，记者从内蒙古自治

区农牧厅获悉，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日前邀请伊利集团、

蒙牛集团、呼和浩特市政府及农牧部门相关负责人，围绕

加快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和蒙牛乳业产业园建设进行座

谈，详细了解企业在项目实施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积极

推动地企双方深化务实合作，精心谋划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伊利集团和蒙牛集团希望政府能够在拓宽国外进口

牛源、出台优质饲草奖励政策、奶牛良种繁育以及融资、保

险等领域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针对乳企提出的需求和问

题，农牧厅逐项进行政策梳理，成立了由厅长亲自协调、分

管副厅长具体分管，相关处室具体落实的工作专班，积极

研究解决办法，全力以赴推动项目建设。另外，今年农牧厅

计划调整奶业振兴资金 1000万元以上，对具备使用性控

胚胎技术的奶牛养殖场户，根据实际生产需要进行补贴，

进一步提升扩繁能力；加强玉米青贮、优级苜蓿饲草保障。

今年安排 7600 万元，实施饲草基地保障建设项目，对各类

经营主体种植优质牧草进行补贴。在去年给予呼市 682 万

元资金额度的基础上，提高到 900 万元；推动出台融资贴

息政策，向自治区财政、金融部门积极推介企业需求，推动

为奶业振兴项目配套奶源基地提供专项的融资贴息政策；

强化奶业振兴补贴资金落实，深入查找和纠正政策落实的

“赌点”、加快奶业振兴补贴资金兑现，对进口奶牛、饲草料

收储、使用性控冻精、中小养殖场提升改造等做到应补尽

补，确保扶持政策落地见效。

会后，伊利集团和蒙牛集团将针对奶源基地建设、放

宽养殖林用地政策、进口奶牛补贴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列出

问题清单，农牧厅将协调有关部门和地区逐项研究、逐项

推进，加强盯办督办，协同呼和浩特市和两大乳企把工作

往前赶、把项目建设好。

践行嘱托开新局
JIANXINGZHUTUOKAIXINJ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