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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煤沉陷区的“蝶变”

绿色经济

锡盟工商联推进“政会银企”
四方合作机制

为 361 家民企投放贷款 12 亿元

蒙商周刊

近日，自治区林草局和财政厅联合

印发《内蒙古自治区草原保险试点实施

方案》，明确 2021 年自治区、盟市、旗县

三级财政计划投入 4000 多万元保费补

贴资金，在 8个盟市 13 个旗县开展草

原保险试点，试点区域草原面积达

3797.88 万亩。

此次草原保险试点区域涵盖了温

性草甸草原、温性典型草原和温性荒漠

化草原三个草原类型，保险责任为旱

灾、火灾、病虫鼠害和沙尘暴灾害。初步

确定草原保险试点时间为 3 年，之后将

稳步推广，有计划、分步骤地实现草原

保险在全区落地，力争实现“生态向好、

草原得保护、牧民得实惠”的工作目标，

探索建立保护草原生态、防范草原灾

害、促进灾后恢复的保险保障体系。

为破解草原保险试点开局难题，自

治区林草局协调个别有条件的旗县和

保险机构进行了先行先试。2020 年 10

月，全国首个财政保费补贴型天然草原

保险试点项目落地巴彦淖尔市乌拉特

后旗，该旗获各琦苏木巴拉乌拉嘎查 70

余户牧民的 100 余万亩草原得到了草

原旱灾、病虫鼠害、沙尘暴和火灾保险

等风险保障服务。赤峰市阿鲁科尔沁

旗、鄂尔多斯市杭锦旗也进行了签约参

保。 霍晓庆

本报讯（记者 李艳红 实习生 许晨

曦）7 月 8 日，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

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作为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部关于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的地方性法规，《内蒙古自治

区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已于今年 6 月 1 日起正式施

行。

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成

员、副主任刘文玉介绍了《条例》的整体

情况。该《条例》共 8章 43条，明晰了立

法目的、概念定义、适用范围、管理体系

等内容，对公共信用信息的归集、披露、

查询、应用、安全管理、信用主体的权益

保护作出了相应的要求和规定，明确了

相关责任人因违反《条例》规定应承担

的法律责任。

其中，对开展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

进行了规定：信用状况良好的信息主体

可依法享受 6类激励措施；对一般失信

信息主体，可依法采取 6 类惩戒措施；

对严重失信信息主体，可依法采取 10

类惩戒措施。

今年 3 月 30 日，该《条例》已经自

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该《条例》

的实施，既是贯彻落实国家工作部署的

具体举措，也为今后开展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各项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未来，

