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连英

2016 年，在全区金融机构的共同
努力下，我区金融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效
能不断显现，金融服务日趋完善，稳增
长、惠民生的作用显著增强。

存贷款保持两位数增长。截至去
年 11 月末，全区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
存款余额首次突破 2 万亿元，达 21085
亿元，同比增长 18.6%，高于去年同期
6.8 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 3007.4 亿元，
同比多增 1660.6 亿元。全区金融机构
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19181.6 亿元，同
比增长 14.5%，高于去年同期 1.3 个百
分点，比年初增加 2040.9 亿元，同比多
增 241.9 亿元。

信贷结构调整优化。去年，全区信
贷投放倾斜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贷款
大幅增长，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明
显加大。截至 11 月末，全区金融机构
中长期贷款余额 10578.1 亿元，同比增
长 17.3%，快于各项贷款增速 2.8 个百
分点。信贷资源持续向民生领域倾斜，
主要投向公路、环保、生态和其他公益
性项目。截至 11 月末，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贷
款余额同比分别增长 66.4%和 69%，分
别较各项贷款增速快 51.9 和 54.5 个百
分点。

棚 户 区 改 造 项 目 信 贷 投 入 增 加 。
国开行内蒙古分行和农发行内蒙古分
行利用人民银行抵押补充贷款（PSL），
有力地支持了棚户区改造项目顺利实
施。前 11 个月，累计发放棚改贷款 742
亿元，新增棚户区改造贷款 650 亿元，
占全区贷款增量的 31.8%。

个 人 二 手 房 交 易 贷 款 大 幅 增 加 。
去年，我区个人再交易房信贷投入大幅
增 加 。 截 至 11 月 末 ，再 交 易 房 贷 款
272.2 亿元，比年初增加 102.3 亿元，同
比增长 64%，有效地满足了群众的改善
型住房需求。

大力推广金融创新。积极开展“两
权”抵押试点，开辟农牧区融资抵押物
新渠道。截至 11 月末，全区“两权”抵
押贷款余额 39.95 亿元，共有 33 个旗县

（区）开展了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包括
耕地、林权、草牧场）抵押贷款，贷款余
额 37 亿元；有 4 个旗县（区）开展了农
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业务，贷款余额
2.95 亿元；稳步推进金融精准扶贫。据
初步统计，截至 11 月末，全区金融精准
扶 贫 贷 款 余 额 882.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7.8%。

金 融 服 务 供 给 侧 改 革 呈 现 新 亮
点。优化信贷投向结构，力促钢铁、煤
炭行业去产能。截至 11 月末，全区金
融机构采矿业和制造业贷款余额分别
同比增长 5%和 12.6%，分别低于全区
各项贷款增速 9.5 个和 1.9 个百分点 ；
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助力房地产
行业去库存。截至 11 月末，除保障性
住房开发贷款以外的房地产开发贷款
同 比 下 降 23.4% ，购 房 贷 款 同 比 增 长
12.7%。

金融服务
稳增长惠民生
亮点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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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1 月 16 日 讯 （记 者
李 永 桃 实 习 生 王 藤）鄂 尔 多
斯 市 视 非 公 经 济 为 地 区 经 济 的

“底盘”，下好创新发展先手棋，推
动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两个轮子
一 起 转 ，非 公 经 济 为 地 区 经 济 发
展扛大梁、挑重担、作贡献：目前，
全市共有各类非公经济主体 17.3 万
户，非公经济占 GDP、税收和就业的
比重都超过 70%；预计 2016 年实现
增加值 3280 亿元，增长 8%。

近 年 来 ，鄂 尔 多 斯 不 断 深 化
改 革 创 新 ，激 发 非 公 经 济 发 展 活

力。全市大规模组织开展“双创”
活 动 和 10 万 大 学 生 创 业 行 动 ，利
用库存商品房建设“双创”基地，发
展电子商务、健康养老、文化旅游
等产业。着力营造浓厚的创新创
业氛围，2015 年、2016 年连续两年
召开全市创新创业大会，调动起了
全市上下创新创业的积极性，目前
全市每 13 人中就有 1 人在创业。

