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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阿妮尔

在乌兰察布市凉城县，提起张爱栓
经营的岱海镇三苏木村委会赵家村十
二作坊，在当地农户中的知名度很高，
因为他们所种植的土特产都可以拿到
这里来销售。

现年55岁的张爱栓是土生土长的
凉城县人。在他看来，凉城县不仅有独
特的旅游资源，更有吸引力的是凉城县
为当地贫困户重点打造的赵家村十二作
坊这个实施精准脱贫的好平台。

赵家村十二作坊是凉城县重点扶
持发展的村集体经济试点项目，主要依
托当地美食十二作坊、农家乐餐饮体验
中心、民俗艺术展示区等项目发展餐饮
旅游。今年开业4个月以来，已接待游

客8000余人次，营业额达到三四十万
元。张爱栓告诉记者，岱海镇赵家村十
二作坊的运作首先考虑的是解决贫困
户、低保户的就业问题，目前已有16名
贫困户在这里实现了就业。

在赵家村十二作坊，记者见到了在
这里蹲点扶贫的第一书记王大猛，像王
大猛这样长期蹲点的派驻书记，凉城县
共有130人。眼前的王大猛衣着朴实、
肤色黝黑，他是今年春天由乡镇调上来
负责精准扶贫的。据王大猛介绍，三苏
木现有8个自然村、136户贫困户，这些
自然村的贫困户都由他负责。目前，通
过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医疗扶贫和民
政兜底等形式、已脱贫致富的有 106
户，剩余的30户正在脱贫中。王大猛
说：“到今年年底，我相信自己辖区的贫
困户都能脱贫。”

兴办产业才能开流活源。在采访
中记者了解到，凉城县对缺技术、缺资
金、缺劳力的贫困户采取分门别类建立
台账和档案，因地制宜发展订单农业、
托管养殖、农家乐、渔家乐。同时，将重
点放在了龙头企业带动、“点菜”扶持和
金融贷款等产业扶持措施上，只要村民
有劳力、有意愿，他们就放宽条件给予
扶持。

“目前全县有8个乡镇、27个行政
村、1323家贫困户、3081名贫困人口被
纳入我们公司成为产业扶贫对象。为实
现贫困户如期脱贫，政府筹资2650万
元，专门购买了1323头基础母牛托管在
这里，每年贫困户每头牛户均分红
1000—2000元。”在凉城县海高牧业养
殖公司现场，谈到产业扶贫时，公司负责
人张玉川如是说。据他介绍，凉城县的

产业扶贫主要有“托管型”、“ 订单型”、
“ 流转型”和“打工型”四种脱贫模式，在
他们公司实行的就属于抓党建、促脱贫
的“托管型”模式之一。

凉城县通过产业扶贫，不仅激发了
贫困户的内生动力，引进和培育了市场
主体，构建了利益联结机制，而且确保
了贫困群众通过产业发展实现长久稳
定脱贫。

据了解，今年以来，凉城县已对
2014至2015年度已经脱贫的贫困户继
续给予每户3000元左右的巩固发展扶
持补贴。同时，对2016至2017年度建
档立卡贫困户继续给予每户5000元的
发展生产扶持补贴。经过几年的持续攻
坚，凉城县的精准扶贫工作已经取得了
阶段性成果，到今年底，争取实现“人脱
贫、村退出、县摘帽”的预期目标。

兴办脱贫好产业
产经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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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永桃

9 月 22 日，在占地 1000 多亩的
巴彦淖尔市富川现代肉羊产业化循
环经济科技示范园区，来自甘肃省发
改委的柴丽萍惊呼：“这里的养殖水
平这么高，养殖规模好惊人！”

“富川富了不算富，带动农牧民
共同致富才算富。”本着这一理念，富
川紧紧捆牢与农牧民利益联结纽带，
形成“企业+合作社+农民”模式，带动
了合作社20多个、小型养羊户2000
多户、大型养羊户600多户。如今，富
川已升级为国家重点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同时直接带动养殖户户均增
收5000多元，间接带动农牧户10万

多户，增加效益3亿多元。
201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内蒙古时明确提出，要积极探索，创
新机制，在建立完善龙头企业与农牧
民利益联结机制方面走出一条新路
子。带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
我区以构建完善龙头企业与农牧民利
益联结机制作为先行先试改革任务，
成立了自治区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印
发《关于深化农村牧区改革建立完善
龙头企业与农牧民利益联结机制的意
见》《关于进一步完善农（牧）企利益联
结机制的意见》，研究总结出5种紧密
型利益连接方式，分别是订单合同型、
股份合作型、服务协作型、流转聘用
型、农牧业产业化联合型。目前，全区
有 214万农牧户进入产业化经营链

条，农牧民与龙头企业利益联结机制
比重达到81%，紧密型联结比例达到
43%，比2013年提高13个百分点，农
牧民人均产业化经营收入达到5264
元，比2013年增加1534元。

令人欣喜的成绩背后是我区不
断推陈出新的扎实举措。

支持龙头企业发展。我区积极
落实国家专项建设基金。2015年，为
解决农牧业龙头企业项目建设资金
缺口问题，国家设立了农村产业融合
示范专项基金。经积极争取，国家现
已同意发放基金19.6亿元，支持民丰
燕麦胡萝卜生产基地、秋实生物胶原
蛋白肠衣、兆丰河套优质小麦基地等
9个与农牧民利益联结紧密的产业融
合示范项目开工建设。

