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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商周刊

幸福之村种“太阳”
包头市营商环境
凸显“洼地效应”

兴安盟东山牛市
“牛气冲天”

为更好地保护和恢复草原生态，

2018 年春季，锡林郭勒盟出台管理制

度，对 2.24 亿亩草场实施为期 1个月的

休牧。这是该盟继 2017 年推出农区禁

牧、沙区禁羊两项措施后，又一加强草

原生态保护的重要举措。

截至今年，锡林郭勒盟已在 2.24 亿

亩草场连续进行了 4年大面积休牧，使

天然草牧场的牧草平均盖度和高度以

及亩均产量都有了显著提升。

今年 4月起，西乌珠穆沁旗组织技

术人员，对全旗休牧草场进行了 5 次检

测。旗草原工作站高级专业技术员鲁文

竹介绍说：“由于连续几年的春季休牧，

对牧草萌发期和生长期进行有效保护，

牧草长势也随之提高。就以今年 5月份

牧草返青结果显示，草群的平均盖度

37%、平均高度 9厘米，都比往年有了明

显提升。”

在草原生态建设过程中，锡林郭勒

盟让制度先行，认真实施草原生态保护

补助奖励政策，将全盟 2.7 亿亩草场纳

入政策范围，划定草畜平衡区 2.2 亿亩、

禁牧区 0.5 亿亩。按照禁牧区“零放牧”、

平衡区不超载的原则，实行政策落实与

补奖资金发放挂钩机制加强监管，配套

推进农区禁牧、沙地禁羊及减羊增牛等

措施，2017 年以来，连续 3年全盟天然

草场载畜量出现负增长，载畜量控制在

合理承载范围内。

在此基础上提出和实施的春季进

行休牧，让草场“带薪休假”成为该盟在

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又

一重要制度和措施。从 2018 年开始，该

盟克服财政压力，每年投入 1.68 亿元，

对每亩草场给予 0.75 元补贴，在草畜平

衡区全面推行春季牧草返青期休牧措

施，促进草原休养生息、科学利用。目

前，全盟草原植被盖度较 20 年前提高

了 16个百分点，平均盖度为 46.78%，草

群结构趋于优化、草地生产能力明显提

升，平均亩产干草量 60 公斤，较 20 年

前提高了 50%左右；浑善达克沙地森林

覆盖率为 23.35%，乌珠穆沁沙地森林覆

盖率为 26%，东部山地森林覆盖率达

23.3%，南部丘陵区森林覆盖率为 23%，

全盟流动、半流动沙地面积减少 334 万

亩，草原沙化退化呈现出总体遏制、局

部好转的局面。

同时，农牧民收入也持续稳定增加，

达到了减畜不减收、增绿不增负，生动

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真正让农牧民成为保护生态的参与

者和受益者。同时，通过严格落实禁休

牧草畜平衡制度，不仅保护修复了林草

生态，也使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深

入人心。

如今，在锡林郭勒草原上，休牧、禁

牧等恢复生态的举措已不仅仅是政府

强力推进，更成为广大农牧民的自觉行

动。“休牧不仅有利于畜牧业生产经营

方式的转变，更是保护草原生态的重要

手段。虽然休牧状态下增加了支出，但

从保护生态环境的意义上讲，利在千

秋，更何况政府 1亩地还给 0.75 元的补

贴呢。”阿巴嘎旗牧民哈达巴特尔高兴

地说。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持续加大生态

环境治理力度，全力以赴打好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

系统治理，深入推进京津风沙源治理二

期、退耕还林还草、重点区域绿化、小流

域治理、草地修复、矿山治理等重点生

态建设工程，还将 60%以上的区域划入

生态保护红线，不再在草原新上矿山开

发项目，不再在草原核心区规划建设风

电、光伏项目，对小散矿山矿业权期满

不再延续，以铁腕治理为建设我国北方

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展现新作为。

据《内蒙古日报》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8 月 31 日，

内蒙古农牧厅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处，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你承诺、我

检测，他放心”“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

党日活动在呼和浩特市举行，并向呼和

浩特市 100 家种养殖生产主体发放合

格证打印机。

据了解，2019年，农业农村部要求

全国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我区

2020年开始试行，通过积极努力争取，

与市场监管局联合印发了《内蒙古自治

区试行食用农畜产品合格证制度实施

方案》。2年来，全区共有 2812 家种养殖

企业、合作社、家庭农牧场实施合格证

制度，开具合格证 23 万余份，附证上市

农畜产品 5.7 万余吨，为附证产品开展

质量安全检测 1418 批次。

记者了解到，结合“我为群众办实

事”活动，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今年向

呼和浩特市 100 家种养殖生产主体发

放合格证打印机，推动这些主体先行一

步，试行合格证制度，增强种养殖主体

责任意识，通过自我承诺提高其自产农

畜产品的价值，提升农畜产品消费者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实现种养殖

主体和农畜产品消费者双向受益提供

可借鉴的模版。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计

划今明两年内帮助呼和浩特市农牧局

对所辖全域内 300 多个蔬菜、水果、禽

肉、禽蛋、养殖水产品等五大类食用农

畜产品规模生产主体全部配备合格证

打印机，推动首府食用农畜产品在全区

率先实现全部附证上市。

“有了这个合格证可以保障生产主

体销量的安全性，对于消费者来说，购

买产品时更安全可靠，通过扫描合格证

上的二维码，消费者就可以进行产品溯

源，产品的信息一目了然。”内蒙古自治

区农畜产品大数据质量安全监管与服

务平台工作人员宋旭介绍。

本报讯（记者 张鑫）8 月 26日下午，自治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召开“乳制品质量提升行动”专题研讨会，国家级食品