深 入 推 进 简 政 放 权 ，彻 底 打
破“ 玻 璃 门 ”、“ 弹 簧 门 ”、“ 旋 转
门 ”。 全 面 清 理 行 政 事 业 性 收 费
项目，已清理、取消和下放行政审

批 事 项 202 项 ，在 全 区 率 先 公 布
了市旗乡三级行政权力清单。全
面推进商事制度、注册资本制度、

“ 五 证 合 一 ”、“ 先 照 后 证 ”登 记 制
度 等 改 革 ，有 效 激 发 了 市 场 活
力 。 2014 年 以 来 ，全 市 新 增 市 场
主体 7 万余户，新增注册资本 917
亿元。

创 新 发 展 离 不 开 制 度 保 障 。
近年来，该市制定出台了《鼓励和
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若干
规 定》《非 公 有 制 经 济 发 展 规 划》

《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实施意见》

等 政 策 文 件 ，进 一 步 明 确 了 非 公
经 济 发 展 的 目 标 任 务 、工 作 重 点
和 保 障 措 施 ，为 指 导 和 推 动 非 公
经济发展提供了遵循。为进一步
促 进 民 间 投 资 ，该 市 还 制 定 出 台
了《培 育 骨 干 企 业 做 大 做 强 实 施
意 见》《振 兴 羊 绒 产 业 发 展 意 见》

《进 一 步 扶 持 工 商 企 业 降 本 增 效
措 施》等 23 项 政 策 措 施 ，在 经 济
下 行 压 力 不 断 增 加 的 情 况 下 ，非
公 经 济 仍 然 实 现 了 稳 定 增 长 ，今
年 全 市 非 公 经 济 完 成 投 资 1431
亿元。

鄂尔多斯非公经济占 GDP税收就业比重均超 70%

□本报记者 王连英

近日，国家能源局复函，支持
我区开展风电供暖。

复函表示，内蒙古地区风能资
源丰富，供热需求大且供热地点相
对分散，适宜利用风电等可再生能
源进行分布式供暖。积极推动内
蒙古地区的风电清洁供暖，对于推
动内蒙古地区能源结构调整、治理
大气污染和减少散煤燃烧污染物
排放具有重要意义。

复函对我区开展风电清洁供
暖提出要求：

——“十三五”时期内蒙古自
治区规划风电清洁供暖最大新增

规 模 为 235 万 千 瓦 ，要 严 格 按 照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开展风电
清洁供暖工作的通知》中 1 万千瓦
风电配套制热量满足 2 万平方米
以上建筑供暖需求的标准开展建
设，增量项目供热总面积不低于
470 万平方米。

——风电清洁供暖的配套项
目应优先就近选取存量风电项目，
到 2020 年底，全区新增风电清洁
供暖总面积不低于 800 万平方米。

——对于新建风电项目，应结
合供热负荷深入分析落实项目的
消纳方案，通过与供热企业签订购
电协议等方式落实供热市场，确保
新建项目不影响存量风电项目的
运行。派出机构要加强对热负荷

落实情况的监管。
——要在进一步深化电力市

场化改革的基础上，探索建立符合
市场化原则的风电清洁供暖商业
模式，参与风电清洁供暖的项目由
电网企业按照有关规定确保最低
保障小时数以内的电量按分区域
的标杆电价全额上网，保障小时数
以外的电量通过与电制热用户自
主协商或者竞价的方式确定交易
价格，同时由电网企业合理收取输
配电费用，鼓励风电场自建配电网
和供热站，严禁采取奖励发电量的
方式开展清洁供暖工作。