自治区将以此为新的起点，严格按照

《条例》的相关规定推动各项工作开展，

将《条例》贯彻好、执行好，更好发挥社

会信用体系在支撑“放管服”改革和政

府职能转变、营造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

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为自治

区高质量发展，建设“信用内蒙古”做出

新的更大贡献。

截至今年 6 月底，内蒙古自治区社

会信用信息平台已累计归集全区 516

万市场主体、3.1 万机关事业单位、3.4

万社会组织和 2008 万自然人的信用

信息共计 2.7 亿条，为构建以信用

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本报讯(记者 李艳红)眼下正是

大蒜收获的季节，呼和浩特市和林格

尔县土城子大蒜喜获丰收，村民们抢

抓晴好天气进行采收。7月 8日，记者

走进上土城子村，只见大片的蒜地郁

郁葱葱，大蒜清香扑鼻。蒜农们穿梭其

中，在劳作中收获着丰收的希望。

“今年在合作社的指导下，改变传

统种植，采用玉米套种大蒜的方式，种

植大蒜一亩，预计纯收入可达 8000

多元。”已有 20年种植大蒜历史的老

农李连生说。

村民云永强也在自家的地里耳采

收大蒜，他高兴地告诉记者：“今年第

一年种植大蒜，5 亩大蒜可收获大蒜

50000 头，除去人工、种子及水肥等

支出，按现在的市场价每亩可收入

4000 元，大蒜收获后，还可种植白菜、

芥菜等作物”。

土城的蒜，很早以前，已经成为这

个地方的标签。蒜因土城而“特”，土城

因蒜而“名”。土城子蒜的质地很硬，

蒜瓣抱得紧实。当地有句俗语叫“土城

蒜四六瓣，二套马车碾不烂”。

今年在专业合作社的引导和农技

推广站的指导下，上土城子村 20 多

户农民又开始种植大蒜，种植面积达

20多亩。预计产值达 30多万元。

“下一步，将更加重视本地特色农

业发展，加大农业投入力度，引导农民

调整种植结构，不断提升农产品附加

值效益，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把土城子

蒜地标产品做大做强，助力乡村振

兴。”和林格尔县瑞祥专业种植合作社

负责人杨俊才信心满满地说。

“土城子大蒜”
丰收了

内蒙古为 3700 万亩草原上保险

为蒙商营造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

记者从自治区工信厅获悉，截至 6月 30 日，内蒙古中

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信易贷”平台授信突破 20亿元。

据悉，内蒙古自治区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通过积极

推广和宣传“信易贷”，并联络和引导金融机构入驻平台并

发布金融产品，引导中小企业通过“信易贷”平台解决资金

需求，成功为金融机构与企业搭建了快速、便捷的融资桥

梁，在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截至目前，平台已入驻 151 家金融机构，发布 162 款金

融信贷产品，其中 52 款纯信用产品，110 款抵押及担保类

产品；发布融资需求 868 笔，融资金额 68.1 亿元；已成功授

信 173 笔，授信金额为 20.67 亿元；平均每笔授信放款时间

为 10天左右，纯线上产品最快 1天放款。

据《内蒙古日报》

中小企业
授信突破 20 亿元

近日，商务部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新认定一批国家

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内蒙古自治区有 3个基地入选，分别是

阿拉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盐化

工）、乌兰察布市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马铃薯）、包头市

青山区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装备制造）。

外贸转型升级基地是国家和地方重点扶持和发展的集

生产和出口功能于一体的特色产业聚集群，是培育品牌、质

量、技术、标准、服务等外贸核心优势的重要区域载体。目

前，除此次新认定的 3个基地外，还有 10 个老基地也顺利

通过商务部的考核认定，这些外贸基地涉及专业化工、农产

品、机电装备、纺织服装、新型材料等行业，作为产业和贸易

有机结合的重要平台，已成为推进我区贸易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载体和抓手。 高慧

《内蒙古自治区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实施

本报讯(记者 李艳红)7 月 13 日，由呼和浩特民族学院

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共建的呼和浩特民族学院“华为

云学院鲲鹏中心”揭牌仪式在呼和浩特民族学院举行。

据了解，作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家，国内第 11 家华为授

权鲲鹏人才培养中心落户呼和浩特民族学院，是呼和浩特

民族学院探索校企深度合作新模式、新载体，深入推进科教

融合、产教融合和协同育人的重要举措，标志着自治区鲲鹏

人才生态发展正步入快车道。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华为云学院鲲鹏中心聚焦鲲鹏生

态，依托华为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结合学校人才

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引入鲲鹏计算产业岗位标准、知识结

构，通过鲲鹏课程培养体系、鲲鹏人才认证体系和鲲鹏人才

培养基地，进行鲲鹏计算产业人才培养，使学校的人才培养

和社会化服务持续与科技的更新和产业发展同步，为自治

区信息技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信息产业战略提供源源不

断的动力。

华为云学院鲲鹏中心在呼和浩特揭牌呼和浩特民族学

院成立“华为云学院鲲鹏中心”，是学校顺应新时代发展趋

势、推动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是学校准确把握

国家发展战略，推进新工科建设，持续整合优化学校优势学

科专业，拓展学科专业方向和服务面向，培养卓越工程师(培

养复合型与创新型信息技术人才)及深化产教融合，创新校

企合作机制，探索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更好地服务自治区经

济社会发展的创新举措，对进一步提升学校应用型人才培

养质量、推进学生高质量就业、加强学科专业建设和提高学

校办学水平等将产生重大深远意义。

华为云学院鲲鹏中心
在呼和浩特揭牌

内蒙古新增 3个国家
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包头市工商联
举办献礼建党 100 周年

党史知识竞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