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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阿拉善 1 月 9 日电 （记者 刘宏章）前不久，
全长 53 公里、总投资 3400 万元的达来呼布至古日乃农
村公路顺利贯通。至此，2016 年阿盟新建农村公路总
里程达到 1000 公里。

2016 年以来，阿盟交通运输部门把加快推进农村
牧区公路建设作为交通精准扶贫和农牧民脱贫的重要
任务之一强力推进，年内实施农村牧区公路建设项目
40 个，新建里程 1026 公里，累计完成投资 6.92 亿元。

为实施好这项惠泽农牧民的民生工程，全盟各级交
通运输部门全面实施农村公路建设“七公开”制度；坚持

“政府主导、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执行、多部门参与”的建
设管理机制，严格落实农村公路建设日常检查督导、组
织实施验收和各项执行标准。全盟农村牧区公路的通
达深度有了进一步延伸，正向“村村通”“户户通”迈进，
铺筑了连接城乡（镇）、村村互通的幸福路。截至目前，
全盟农村牧区公路总里程达 6407 公里，苏木镇和嘎查
村通油路率分别达到 100%和 90%。

阿盟 2016年新建
农村牧区公路 1000公里

本报乌海 1 月 9 日电 （记者 于海东）日前，经自
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批准，由乌海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乌海市海勃湾生态涵养区保护条
例》正式公布，将于 2017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这是乌海
市首部地方性法规。

海勃湾生态涵养区位于乌海市海勃湾区北部，面积
42 平方公里。其中，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4 平方
公里，包括海勃湾区北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海勃
湾区千里山镇团结新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根
据《乌海市海勃湾生态涵养区保护条例》，乌海市有关部
门将对生态涵养区进行日常动态巡查，协助查处各类违
法违规行为，依法查处擅自移动或者破坏生态涵养区内
标识、界标、警示标志和隔离防护设施等行为。任何单
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生态涵养区环境的义务，并有权检举
污染和破坏生态涵养区环境的行为。生态涵养区内，饮
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外，在保障水源地和生态环境安全
的前提下，鼓励发展林业，可以适度发展农业和生态旅
游业，不得建设规划以外的产业项目。

乌海市出台首部地方性法规

本报呼和浩特 1 月 9 日讯 （记者 皇甫秀玲）呼
和浩特 120 医疗急救指挥中心继 2014 年推出手机 APP
拨打“120”后，为进一步提高急救方报警信息的完整性
和准确性，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最近又新增加“120 微急
救”呼叫平台。目前，该平台进入公开测试阶段。

“微急救”平台无须安装注册，只需搜索公众号“呼
和浩特 120”并关注，并在“我的”模块完善个人信息、健
康档案和紧急联系人即可。

当遇到紧急情况发生时，点击“微急救”功能模块选
择相应的功能进行呼救，在呼救的同时，用户的个人健
康信息和地理位置信息同时上传至指挥中心，这些信息
将随命令单发送到出车医院和急救车上，精准的定位，
完整的信息，大大缩短了报警、搜寻和派车时间，提高了
急救中心的响应速度和效率，预留的健康档案信息也让
急救医生在救护车到达现场之前就准确掌握患者信息，
为现场急救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同时，中心公众号“微
网站”还提供急救知识宣传、急救车辆甄别、收费价格信
息等服务。

首府120“微急救”平台上线

本报兴安 1 月 9 日电 （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近日，兴安盟红十字会收到深圳市沙井镇“爱心一族”学
会第十六年度学生资助款 2.86 万元，并将这笔资助款发
放给乌兰浩特市、科右中旗、科右前旗 3 个旗县市的 34
个贫困家庭。

据悉，兴安盟红十字会按照初中生每人每年 550
元、高中生每人每年 1000 元、大学生每人每年 1800 元
的标准资助了杭盖、山丹等 34 名学习成绩优异的贫困
家庭学生。隆冬时节，深圳“爱心一族”协会的善举让贫
寒子弟感受到了人间温情，受助学生通过写感谢信的方
式表达了感激之情。

兴安盟 34名贫寒子弟
获“爱心一族”协会资助本报赤峰 1 月 9 日电 （记者 徐永

升）隆冬时节，寒意逼人，可在克什克腾旗
宇宙地镇中心小学新改造的教师宿舍里却
温暖如春。这个 30 平方米的房间里，能看
电视、上网，洗澡，“这里的书桌、床、衣柜等
家具一应俱全，就像住在家里一样！”刚入
职不久的语文教师木其尔说，这样好的居
住环境让她扎根基层教书育人的信心更足
了。