复函强调，内蒙古自治区发展
改革委、能源局要高度重视风电清
洁供暖组织协调和建设管理工作，

明确项目建设单位和年度开发建
设方案，落实项目建设和配套电力
送出工程的规划和技术方案，统筹
做好风电、接网工程、供热站的衔
接工作。要组织相关单位及时签
订协议，加强对项目建设和运行情
况的监测管理，保证工程建设进
度、工程质量和工程顺利实施。国
家电网公司、内蒙古电力公司应按
照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要求，积极配
合做好列入开发建设方案风电清
洁供暖项目设施的配套电网建设
和电力供应保障工作。同时要深
入研究电力热力联合调度运行机
制和保障项目并网消纳的技术措
施，保障可再生能源供热项目供电
的安全可靠运行。

内蒙古风电供暖将成为现实

□文/图 本报记者 李永桃

“2016 年，我区通过实施多项降
成本举措，企业享受到了政策福利，
已实现‘轻装上阵’。预计全年可为
企业减税降费 630 亿元左右。”新年
伊始，自治区发改委有关负责人盘点
起我区降成本实效。

降成本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五大重点任务之一，2016 年内蒙古
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去产能
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工作的
通知》、《关于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着力做好降成本工作的实施
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按下降成本快
捷键。

降低企业税负成本。2016 年，我
区扎实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与缴
纳营业税相比，全区试点纳税人净减
税 15.7 亿元，原增值税行业增加抵扣
减税 45.2 亿元，合计减税 60.9 亿元

（注：上述税负变化不含建筑业、房地
产预征率因素影响减收情况）；通过
推进资源税改革，全区资源税完成
88.1 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0.2 亿元，
下降 0.2%；推进税收优惠政策落地，
全年落实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减轻纳

税人负担约 406.8 亿元。
降低涉企收费。清费立税，规范

了资源领域税费关系。将全部资源
品目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率降为零，停
止征收价格调节基金，取缔地方针对
矿产资源违规设立的收费基金，大幅
度减轻了企业负担。如取消招投标
过程中的建设工程承发包交易服务
费等。经过多措并举，2016 年预计减
轻企业和社会负担 25 亿元。

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全面落实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八条措施”，对符
合条件的全区 247 家企业、295 个项
目通过创业创新电子服务券补贴资

金 1283.1 万元；全面推进“助保贷”融
资服务，覆盖全区 50%的旗县（市、
区），预 计 全 区 盟 市 统 筹 面 将 达 到
75%，累计发放 796 笔 40.7 亿元“助
保贷”贷款；累计为各类中小微企业
降低、减免融资成本达 21.5 亿元。

降低用工成本。阶段性降低社
会保险费率，预计 2016 年可为企业
减轻失业保险费支出 7500 万元；全
区工伤保险平均费率进一步下降，平
均 费 率 为 0.77% ，较 2015 年 下 降
0.28%，预计 2016 年全年减负 1.4 亿
元；全力援助企业稳定就业岗位，通
过降低失业保险费率、下调失业保险

缴费基数、支付稳岗补贴等措施，切
实减轻企业负担。2016 年全区使用
失业保险基金为 346 家困难企业发
放援企稳岗补贴 48518 万元，涉及职
工 217626 人。

降低企业用能成本。全面落实
自治区电力多边交易、大用户直供、
风电消纳、电价补贴、价格联动等一
系列电力综合改革措施，2016 年累计
补 贴 电 量 632 亿 千 瓦 时 ，补 贴 金 额
11.64 亿元。全区共降低企业用电成
本 99 亿元。

降低企业物流成本。降低铁路
运价和杂费，对除低于国铁运价水平

或特殊计费方式的特价线外，实行特
殊运价的国铁线路及国铁控股合资
铁路整车煤运价水平以基准价为基
础 原 则 上 每 吨 公 里 下 调 1 分 。 自
2016 年 2 月 1 日起，神华包神铁路公
司对包神、甘泉地方铁路内装车的客
户分别给予运价下浮 18%、9%的优
惠。自 2016 年 2 月 19 日起，伊泰公
司管辖准东、呼准地方铁路，对经呼
准线运输煤炭给予运价下浮 10%的
优惠。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对大准
铁路短途运输收费标准每吨运价降
低 5 分。以上措施预计为企业年减轻
负担 5.6 亿元。