专家、呼和浩特市乳制品生产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和质量技

术管理人员、以呼和浩特市为代表的各级监管人员齐聚一

堂，为乳制品审查细则制定提出意见和建议。

会议表示，内蒙古自治区奶业发展呈现良好态势，尤其

中小规模传统、特色加工乳制品产业规模持续壮大。但制约

乳制品质量安全水平的因素和现阶段面临的困难也逐渐暴

露出来：奶源匮乏，原奶价格波动较大；绝大部分奶制品加

工小作坊缺乏品质把控，有的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内

部质量管理体系不健全；基层监管力量严重不足，“一岗多

责、工作多项”的问题普遍存在。此外，因为机构改革，很多

监管人员从来没有接触过食品生产安全监管，尤其对于婴

配粉、乳制品等重点领域不能实施有效的专业监管。因此即

将出台的乳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和内蒙古乳制品生产

企业的发展息息相关。

针对上述问题，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杨林

提出要提高监管的有效性，监管人员要强化专业化培训学

习，严格监督检查，加强风险防控，落实监督检查，督促企业

对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到位；要提高企业风控能力，健全

各项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强化关键控制点和高风险点控制，

发挥好检验“进和出”两端关口的把控作用；要提升市场竞

争能力，乳制品生产企业要提高创新能力，强化标准化，发

展品牌化，推动链条化，科技赋能，从养殖到生产高质量发

展。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为深入贯彻落实“双减”精神，结

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部署，针对消费者反映的学

科类培训停课退费难等问题，近日，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管

局、呼和浩特市教育局会同新城区市场监管局对内蒙古晟

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蓝莓果教育体育场校区）、新城区东

方金子塔培训学校进行督导检查，现场对两所培训机构法

定代表人进行了约谈。

据初步了解，内蒙古晟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蓝莓果教

育体育场校区）已于 8月 1 日按照国家政策要求停办全部

学科类教育培训，下一步将转型为幼儿园，并已向相关部门

提交了幼儿园审批材料。此次停办涉及需退费学生约 130

余人，截至 8月 20 日，已有 64 名学生家长退费完毕，剩余

56名缴纳部分学费的学生家长已安排有序退费。

根据《呼和浩特市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检查组对两所培训机构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提出了具体要

求，要充分认识党和国家关于禁止校外学科类培训是治理

校外培训机构乱象、为群众办实事的重要举措；一律停止校

外学科类有偿培训活动，包括线上线下及节假日、休息日，

寒暑假期的学科类培训；做好停学退费等善后工作，包括解

释、疏导、退费、老师解聘、转型等工作；强化宣传引导工作，

在做好停学转型的同时，要积极引导学生、学生家长、代课

老师理性看待此次整治工作，为社会和谐稳定做好宣传引

导。

本报讯（记者 张鑫）近日，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公安

机关开展“团圆”行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 8 月 15 日，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通过“团圆”行动，为我区父母找回失

踪被拐儿童 12名，为我区失踪被拐儿童找回父母 9名，帮

助 17个家庭骨肉团聚。侦破拐卖儿童积案 2起，抓获拐卖

犯罪嫌疑人 12名。

行动中，各地公安机关紧紧依托“全国打拐 DNA 系

统”，充分发挥专业职能和现代科技优势，不断创新工作模

式方法。其中，在全面完善儿童失踪被拐信息工作中，各地

公安机关对历年来的儿童失踪被拐案事件进行全面梳理，

逐条核查，补充完善相关信息。对父母双方 DNA信息不全

的，想方设法查找补充。对于多年前采集、已失去检验比对

条件的，找到当事人重新采血检验；在全面采集涉拐人员信

息工作中，各地公安机关坚持“全面排查、应采尽采”的原

则，不断强化涉拐重点人群摸排，拓展线索来源。重点围绕

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疑似被拐人员和身源不明人员等，深入

开展排查和 DNA信息采集工作。

截至 8月 15 日，全区本地父母找回失踪被拐儿童 12

名，本地失踪被拐儿童找回父母 9名，其中时间跨度最长的

42 年。侦破拐卖儿童积案 2 起，抓获拐卖犯罪嫌疑人 12

名，“团圆”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

锡盟草场“带薪休假”生态“红利”来了

呼市 100 家种养殖生产主体收到合格证打印机

ZOUJINXIANGCUNKANXIAOKANG

漫步稻画中，悠然见黄河。

8月 28日下午，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大路镇

黄河生态农业示范园（稻渔立体种养项目）一幅幅

秀美生动的“稻田画”铺展在天地间。野鸭嬉戏、鸥

鸟飞翔、鱼儿跃腾，不远处，平静的黄河水绕着准格

尔旗轻柔流淌。

还未正式开园，这一派恬适的田园风光已吸引

众多游客纷沓而至。

小滩子村属于黄河淤澄地，曾经这里是一大片

弃耕撂荒盐碱地。通过打造稻渔立体种养项目，昔

日荒地变为集有机水稻种植、无公害水产养殖等为

一体的现代化农业循环经济稻渔综合种养区，有利

于整合和提高土地收益，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

马建荃 王鹏

荒地“变身”多彩稻田

走进乡村看小康

“乳制品质量提升行动”
专题研讨会举行

严查约谈
两部门整治校外培训机构

“团圆”行动
帮助 17 个家庭骨肉团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