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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呼伦贝尔10月9日电 （记者 李
玉琢）近日，在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
基镇博克图村村委会大院内，75w千瓦光伏
电站已经并网发电。

这座电站今年5月开工，6月5日通过旗
电业局验收。村党支部书记刘子玉介绍，电
站每天可以发电400度（千瓦时），每年8万元
左右的纯收入，都用于帮扶37户贫困户脱贫。

呼伦贝尔市今年计划减贫1.9万人，贫困
人口减少51.2%。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
本之策。按照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
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生态保护脱贫
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的工作思路，今年，
呼伦贝尔市把54%的贫困人口列为产业脱贫
对象。

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市场需求，呼
伦贝尔市制定出符合当地实际的产业扶贫规
划，重点围绕乳、肉、草、药、菌、林、禽等10大
扶贫产业及加工业，带动贫困村形成一村一
品、一村多业主导产业。

呼伦贝尔市多渠道谋划精准扶贫。发展
电商扶贫，引进苏宁电商人才培训学校，开设
京东中国特产扎兰屯馆，培育了以张大妈“一
把木耳”为代表的贫困户直接创业型等7种电
商扶贫模式。发展光伏扶贫，引进青岛旭明
集团100MW光伏发电项目，探索出“光伏+
种植业、光伏+养殖业”等增收模式为脱贫辟
新径。发展文化扶贫，培育了以扎兰屯市工
笔画、羽毛画等旅游纪念品开发为代表的文
化产业扶贫企业 50家，带动贫困人口就业

1100余人。发展旅游扶贫，探索了农家乐、牧
家乐、“互联网+认养农业”体验游等旅游扶贫
模式，驱动贫困地区实现精准脱贫，发展特色
种养扶贫，培育了一批特色农林产品加工企
业。

在扶持模式上，呼伦贝尔进一步探索优
化“村企合作共建、产权收益、支部+、互助金
扶贫、金融撬动、能人带动、自主创业、众筹引
路、菜单式培训、救助支持”等精准扶贫模式。

金融支持是精准扶贫和产业发展的重要
保障。呼伦贝尔市整合各类涉农涉牧资金，
多渠道注水，汇聚资金项目办大事。各旗市
区设立产业扶贫资金，重点支持带动力强的
特色农牧业、旅游业、庭院经济、电商企业，实
现常态化扶持，不断壮大龙头企业、专业合作

社、专业大户、家庭农牧场等转型经营主体，
并与农牧户建立紧密利益连结机制，让广大
贫困户更多分享农牧业全产业链和价值链增
值收益。

今年以来，呼伦贝尔市金融扶贫富民增
收工程共投入财政扶贫资金4000万元，覆盖
294个嘎查村、12826户农牧民，贷款余额达
63997万元；金种子扶贫增收工程投入市本级
财政资金800万元，覆盖81个嘎查村，885户
农牧民，贷款余额达12275万元；中和农信小
额贷款项目累计发放贷款 6250 万元，覆盖
2796户。呼伦贝尔在全市现有公司中择优筛
选了28家具有市场潜力、带动能力强的龙头
企业作为扶贫龙头企业，投放1.65亿元金融
扶贫贴息贷款。

呼伦贝尔市让1.9万人走上产业脱贫路

■睛品库

■信息群

■重头戏

■新思路新动能

本报鄂尔多斯10月9日电 （记者 王
玉琢）今年以来，鄂尔多斯市在转型升级上求
突破，在改革创新上趟新路，在优势产业上找
精准，大力扶持现代服务业发展，电子商务、
文化旅游、健康养老等一批新兴产业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成为鄂尔多斯市经济增长的新
引擎。

位于东胜区的内蒙古淳点食品有限公
司，是专门生产蒙古族传统奶制品的企业。
过去，公司经营一直不温不火。今年年初，公
司与阿里巴巴、京东合作，通过线上线下同步
销售，产品销往全国30多个省市，一季度销售
额超过1200万元。