产经视点 服务台

□本报记者 李永桃 高慧

50 多岁的武川县耗赖山乡小泉
子村村民王才才日子越过越滋润！这
得益于当地依托蘑菇产业建立起来的
龙头企业与农牧民利益链接机制。

王才才从蒙禾源菌业公司建厂时
就和媳妇一起进厂打工，到现在已有
5 年时间。刚打工的时候，王才才因
大儿子结婚欠了 7 万多贷款。现在，
他不仅连本带息还清贷款，还给二儿
子娶了媳妇、买了新房，自己也在村里
买了两间正房，拥有了一个能发展菌
业庭院经济的大院子。两口子现在每
年收入 8 万左右，还不耽误抽时间种
地再挣个万数八千的。

武川县是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
县，农村人口多、旱作农业多、农业基
础设施薄弱，这些成为全县经济发展
的掣肘。耗赖山乡位于武川县东北
部，属于全县规划打造的现代生态农
牧业发展区。立足冷凉气候特点和中
东部地区人均土地较多的实际，加上
食用菌种植具有“不与农争时、不与人
争粮、不与粮争地、不与地争肥，比种
植业占地少、用水少，比养殖业投资
小、见效快、周期短”的特点，耗赖山乡
2012 年率先以产业扶贫的模式建起
了食用菌种植基地，确立了依托食用
菌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带动贫困群众

“挪穷窝、摘穷帽”的新模式。基地建
成投产后，充分利用了武川夏季出菇
旺季正好是全国其他区域出菇淡季的
错峰优势，实现了武川菌业的跨越式
发展，使村集体产业的发展步上了快
车道。

从 2012 年到现在，耗赖山乡村集
体企业蒙禾源菌业公司已带动该乡
700 多户 1600 多人实现了脱贫增收，
菌业公司的红利惠及了全乡 10 个村
委会 105 个自然村的所有脱贫人口，
部分农户在食用菌产业的带动下已迈
上了致富路。

以耗赖山乡小泉村村民为例，在
蒙禾源菌业有限公司打工的农民年劳
动收入 2.7 万元左右，公司还每年拨
付 20 万作为村民的收益分红。农民
在农闲时间还可在企业非固定打工，
每年达 300 多人次以上，让农民的钱
袋子更鼓起来。同时，蒙禾源菌业有
限公司每年还给全乡所有贫困户进行
产业项目分红，脱贫以后继续对经济
增收能力弱的家庭进行产业项目帮
扶。

在全县向着“人脱贫、县摘帽、奔
小康”的目标迈进时，武川县耗赖山乡
将集体产业进行企业化运作，蒙禾源
菌业公司按照“股份合作、规模种养、
集约经营、效益分红”的原则，做到了
以产业促发展，以产业帮脱贫，以产业
谋致富，加速了脱贫步伐，改变了以往

“种在地下，收在天上”的被动种植方
式，转变了“春种一坡，秋收一车”的粗
放生产活动，已率先让农民摘下了穷
帽子，鼓起了钱袋子。

蘑菇产业鼓了
耗赖山农民的
钱袋子

白塔机场通航 80 城

近日，随着自治区第 20 个机场——扎兰屯机场正式成功通航并首航呼和浩特，呼和浩
特白塔国际机场年通航城市达到 80 个。截至 2016 年底，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全年共有
来自全球 42 家航空公司投放运力，全年共投入客座接近 1100 万个，平均客座率达到
81.3%。 本报记者 金泉 摄影报道

客运飞机在等候出港。

在呼和浩特白塔
国际机场工作人员正
在装运行李。

我区多项降成本福利让企业我区多项降成本福利让企业““轻装上阵轻装上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