自 2016 年 7 月始，赤峰市实施农村牧
区中小学办学条件提升工程。包括教师
宿舍、学生宿舍、运动场地升级改造及消
灭“土灶台、土锅炉、土厕所”等 1119 个项
目，总投资达 7.07 亿元。目前，整个工程

已完成投资 3.75 亿元，投资完成了 5 成以
上，2200 多名教师和 5300 多名学生搬进
新改造的宿舍，近 20 万学生享受到改造
运动场、消灭“三土”设施带来的舒适和方
便。

在阿鲁科尔沁旗绍根第二小学，投资
180 多万元新建近 1000 多平方米宿舍楼
已经完工，孩子们终于实现了一人一床的
住宿环境。刚刚搬入新楼的学生郭海颖
兴奋地说：“过去，我们在一楼住宿，40 人
住一个宿舍，空气不好，又拥挤。”不仅是
绍根二小，到 2016 年 7 月，全市基础教育
学校 1400 多所，在校生近 58 万人，仍有
8700 名学生睡在“大通铺”宿舍中。农村

中小学提升工程的实施，让像郭海颖一样
的孩子们住进了温暖宽敞的宿舍。“新楼的
水冲厕所特别方便，省得我们冬天再到室
外上旱厕了！”截至 2016 年 12 月，全市教
师和学生宿舍改造工程项目共开工 405
个，已竣工 234 个。

2016 年，林西县统部寄宿制小学新
建了标准化足球场，孩子们正在新建的
场 地 撒 欢 儿 地 追 逐 奔 跑 。 校 长 李 占 臣
说：“这个足球场下雨天也可以玩儿，没
有 那 么 多 尘 土 ，很 干 净 ，今 年 要 把 5400
平 方 米 塑 胶 跑 道 全 铺 完 ，那 就 更 漂 亮
了！”到 2017 年 8 月 底 前 ，该 市 要 在 200
人以上规模的学校建标准田径场地，按

照班额设置相应数量篮球场和排球场，
不低于塑胶场地标准；已硬化的田径场
地建设标准，不低于塑胶跑道和草坪足
球场；其余田径场地建设标准不低于“三
合土”场地的标准。

宁 城 县 一 肯 中 乡 中 心 校 投 资 60 万
元 ，改 造 了“ 土 灶 台、土 锅 炉、土 厕 所 ”。
新建成的锅炉房在这个冬天为孩子送去了
温暖。校长郝兆民说：“室内温度基本达到
恒温，学生起居更加方便，还防止了煤气中
毒、火灾等事故的发生。”目前，全市农村牧
区中小学运动场和“三土”改造项目共规划
630 个，总投资 3.5 亿元，目前 2 项工程共开
工 550 个，完成投资 2 亿元。

赤峰市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越来越“硬”

本报通辽 1 月 9 日电 （记者 郭洪
申）近年来，通辽市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加快推动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弘扬蒙
医药文化，集中力量，整合资源，聚集蒙医
药人才，全力做强做大蒙医药产业，用其独
特的自然优势、人文优势、地域优势和全产
业链优势，推动传承发展蒙医蒙药文化瑰
宝，惠及更多各族人民群众。

截至 2016 年底，通辽市已建成蒙中药
材种植基地 3 处，种植面积达 9.63 万亩。
蒙药产品涵盖生丸剂、片剂、颗粒剂、散剂、
硬胶囊剂、口服液 6 大类，市场占有率已达
全国市场 50%以上。拥有发明专利 3 项，
实用新型专利 2 项，蒙药品种达 240 多个，
量产品种 50 多个；有独家品种 14 个，国家
中药保护品种 15 个，有批准文号的品种
104 个，进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目录产品
48 个，非处方药产品 36 个。

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医药学院院长奥·

乌力吉说：“通辽发展蒙医药具有得天独厚
的优势，蒙药知识积淀丰厚，使用蒙药历史
悠久，蒙药人才相对富集，科研力量较强，
蒙药材资源丰富，生产、医疗单位比较集
中，还培育了比较稳定的市场。各种优势
叠加，建设中国蒙医药生产基地和药材种
植基地的基础非常雄厚。”奥·乌力吉说，自
治区蒙医药研发机构、检验机构、医疗机
构、蒙药产业、物流配送等要素均集中在通
辽市，全区蒙药产学研科技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 26 个缔约单位中，通辽市就有 8 个，
并涵盖科研、生产、医疗、种植、物流等领
域。