“我们已与俄罗斯等几个国家的企业达

成初步合作协议，期待通过搭上‘一带一路’
快车，把鄂尔多斯产品带出去，走出国门，走
向世界。”淳点食品公司负责人毕书杰说。

像内蒙古淳点食品有限公司一样，利用电
子商务迅猛发展的企业，在鄂尔多斯市有数百
家，电子商务已成为鄂尔多斯市现代服务业发
展的强力支撑。2008年成立的鄂尔多斯大河
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业务范围已从鄂尔多斯拓
展到威海、北京、武汉、郑州、杭州、广州等地，
业务涉及IT制造业、电子电器、快速消费品、汽
车零部件、化学化工、矿产建材、煤炭运输及生
活日用品等领域，今年上半年，公司物流业务
营业额较去年同期增长20%左右。

鄂尔多斯市还利用“天朗气清，自在养

生”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全力发展以健康、
养生、享老为特色的养老产业。居住在康巴
什仕博国际健康城的程旭东老人来自河南，
虽然在这里只住了短暂几天，却已经对这里
情有独钟。“来到康巴什后，感觉这里人居环
境特别好，可以说给老年人创造了一个很好
的休养平台。”

发展现代服务业，不仅创造“绿色GDP”，
还能解决和扩大劳动就业。年初，鄂尔多斯
市再次提出，把服务业作为调结构、促转型的
重要突破口，把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稳定增
长、产业转型、补齐短板的战略重点，围绕工
业转型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围绕集聚人
气商气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重点围绕资

源优势、产业布局和潜在市场需求，突出发展
现代物流、电子商务、文化旅游、金融服务、健
康养生、商贸服务等产业。设立了服务业发
展专项基金，为部分符合要求的企业免费提
供办公场所，对相关从业人员进行免费培训，
扶持现代服务产业的发展。启动建设了鄂尔
多斯电子商务网和第三方支付平台，鼓励更
多企业和个人开办网店，扩大鄂尔多斯产品
销售，促进经济与新型互联网经济的融合。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了鄂尔多斯市产
业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同时也成为带动
就业的重要载体，今年一季度，鄂尔多斯市现
代服务业实现增加值360亿元，对经济增长
贡献率达到42%。

鄂尔多斯市向现代服务业要绿色GDP

本报乌海 10 月 9 日电 （记
者 于海东）近年来，乌海市主动
作为，以医疗机构养老为依托，居
家养老为主导，多种方式解决老年
人养老问题，老年人的幸福感与满
意度不断提高。

在乌海市宜和老年公寓，有
400多名老人入住，其中三分之一
是 80岁以上高龄失能老人，三分
之一是高龄半失能老人。高龄老
人多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
管等疾病，非常需要强有力的医疗
保障，公寓借助毗邻乌海市樱花医
院的优势，得到了最及时的治疗。
前不久，一名老人突发脑出血，护
理院启动转诊绿色通道，老人在樱
花医院得到及时治疗。出院后，老
人在老年公寓护理院康复中心又
进行术后康复治疗。刚开始，老人
下不了床，康复师就到老人床前提
供康复服务。“转诊和治疗，都是公
寓护理院医生和樱花医院医生直
接对接，让子女省心放心。”老人家
属说。

乌海市宜和老年公寓是乌海
市医养结合示范基地之一。2014
年，宜和老年公寓成立了护理院并
与一墙之隔的乌海市樱花医院签
订合作协议。截至目前，乌海市共
有 10家养老机构，都像宜和老年
公寓一样与医疗机构进行医疗合
作。此外，全市还有 43家社区老
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农区养老服务
中心），也都与基层医疗机构开展
合作。

