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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8月，人民银行包头市
中心支行、包头银监分局、包头市金
融办、包头市保险行业协会、包头市
扶贫办共同发起设立“包头市金融
职工众筹保险精准扶贫项目”，为辖
内国贫建档立卡贫困户小额贷款提
供保险保障，提高金融机构扶贫贷
款覆盖面。目前已众筹资金 101.8
万元。

该项目采取全市金融系统干部

职工众筹资金的方式。遵循合法、
自愿、诚信、非营利的原则，每名干
部职工自愿捐出人民币100元。项
目筹集资金专项用于包头市国贫建
档立卡贫困户贷款保障保险，由中
国人寿保险包头分公司设立专门的
险种，在不增加贫困户负担的前提
下，对精准扶贫对象的小额贷款进
行保险保障镶嵌。众筹资金开立专
户，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包头市

扶贫办作为该账户的共同管理、监
管方。并将捐款名单明细及资金使
用、结余情况在包头市扶贫基金会
网站上进行公示。

（陈建光 王建军）

包头市设立“金融职工众筹保险精准扶贫项目”
助力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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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本报记者 肖振英

“鸿雁，北归还，带上我的思念；歌
声暖，琴声颤，草原上春意暖……”民歌
《鸿雁》真切地唱出了离乡的游子情系
故土的深情。如今在内蒙古也有着一
批像鸿雁一样的人，响应家乡号召，从
祖国各地返回内蒙古，为家乡建设聚智
添力。

“我是包头人，有十多年没有在这
个季节回到包头。这次回来看到家乡
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家乡的人依然那
么真诚、纯朴，更坚定了我要参与家乡
建设的决心！”来自深圳的“鸿雁行动”
嘉宾明罡激动地说。作为“华南鸿雁行
动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她回包头除了
参加“鸿雁行动”对接会外，还完成了鸿
雁创业园项目的签约。该项目选址鄂
尔多斯江苏工业园，计划投资 200 亿
元，预计形成年产值500亿元。

长期以来，“人才缺失”都是制约
内蒙古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与发达
地区相比，内蒙古在生活条件、创业环
境、政策支持力度上都有较大差距，难
以吸引优秀人才“落地生根”。为解决
这一困境，2015 年，自治区党委组织
部积极探索，大胆创新，提出以乡情作
为纽带的柔性引才计划——“鸿雁行
动”，鼓励在区外工作的内蒙古籍高端
人才通过兼职、讲学、科研和技术合
作、投资项目等灵活多样的方式参与
家乡建设。

党委和政府搭台，人才和企业唱
戏。在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的牵头指导
下，“鸿雁行动”下设工业信息、农林牧
渔、财经法律、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旅
游发展6个业务组，自治区政府六个厅
局分别与6个业务组对接。自治区人
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进一步在北京、
上海、深圳等地设立了“鸿雁行动”工作
站，通过定期召开座谈会、邀请在外人

才回乡考察等方式，宣传介绍自治区的
投资环境和优惠政策。通过这个平台，

“鸿雁行动”嘉宾与自治区企业定期交
换投资意向、发展前景等信息，实现了
互通有无、互利共赢。

以乡情吸引人才，以人才带动企
业，以企业合作带动产业转移，“鸿雁行
动”启动一年来成果丰硕。

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赵志宏是“鸿雁行动”嘉宾的一员。
生长在草原的他，1986年毕业后来到
北京。2002年，赵志宏创办双杰电气
的前身双杰配电，在他的带领下，这家
高新技术企业大力投入自主研发，已取
得20余项发明专利，他本人也被评为
中国电气行业十大领军人物。在2016
年 8月举办的包头“鸿雁行动”对接会
上，他和其他40名各行业的专家被聘
为包头市“鸿雁行动”特聘专家，作为智
囊团队，为家乡发展建言献策。