据了解，从 2014 年开始，通辽市财政
预算每年列支 3000 万元蒙药发展基金，支
持蒙药产业发展、人才培养和蒙医院建设
等。市政府还把蒙医药确定为战略性新兴
产业，专门出台《关于进一步扶持和促进蒙
医药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制定了《蒙医

药事业 5 年发展规划》和《蒙医药基金管理
办法》，成立了推动蒙医药事业发展领导小
组，以“立足国内、面向国际、实现蒙医药现
代化”为总体思路，实施打造名企、名药、名
院、名医“四名”工程。2016 年 12 月 30 日，
通辽市被授予“中国蒙医药之都”称号。

谈到蒙医药的传承和发展，通辽市副
市长贺海东说，“十三五”时期，通辽市将深
入贯彻落实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继
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实施“健康
通辽”发展战略。以扩大蒙医药产能、提高
市场占有率和品牌知名度为目标，积极打
造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现代蒙医药科
研和生产加工基地，把通辽建设成全国蒙
医蒙药产业核心区。

今后几年，通辽市要加快蒙医医疗服
务体系建设。加强蒙医机构基础建设，巩
固 6 个国家级蒙医重点专科，力争在“十三
五”时期新建 5 个国家级重点专科、10 个自

治区级重点专科。继续推进蒙医药和蒙医
诊疗技术标准化，积极发展医养结合、健康
旅游等新兴产业。加大蒙药材种植培育力
度，加快建立健全蒙中药药材种植标准体
系，力争到 2020 年，全市蒙药材种植基地
面积达到 30 万亩。要建成蒙药材交易平
台，力争通过 3 至 5 年时间，打造全国大型
药材集散地。要抓好蒙药龙头企业建设，
集中力量推进科尔沁药业与修正药业合作
的蒙药基地建设项目，推动内蒙古蒙药股
份有限公司在创业板申请上市。积极引进
一批实力较强的投资主体，打造现代蒙药
产业集群。要坚持把传统药做精、把特色
药做强、把创新药做深，加快研究开发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安全有效、附加值高的现代
蒙药新产品。同步研制开发以蒙药为基础
的食准字保健品、日用品、食品添加剂等绿
色产品，打造绿色蒙药产业链及现代化产
业集群。

通辽：蒙医药产业转型升级蓄势而发

本报锡林郭勒 1 月 9 日电 （记者 巴依斯古楞）
2016 年，锡林郭勒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首次突破百亿
大关，完成 105 亿元，同比增加 11.2 亿元，增长 12%。

2016 年，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锡盟各地密切关
注和跟踪分析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加强经济形势和
税源分析预测，加大对重点行业和重点税源企业的监
控力度，确保税收收入及时足额入库。与此同时，大
力推进“减羊增牛”战略和大数据产业发展等工作，
努力培植财源。加强非税收入源头控管，杜绝中间环
节滞留挤占财政收入，深入挖掘税收增收潜力，督促
各旗县加大欠税清理力度，积极清理历年陈欠，防止
新欠。

锡 盟 财 政 局 副 局 长 赵 飞 鹏 在 接 受 记 者 采 访 时
说 ：“ 这是锡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首次突破一百亿，收
入总量预计在全区各盟市中继续排第七位，增速排第一
位，较上年前移 2 位。”

锡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首次突破百亿大关

□文/图 本报记者 皇甫秀玲

“现在小区门口就有日间照
料室，里面有电视、沙发、茶几和
床铺，可以打牌聊天，还能享受生
活照料、膳食服务、应急救助等多
种服务，感觉比家还温馨。”1 月 9
日，在玉泉区五里营社区的日间
照料室，76 岁的郭秀兰老人满足
地说着心里话。“天寒地冻，出
门不方便，儿女们常常不在身边，
寂寞了到社区转一转，想玩了自
娱自乐一把；不舒服了刮痧拔罐
理疗一下；苦闷了就和大家倾诉
一下，来五里营社区消愁解闷的
孤寡空巢老人越来越多了。”郭月
枝老人说。