据统计，截至2016年底，乌海
市老年人口已达8万人，占全市户
籍人口的 16%。为有效满足社会
养老需求逐年增长的实际，近年
来，乌海市积极推动医疗资源和
养老资源融合发展，统筹医疗卫
生服务与养老服务资源，建起以
医疗卫生机构为平台，覆盖居家、
社区、养老机构的医养结合服务
体系。2016年，国家卫计委、民政
部联合下发通知，确定全国 40个
市（区）为第二批国家级医养结合
试点，乌海市成为自治区唯一入
选试点城市。

在乌海市，伴随着互联网和
12345、12349 服务热线等智慧化
养老服务的发展，老年人实现老
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途
径也更加多元化，居家养老的居
民借助智能服务，可以在家联系
社区工作人员，然后等候社区人
员上门服务。海勃湾区东山北社
区党委书记康炜说：“社区建立了
智慧党建 APP，有专门工作人员
分片负责社区老年人服务，老人
有什么需求，只要找对应的工作
人员就OK了。”

乌海市：
医养结合惠及银发族

本报通辽10月9日电 （记者 郭洪申）通
辽市纪委以学用《监督执纪工作规则》为主线，积
极推进规范化建设，不断锻造合格“打铁人”。今
年 1至 8月，全市立案 614件、党政纪处分 504
人 ，监督执纪能力快速提升。

通辽市纪委坚持问题导向，对照《规则》找不
足、查病根，靶向施策，由市纪委主要领导定期约
谈派驻纪检组负责人，强化派驻监督。目前，突
破“零立案”的纪检组已达到5个。与此同时，该
纪委针对队伍建设年活动中查摆出来的问题，制
定出台纪检监察干部“八小时以外”活动监督管
理办法、使用微信“十严禁”行为规范、讲课辅导
批备案制度、家访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把干部日
常监管触角从“八小时内”延伸到“八小时外”，严
格外出执行公务报备回访、专项巡查等制度，不
断强化内部监督，严防“灯下黑”。

通辽市

强化监督执纪处分504人

本报满洲里10月9日电 满洲里海关最新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8月，满洲里市中俄互市
贸易区交易额突破1亿元，达到1.03亿元。

2016年以来，满洲里互贸区深度开放被列
入满洲里市政府重点改革项目，互贸区改革开放
力度不断加大。随着互贸区整体功能的升级改
造，以及批发通道的正式启用，极大地提高了批
发出区货物的流通速度。目前互贸区内备案商
品有50大类、近600种商品。除了常规的俄罗
斯食品类商品外，新增了服装、人造水晶制品、皮
鞋、桦树皮工艺品、剃须刀、望远镜等10余种商
品，成为旅游旺季的热销产品。如今互市贸易区
已成为来满旅游游客一个休闲购物的好去处，尤
其是进入7月以来的旅游高峰，直接拉动了互贸
区的成交量。呈现购销两旺的态势。“不出国就
能买到纯正的俄罗斯食品。新开的免税交易B
厅里，俄罗斯商品更丰富，可选择的余地更大，我
和朋友真是不虚此行啊。”一位在互贸区免税厅
内购物的游客满意地说。

（朱雅娟 徐盛楠）

满洲里市

中俄互市贸易区交易额突破亿元

本报呼和浩特10月9日讯 （记者 刘洋）
近日，在呼和浩特市科技特派员网网站首页供求
信息栏目中，赛罕区科技特派员孙延贵用以色列
进口种子培育出的西红柿苗株出售信息的浏览
量达849次。如今，科技特派员工作已由单纯的
技术服务转变为创新创业的良好局面，科技特派
员成为农民致富的领路人。

截至目前，全市科技特派员服务覆盖和辐射
设施蔬菜种植面积7.5万亩，服务各类日光温室
（大棚）29472栋，服务农业科技园区、基地190
多个，服务规模化养殖场和养殖大户692个，引
进先进实用技术210项，引进新品种420个。由
科技特派员积极参加创新创业活动，创办、领办、
合办企业等科技经济组织232个，带动2万余户
农户实现增收，安置劳动力就业5万人次，解决
脱贫人数 3081人。累计投入专项资金1.16亿
元，下派科技特派员1654人次，产业规模由3亿
元发展到现在的45亿元，年产值由6000万元提
至现在的9亿元。