“从小事做起、将事情做实”是“鸿

雁行动”嘉宾们的共识。呼和浩特市清
水河县是自治区级贫困县，这个因境内
一条清水河而得名的小县，却由于严重
缺水深陷贫困和落后，当地人畜饮水仍
主要依靠旱井和水窖。内蒙古驻上海
办公室通过联系“鸿雁行动”上海工作
站等机构，发起捐建“母亲水窖”项目，
筹集善款47万余元，兴建水窖33眼，解
决了石盘村189人、2173头牲畜的饮水
困难，改善了当地人民严重缺水的生存
状态。

在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产业转移
的大背景下，“鸿雁行动”积极推进北
京嘉宾企业与内蒙古各盟市进行洽谈，
通过企业合作实现产业落地。目前已
经成功举办了北京与乌兰察布市、锡林
郭勒盟、鄂尔多斯市、包头市4个盟市
的对接洽谈会，达成京蒙合作协议几十
项，合作内容包括马铃薯等农产品深加
工项目投资建设、现代农业技术转移中
心建设等。

“鸿雁行动”开拓柔性引才新渠道
本报包头2月13日电 （记者 格

日勒图）日前，AP1000核燃料元件生
产线合格性鉴定证书在中核包头核燃
料元件股份有限公司颁发，标志着我
国实现了 AP1000 核燃料元件国产
化，为我国研制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大型先进压水堆核燃料元件奠定
了重要基础，同时对推进AP1000核
电技术发展，加快国家核电技术自主
创新步伐，推动国家核电事业发展起
到积极促进作用。

中核包头核燃料元件股份有限公
司是由中核北方核燃料元件有限公
司、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中核建中核燃
料元件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的股份
制公司，2008年 12月注册成立，接受
美国西屋公司AP1000核燃料元件制

造技术转让，承担我国首条 AP1000
核燃料元件生产线建设。生产线于
2012年 3月开工建设，2014年 3月生
产线开始接受美国西屋公司生产线合
格性鉴定。2016年 10月全面完成生
产线合格性鉴定，标志着生产线全面
建成，具备正式生产AP1000燃料组
件能力。

据悉，中核包头核燃料元件股份有
限公司与三门核电站在京签署了
AP1000核电站首批国产化燃料组件
采购供应合同，这是三代核电AP1000
燃料组件国产化的重大里程碑，标志着
成功实现了AP1000燃料组件国产化
的国家战略。根据合同约定，该公司将
为三门核电1、2号机组第2、3、4燃料循
环批量化提供国产化核燃料组件。

AP1000核燃料元件生产线
获颁生产线合格性鉴定证书

本报2月13日讯 （记者 李文
明）记者从锡林郭勒盟生态保护委员
会获悉，锡林郭勒盟进一步完善生态
资源征占用预审机制，从源头上从严
把关，2016 年受理 171个项目，节约
保护草原 102.3 万亩。其中指导 11
个项目调整规划，减少使用草原93.4
万亩。

去年，锡林郭勒盟修订完善专
家论证和委员单位联审制度，进一
步规范审核程序，全年共召开专家
评审会 9 次、委员联审会议 7 次，受
理项目 171 个，申请征占用草原面
积 436.8 万 亩 ，核 准 通 过 项 目 159
个，涉及草原面积 334.5 万亩，核准
率 92.9%。同时，锡林郭勒盟积极开

展“回头看”工作，严格征占用草原
项目的过程监管，对项目用地情况
进行跟踪监督，坚决依法纠正批小
占大、批临长占、未批先建及位置挪
移等违法行为。共对 289 个征占用
项目进行了跟踪检查，查处违法行
为 32起。

据悉，锡林郭勒盟积极推进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2015年，锡林郭勒盟
成立生态保护委员会，对全盟生态保
护工作进行组织、协调和监督指导，并
履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草原征占用审
批职能，实行资源预审管理。锡林郭
勒盟专家论证联审制度得到自治区农
牧厅、国家农业部充分认可，并作为典
型在全国交流。

生态资源征占用预审机制
为锡盟节约保护102.3万亩草原

本报2月13日讯 （记者 张文
强 实习生 夏雨）近日，记者从内蒙
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新型智库建设
暨2016年度教育部重大项目启动仪
式上获悉，今后一个时期，内蒙古大学
将以“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内蒙古发展
研究等6个项目研究为抓手，着力加强
蒙古学研究中心新型智库建设。

