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2 月 11 日 责任编辑：章颖慧 版式策划：赵玫兰 责任校对：绍 文

内蒙古·首府 / 关注

3

2020年，我区菜篮子米袋子要大变样！

文/本报记者刘晓君郑慧英

首府调整个体工商户社保缴费费率和基数差额

新报讯（记者张学博）
昨日， 呼和浩特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消息

称，2月8日起，首府对全市

有雇工个体工商户进行

2016年度的社会保险缴费

费率和基数差额调整（以下

简称“调差”）。

据了解， 此次调差以

内蒙古自治区2015年度在

岗职工平均工资4823元为

依据，根据《关于落实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自治区

级统筹有关问题的通知》相

关规定，对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进行调差；以呼和浩

特市2015年度在岗职工月

平均工资4474.8元为依据，

根据《关于开展2016年度社

会保险缴费基数集中统一

核定和稽核检查工作的通

知》相关规定，对企业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进行调差。个体工

商户应认真核对调差金额，

确认无误后办理2016年12

月社会保险核定建账业务，

并及时进行缴费。个体工商

户社会保险未核定建账到

2016年12月的参保单位，应

于2017年3月8日前办理社

会保险核定建账业务，逾期

视为无变化不予办理变更

调整，并自动按上月情况进

行缴费基数核定。

呼和浩特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提醒： 全市

有雇工个体工商户应尽快

到新华东街奈伦国际B座

二楼大厅核定建账窗口，

办理社会保险缴费费率和

基数的差额调整补缴业

务， 以保障参保职工各项

待遇的计发和享受。

日前，自治区人民政府

办公厅印发《内蒙古自治区

农牧业现代化第十三个五

年发展规划》（以下简称“十

三五”规划）通知，要求我区

农牧业从实际出发，尊重规

律、与时俱进，切实贯彻落

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发展的新理念，到2020

年,全区农牧业现代化建设

取得明显进展，综合生产能

力和农畜产品质量安全水

平稳步提升，建成国家重要

的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

输出基地。

坚守耕地数量红线

“十二五”时期，我区

粮食生产实现了“十二连

丰”，2015年粮食产量达到

2827万吨， 比2010年增加

668.8万吨，增幅31%，年均

增长5.5%， 我区已成为我

国13个粮食主产区和6个

粮食净调出省区之一。

按“十三五”规划，我

区大力实施“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要落实最严

格耕地保护制度， 坚守耕

地数量红线和耕地质量底

线， 全面划定永久基本农

田， 把高标准农田全部划

入永久基本农田， 实行特

殊保护。 开展耕地质量保

护与提升行动， 加强东北

黑土地保护利用， 提高东

北黑土地耕地质量； 改良

河套平原、 土默川平原和

西辽河平原3个盐碱地集

中区，实现降盐、治碱和培

肥土壤。稳定嫩江流域、西

辽河流域、土默川平原、河

套灌区粮食生产能力，建

立粮食生产功能区和农产

品生产保护区，实现90%粮

食综合生产能力向优势地

区集中； 继续推进百亿斤

粮食增产、节水增效、土地

整治等工程， 大规模开展

农田水利建设和盐碱地、

中低产田改造， 以高标准

农田建设为平台， 鼓励农

村牧区集体经济组织和农

牧民依据土地整治规划开

展土地整治， 到2020年建

成5000万亩集中连片、旱

涝保收、稳产高产、生态友

好的高标准农田。

同时， 我区还要开展

粮食绿色高产高效创建活

动， 集成运用测土配方施

肥、 水肥一体化、 节水灌

溉、秸秆还田、统防统治、

精准施肥施药等控水控肥

控药新技术， 构建科技含

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

染少的绿色高产高效粮食

生产技术体系。到2020年，

全区完成主要农作物新一

轮品种更新换代， 普及推

广畜禽优良品种； 绿色增

产增效技术覆盖率达到

50%以上；测土配方施肥技

术覆盖率达到90%以上；化

肥利用率提高到35%；农作

物病虫害统防统治覆盖率

达到40%。

稳羊增牛扩猪禽

“十二五”时期，我区

畜牧业实现了“十一连

增”，2015年牧业年度全区

牲畜存栏达到1.36亿头只，

比 2010年增加 2787万头

只，增长25.8%，年均增长

4.7%。 主要畜产品产量保

持稳定，牛奶、羊肉、细羊

毛、 山羊绒等主要农畜产

品产量均居全国第1位。

按“十三五”规划，我

区要做优草原畜牧业，做

强农区畜牧业， 提升标准

化饲养水平， 着力培育新

型畜禽规模养殖经营主

体， 扶持牧区生态家庭牧

场和农区标准化规模养殖

场建设， 打造草食畜牧业

及特色畜禽绿色生产基

地，肉牛、肉羊、奶牛规模

化标准化饲养比率分别达

到60%、80%和100%。 加快

推进传统畜牧业转型升

级，以实施“稳羊增牛扩猪

禽”发展思路为重点，改善

和研发推广先进适用的经

营管理模式， 统筹畜禽标

准化规模养殖项目， 每年

在牧区和农区各扶持500

个生态家庭牧场和标准化

规模养殖场建设， 带动新