呼和浩特市

科技特派员带动2万余农户增收

□本报记者 刘玉荣 摄影报道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
黄”。眼下，五彩的大森林尽显秋日的风
韵。金秋9月，参加“白鹿岛”金秋赏山节
的游客，齐聚莫尔道嘎白鹿岛制高点，饱览
这一人间仙境，摄影爱好者们将森林最美
秋色尽收镜头。

莫尔道嘎国家森林公园是1999年经国
家林业局批准建立的大兴安岭首家国家级
森林公园，也是中国面积最大、位置最北、观
光线路最长、森林生态多样性最完整的国家

级森林公园。经过20多年打造，已建成旅
游景点14个，旅游环线100余公里，固定资
产达3.5亿元。连续四届获得“中国最令人
向往的地方”金牌单位，2005年被评为全国
农业旅游示范点，2010年获得中国秋季十
大旅游目的地之首称号，2013年晋升为国
家4A级旅游景区，2014年荣登旅游业最美
中国榜，2015年荣获首批“中国森林氧吧”
称号，2017年被列为呼伦贝尔旅游基地精
品旅游区。在旅游业影响带动下，莫尔道嘎
镇被国家4部委评为全国首批127家特色
小城镇之一。南有西双版纳，北有莫尔道嘎
的旅游品牌影响力越来越大。

金秋9月，在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
别里古台镇中小企业创业就业园区举行
的中蒙民族商品交易会上，牧民们在选
购心仪商品。据了解，此次展会为期4
天，来自国内和蒙古国共36家企业150
个展商参展。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摄

中蒙商品交易会

■镜观

人间仙境白鹿岛
白鹿岛晨雾。

来自全国各地
的旅客体验、领略
白鹿岛的大美。

本报呼和浩特10月 9日讯 （记者 郑学
良）近日，内蒙古银行呼和浩特分行与呼和浩特
市客运出租汽车行业协会签订线上支付战略合
作签约。这标志着该市出租车开通了线上支付
功能，市民乘坐出租车时，可用支付宝、通联支
付、微信支付、京东钱包、QQ钱包、蚂蚁花呗等
多种客服端来支付车费。

目前，呼和浩特市现有的6568辆出租车司
机办理了内蒙古银行百灵借记金卡，统一张贴由
内蒙古银行及通联支付统一监制的二维码。乘
客可以通过手机扫码支付车费，当乘客物品遗忘
在出租车上时，也能及时与出租车司机取得联
系。

在呼市乘坐出租车可以扫二维码了

本报二连浩特10月9日电 呼铁局二连站
坚持安全、高效、和谐、畅通的发展理念，优化服
务品质塑造窗口形象，提升服务效能，做大客货
运量。继去年进出口运量首次突破900万吨大
关，位居全路4大口岸站第二位，创建站以来最
高纪录，实现客货运量双收双赢，中欧班列增长
一倍以上，实现量的提升、质的飞跃。目前，累计
接运中欧班列265列，同比增长219%，完成进出
口运量696.18万吨，同比增长16.5%。

二连站秉承“口岸安全无小事、国际联运严
一格”的安全理念，形成一套完整的“三防”安全
风险控制体系。定期组织铁路、地方和“一关两
检”等单位召开协调会，与蒙古国铁路方面建立
日通话、月会晤机制，解决安全、联运等方面存在
的隐患。去年以来，积极配合“锡二”客货列车开
行；主动协调地方政府部门、联检联运单位发展
果蔬冷链和出口汽车运输；用心组织“口岸号”旅
游列车；优化中欧班列运输，坚持敞口接运，加快
通关速度，建设国境站货运信息交换平台。

（王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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