这6个研究项目还包括内蒙古自
治区70年发展问题研究、“一带一路”
建设下的内蒙古农牧业产业组织体系
研究、“一带一路”战略与蒙古国“草原
之路”倡议的对接研究、中蒙俄经济走
廊建设中的边境经济发展研究、中蒙
经济合作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做好智库建设，首先要把握好
政治方向。”内蒙古教育厅副厅长张
亚民说，新型智库建设不仅要充分发
挥地缘和文化特色优势，还要打造一
流的人才团队，要精心选择好研究人

员，不断创新体制机制，激发研究人
员的创新意识和科研成果转化应用
意识。

内蒙古大学副校长、蒙古学研究
中心主任齐木德道尔吉表示，未来，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将以自
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为指引，坚持以

“开放、合作、流动，实现共同目标，
服务国家急需”的理念，以“一带一
路”建设中的内蒙古发展研究为主攻
方向，聚焦服务国家战略需要，充分
发挥中心基础研究的优势，聚合学科
力量，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产出具
有显示度和原创性的重大成果，为国
家处理中蒙关系、边疆建设和民族团
结服务。

据了解，近日，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
究中心入选中国智库索引（CTTI）首批
来源智库，是我区高校中唯一入选机构，
成为全国255所高校智库中的一分子。

内蒙古大学开展６个项目研究
夯实智库建设

本报2月13日讯 （记者 章奎）
日前，记者从自治区教育厅了解到，近
年来我区民办教育规模逐年扩大，截至
目前，全区已有3592个民办办学单位，
学历教育招生14.93万人，在校生41.44
万人，学校数、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分别
较上年增长7.55%、8.84%、6.75%。

近年来，自治区先后出台多项政
策大力扶持民办教育，对民办学校税
收、用地、建设等方面给予了与公办
学校同等优惠政策，对民办学校教师

的资格认定、职称评定、科研立项等
方面做出了与公办学校教师同等对
待、统筹管理的规定。提出对办学水
平和教育质量达到国家评估合格标准
的、有学历颁发资格的民办高等院
校，按照高等教育生均定额事业费的
10%给予奖励补助。同时，从2011年
起自治区政府设立民办教育发展专项
资金，每年给予民办学校2000万元的
奖 励 支 持 ，2013 年 奖 励 资 金 增 至
6000万元。从 2012年起自治区又设

立扶持民办幼儿园发展专项资金，每
年投入1亿元用于扶持普惠性民办幼
儿园发展。

在多项优惠政策的扶持下，我区民
办教育规模逐年扩大，全区已初步建立
起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从普通教
育到职业教育、从学历教育到职业培训
的民办教育体系，基本涵盖了教育的所
有领域。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区已有
民办普通高校10所、高中阶段教育学
校103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72所、幼

儿园2421所、各类民办教育培训机构
986个（所）。

据介绍，2015年以来自治区重点
加大了对民办教育的监督管理，对民办
学校办学许可证使用和换发管理及民
办学校资金使用范围、管理、监督、绩效
评价等各方面都作出了明确规定。自
治区第十次党代会提出，支持和规范民
办教育发展。下一步，自治区将按照新
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进一步加强对
民办教育的支持和管理力度。

我区已有3592个民办办学单位

本报2月13日讯 （记者 高慧）
记者在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2016年，
我区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意向
投资项目 88 个，项目数量同比增长 9
个，占全区新设对外投资项目总数的
77.19%；中方协议投资额6.3亿美元，同
比增长31.25%，占全区对外投资中方协
议投资总额的27.46%。

据悉，我区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投资领域主要涉及农林牧渔业、采
矿业、制造业、餐饮业、批发业、建筑业、
交通运输业、住宿业、信息传输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文化艺术业、仓储业、电力
热力生产供应业等。涉及国家有俄罗
斯、蒙古国、阿联酋、泰国、柬埔寨、哈萨
克斯坦、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斯里
兰卡、埃及、新加坡等11个国家。