建规模养殖场5000个，促

进畜牧业转型升级、 提质

增效。到2020年，牛奶稳定

在800万吨左右、肉类总产

量达到280万吨。

同时， 建立现代饲草

饲料加工体系， 加强饲草

资源开发利用。到2020年，

全区饲料总产量达400万

吨。 建立饲草料储备库和

储备制度， 增强牧区防灾

抗灾能力， 保证牲畜成活

率， 降低灾害年牲畜死亡

数量。到2020年，全区仔畜

成活率保持在98％以上，

大小畜死亡率稳定控制在

1.2%以下。

设施蔬菜面积达到350
万亩

我区要积极改变农牧

业玉米“一粮独大”、 羊

“一畜独大”的单一种养结

构，大力实施“粮改饲”和

“稳羊增牛扩猪禽”发展思

路，到2020年，力争畜牧业

产值占农牧业产值的50%。

加大玉米功能区建设，

重点支持光热水资源丰富

的西辽河流域、土默川平原

和河套平原等优势区域发

展籽粒玉米生产，提升优势

区域集中度和规模化玉米

种植水平，提高玉米单产水

平和产品质量。

建设优质大豆产业带，

支持呼伦贝尔市、 兴安盟

等盟市东部主产区发展非

转基因、绿色、有机大豆生

产， 鼓励中西部地区发展

鲜食豆和功能豆生产。

建设设施蔬菜基地，

突出区域特色和规模优

势，优化整合各种资源，重

点打造东部设施蔬菜外向

型基地、 中东部环京设施

基地、 中西部环城设施基

地、 西部出口设施基地等

具有区域特色的四大设施

生产基地。 到2020年全区

设施蔬菜面积达到350万

亩。

发展良种高产奶牛

业， 在乳品加工业较为发

达的呼和浩特、 包头等城

市郊区和呼伦贝尔岭北地

区， 重点支持土默川平原

区、河套平原农业区、锡林

郭勒盟和乌兰察布市农牧

交错区、 科尔沁草原和西

辽河平原区、 呼伦贝尔市

大兴安岭岭西区的“五大

牛奶生产区”，推进乳品企

业产业化、规模化、现代化

和集团化发展。

发展肉牛产业， 落实

“稳羊增牛” 发展思路，到

2020年， 优质肉牛存栏达

到1000万头。 发展肉羊产

业，推进以呼伦贝尔羊、乌

珠穆沁羊、 昭乌达羊为主

导品种的东北肉羊产业

带，以乌珠穆沁羊、苏尼特

肉羊为主导品种的锡林郭

勒草原肉羊产业带， 以巴

美羊、 引进羊与当地羊进

行经济杂交改良为主导的

沿黄肉羊产业带等三大肉

羊养殖带建设。

充分发挥我区土地资

源和玉米种植广以及病原

少、 减排容量大等优势条

件，积极承接华中、华东、

华南、长三角、珠三角等生

猪家禽产业转移， 到2020

年， 力争全区生猪存栏达

到3000万头，禽存栏达到1

亿羽以上。

全面实现主要农畜产
品可追溯

严格落实责任和公共

财政投入保障机制，落实

部门监管责任追究机制，

构建“从农田牧场到餐

桌” 的全程监管链条，建

立健全信息通报、问题曝

光和问题约谈制度。严格

落实生产经营单位主体

责任，全面推行质量安全

责任制和承诺制， 加快农

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

建设。

强化重大动植物疫情

疫病防控能力。 强化动植

物疫情疫病监测防控和边

境、 口岸及主要物流通道

检验检疫能力建设， 严防

外来疫病和有害物种入

侵。推进网格化移动监管，

深化追溯体系建设， 依法

加强对农牧业投入品的监

管， 打击各类非法添加行

为， 全面推进优势农畜产

品“明标上市、过程可查、

质量可溯”。 到2020年，我

区全面实现主要农畜产品

可追溯， 率先在农畜产品

质量安全县、 现代农业示

范区、国有农牧场实现质量

可控、问题可追、责任可究。

非二代社保卡今年年底停用

新报讯（记者张学博）
2月8日， 呼和浩特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了

《关于2017年底停止使用

非二代社会保障卡（医保

卡）的通知》，其中明确：从

2018年1月1日起， 参保人

员在定点医疗机构、 定点

零售药店就医购药时，停

止使用非二代社会保障卡

进行结算医药费， 须使用

第二代社会保障卡结算。

据了解， 已领取第二

代社会保障卡的参保人

员， 请到定点医疗机构或

定点零售药店激活社保功

能。 未领取第二代社会保

障卡的参保人员， 请拨打

“12333” 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咨询服务热线或登录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保障卡

服 务 网（www.12333k.cn）

查询制卡进度。经查询，已

制卡未领取的参保人员，

请按照查询结果的提示信

息，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

复印件领取第二代社会保

障卡。 第二代社会保障卡

未制作成功的请到相关部

门及时办理。

首府平均每3人拥有1辆机动车

新报讯（记者艾文涛）
2月9日，记者从呼和浩

特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所了解到， 截至2017年1月

31日，首府机动车保有量已经破百万，机动车驾驶人

达到1120638人。

据车管所计算机信息股股长云鸿雁介绍， 截至

2017年1月31日， 呼和浩特市机动车和驾驶人保有量

分别为1009333辆和1120638人，机动车驾驶人和机动

车保有量分别以约2.24%和2.5%的幅度增加。 如果按

照呼和浩特市常住人口300万人这个概数计算，那么，

目前呼和浩特市平均每2.97个自然人拥有1辆机动车，

平均每2.67个自然人就有1人持有机动车驾驶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