这里是抚慰老人们的场所，
也是孩子们的开心乐园，社区里
设有小小书桥儿童乐园，3000 多
册儿童画刊图书供附近的孩子们
免费阅读。此外，孩子们随时参
与感受故事会、手偶戏、皮影戏以
及手工 DIY、儿童美术和亲子手
工等活动带来的乐趣。

五里营社区副书记石瑛莉介
绍说：“五里营社区是村改居社
区 ，所 辖 6 个 小 区 共 4048 户 居
民，2016 年初，建成了便民服务
大厅、文体活动室、日间照料室、
图书阅览室、百姓影院等服务设
施一应俱全的五里营社区服务之
家，还配备了全覆盖的智慧玉泉
信息化管理系统，力争做到服务
民生有求必应，最大程度满足居
民的需求。近日，被评为全国创
新型社区建设示范区。”

■信息群

■重头戏

■镜观■睛品库

社区志愿者。

这里冬天很温暖

创意表演“尤克里里”。

照 料
间里的老
人们。

写 个 福
字迎新年。

社区文艺队为居民表演二人台社区文艺队为居民表演二人台。。

老人们在社区活动室自娱自乐。

本报兴安 1月 9日电 （记者 胡日
查）近年来，兴安盟结合实际、立足优势探索
产业扶贫新模式，对有劳动能力的4.3万贫
困人口，创新性地实施了“双扶双带”“菜单帮
扶”“托管经营”“合作共赢”等产业扶贫模式，
2016年确保22224人脱了贫。

“双扶双带”模式。“双扶”即政府扶持、
金融扶持，“双带”即企业带动、合作社带动。
兴安盟在落实好384个重点贫困嘎查村“三
到村三到户”自治区确定的扶持政策基础
上，进一步扩大扶持范围，盟旗两级财政对
463个非重点贫困嘎查村各安排50万元产
业发展引导资金。对贫困户全面推广“3带
1”“5带2”多户联保、大户联特困户全额担保
金融扶贫模式，探索通过保险担保、企业担
保、一卡通质押、土地经营权抵押等办法，扩
大贫困户贷款覆盖面。2016年新增扶贫贷
款10亿元以上。围绕特色种植，大力培育
农业龙头企业，把带动贫困户数量作为申报
龙头企业和获取政府扶持项目的重要条件，
现已发展区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27家。全
盟龙头企业带动农户23万户，带动贫困户
2.2万户，年户均收入1.2万元以上。通过政
府帮扶、资金援助、扶贫项目支持等方式，把
贫困户与合作社捆绑在一起。已组建农民
专业合作社2650家，带动贫困户1.2万户，
年户均收入1.5万元以上。

“菜单帮扶”模式。针对具有一定劳动
能力和发展意愿的贫困人口，实行“政府出
单、贫困户点菜、政府买单”的菜单式帮扶模
式。扎赉特旗胡尔勒镇浩斯台嘎查贫困户
白扎木苏家，新建的猪圈里圆滚滚的藏香猪
憨态可掬，这是老白“点单”选择的产业之一，
另外还有种植蘑菇和中药材2个扶贫项目。
猪仔和蘑菇、药材种子都由政府专项扶贫资
金买单，从种养到收获，由当地龙头企业或
合作社提供技术帮助，成熟后全部保底收
购。老白高兴地说，“菜单帮扶”让他家有了

“吉祥三宝”。
“托管经营”模式。通过实行托管式扶

贫，解决贫困户无资金、无技术、无劳动能力
的脱困之忧。政府利用产业扶贫资金帮助
购置大牲畜或机械设备等，牵线搭桥帮助贫
困户将其托管到合作社或企业代养代管，给
贫困农户返利分红，实现旱涝保收。

“合作共赢”模式。政府利用扶贫资金、
农业发展资金、金融支农资金，引导贫困农
户以土地、资金、技术、劳动等要素入股，抱团
开展合作经营，提高增收能力和抗风险能
力。2016年，全盟土地入股规模达到76万
亩，带动贫困人口人均收入4000元以上。
协调金融机构为贫困户提供产业扶持贷款，
要求贫困户将获得的金融扶贫贷款与合作
社、相关企业等进行资本金合作，带动贫困
农户年均收入6000元以上。

兴安盟
多种扶贫模式
让 22224 人脱贫

■新思路 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