去年我区企业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协议投资6.3亿美元

本报2月13日讯 （记者 李文
明）记者从兴安盟农牧业局获悉，2016
年兴安盟调整种植结构，经济作物播
种面积扩大到180万亩，玉米播种面
积同比减少198.38万亩，为今年推进
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奠定了基
础。

围绕“减粮增经添饲草”的种植业
调整思路，2016年兴安盟玉米播种面
积有效调减至1035.92万亩，达到了预
期目的。调整后的粮食、经济作物、饲
草比达到88.43：9.62：1.95，比例日渐
合理。种植业结构得到调整的同时，

兴安盟特色产业也得到强有力发展。
围绕推进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
基地建设，兴安盟种植业产业基地形
成了布局合理、优质高效、具有明显
地域特色的设施农业、庭院经济、甜
叶菊与甜菜、花生等特色经济作物优
势生产基地。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大
幅增加，其中甜菜、甜叶菊种植发展
迅猛，在订单拉动下标准化生产面积
分别达到 17.83万亩、6万亩，亩纯利
润在 1000 元以上，成为兴安盟调整
种植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经
济作物。

兴安盟调整种植业结构
增加农民收入

本报 2月 13日讯 （记者 许晓
岚）近日，记者从内蒙古赛科星繁育生
物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颁奖大会
上了解到，2016年，该公司开展家畜航
天育种实验、引入先进绩效管理模式、
大力推动校企合作，实现科技创新步伐
大跨越。颁奖大会上，赛科星公司拿出
500万元重奖优秀创新团队。

据了解，赛科星公司是我区唯一专
业从事家畜品种改良的高新技术企业。

长期以来，公司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在
性控技术领域创造了13项自主研发的专
利技术。其首创的超级二代性控冻精技
术，实现了奶牛性控技术产业化应用，市
场占有率连续五年位居全国第一，已经在
全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累计实施近
364 万例奶牛性控快繁业务，总产值约
60 亿元。2015年，赛科星公司成立了集
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人才培养与科技成
果转化为一体的内蒙古家畜种业与繁育

生物技术研究院。研究院拥有 30 余项
自主生产技术，并参与制定了4项国家和
地方标准。

2016年，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
势，赛科星公司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力
度，推动企业发展。赛科星研究院开展
了家畜航天育种新技术开发，我区5种
优势家畜体细胞随着实践10号卫星被
带入太空预定轨道。这是世界上首次
在太空进行家畜航天生物育种实验，对

于丰富我国家畜品种资源库具有重要
意义。此外，赛科星的创新项目“以‘受
精推流’原理为基础的奶牛性控冻精生
产新技术开发与产业化应用”，还获得
了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该项目获
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6项，在国内外发
表相关学术论文27篇，在全国4200余
个牧场推广应用性控冻精233.9万支，
繁育母犊87.7万头，进一步推进了我国
奶牛良种化进程。

我区奶牛性控技术市场占有率连续5年居全国第一

苏尼特右旗桑宝
拉格苏木额尔敦塔拉
嘎查现代化肉牛集中
育肥示范基地，吉日
嘎拉在忙着给牛喂饲
料。该基地由中国航
空公司投入帮扶资金
500 万元，额尔敦塔
拉肉牛繁育合作社自
筹资金 200 万元经营
管理，2016 年合作社
储栏 500 头西门塔尔
肉牛，纯收入 100 多
万元，带动脱贫牧民
10 户。截至目前，苏
尼特右旗已有养牛合
作社 10 多家，肉牛养
殖 头 数 增 加 到 5000
多头，有 600 多户贫
困农牧民从事养牛产
业。
本报记者 金泉 摄

2 月 13 日，社区居民在查询自己的社保信息。为了方便社区居民求职、查
询养老、工伤、生育保险等公共服务办理进度，包头市昆都仑区民政局在辖区内
78 个社区配备了职介服务终端，居民只需刷身份证就可以办理求职、查询等业
务。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职介服务终端 方便社区居民

减羊增牛
初见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