扩大企业融资渠道。今年，我区
设立了绿色农牧业发展引导基金，

“十三五”期间每年安排投资1亿元，
通过与盟市政府共同发起农牧业产
业专项基金，吸引社会资本进入，解
决农牧业企业融资难问题。目前已
落实引导基金2亿元。

推进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
2014年以来，我区累计争取农牧业基
础设施建设资金41亿元。农业方面，
实施千亿斤粮食增产田间工程，落实
中央投资 30亿元，建设高标准农田
250万亩，新增粮食生产能力10亿斤；
畜牧业方面，实施牲畜标准化规模养
殖场建设项目和种养结合整县推进工
程，落实中央投资10亿元，与乳品龙
头企业合作改扩建奶牛养殖场 238

处，支持农牧户改扩建奶牛标准化规
模养殖场387处、肉牛肉羊标准化规
模养殖场918处。质量监督方面，实
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
项目，落实中央投资9809万元，建成
自治区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
心2个、盟市级检验检测中心9个、旗
县级检验检测中心15个，实现全区三
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网络全覆盖。

加强产业融合试点示范。去年，自
治区政府印发实施《关于推进农村牧区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争
取国家同意和林县、阿荣旗、五原县、宁
城县为全国“百县、千乡、万村”产业融
合示范县级试点；组织盟市筛选苏木乡
镇产业融合试点40个和嘎查村产业融
合试点381个。目前，和林格尔县利用

龙头企业辐射带动能力强的特点，支持
企业设立融资担保公司、开发养殖商业
险与食品安全责任险，打造百万只养殖
规模的肉羊产业联合体。宁城县发挥
专业合作组织联企带农的桥梁作用，培
育各类合作组织2708家、农产品专业
服务协会21个，通过“龙头企业+合作
组织+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形成
稳定的购销关系。五原县大力发展

“互联网+农牧业”模式，建成河套电子
商务产业园，通过引导入住电商与种
植户、专业合作社、涉农企业建立利益
分享机制，确保农牧民获得合理收入。

政策保障，多方扶持。相信在利
益联结机制推动下，我区更多的龙头
企业会牵手农牧民在共同富裕的小
康之路上砥砺前行！

财经眼

□本报记者 杨帆

为了规范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财
务管理，防范境外投资风险，财政部
日前印发了《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财务
管理办法》（财资〔2017〕24号，下称
《办法》），并已正式施行。国企是我
区对外投资主力军，业内人士认为，
《办法》的实施，将对内蒙古全方位扩
大对外开放产生积极影响，全区国企
融入“一带一路”并开展境外投资面
临三大利好因素。

《办法》明晰境外投资财务管理职
责，分别界定了直接开展境外投资的国
有企业、国有企业集团公司和各级人民
政府财政部门的财务管理职责。目前，
我区国有企业境外投资领域已涉及能
源、电力、农畜产品加工等多个领域，去

年，以我区国有企业为主，全区企业已
在“一带一路”沿线17个国家开展境外
投资，投资规模有明显扩大趋势。在这
种情势下，明晰境外投资财务管理职
责，有助于我区国企随时调整优化投资
方向、降低投资成本，以免因财务管理
不善而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办法》要求境外投资事前决策
必须考虑财务可行性，对财务尽职调
查和可行性研究的形式与内容作出
规定，同时强调履行决策职责的书面
纪要、申请回避等程序，以利于遏制
违规决策和盲目决策等问题。内蒙
古正处于国有企业投资转型、产业转
型关键时期，在融入“一带一路”中参
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投资合作也是内
蒙古国企实现“走出去”、扩大市场份
额的重要战略选择，考虑财务可行
性、遏制违规决策和盲目决策，有利

于我区国企在对外开放和融入“一带
一路”中降低或避免投资风险与误
判，提高投资收益水平。

《办法》要求投资方要建立健全
境外投资企业（项目）台账，建立健全
境外投资绩效评价机制，依法接受主
管财政机关的财务监督检查和国家
审计机关的审计监督。波及全球的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全球产业结构大
调整一浪高过一浪，国际能源原材料
价格大幅波动，这使得集中在能源、
原材料领域的我区国有企业遭遇了
一场胜于以往的结构调整阵痛，而新
常态下全区国企现代企业制度的全
面建立、健全和完善仍需时日。为
此，客观地讲，我区国企应对市场风
险特别是应对境外投资风险的能力
有待进一步提升。在这种背景下，建
立健全境外投资企业（项目）台账，建

立健全境外投资绩效评价机制，接受
主管财政机关的财务监督检查和审
计监督，有利于境外投资的我区国有
企业降低投资风险，实现投资格局由
目前总体上单一的能源行业投资向
科技、电信、汽车运输、工程施工、基
础设施等多元化行业投资拓展，在融
入“一带一路”中实现产业多元化发
展和多极支撑。

此外，《办法》还就境外投资企业
（项目）的预算管理、资金管控、成本
费用管理、利润分配、信息管理等方
面作出具体规定。

区内多年研究国企投资运行及
宏观经济的专家认为，《办法》的实
施，有助于我区国有企业实现境外有
效投资，并由此而提升盈利能力和投
资回报率，为我区主动融入并服务

“一带一路”再立新功。

政策利好因素助力我区国企境外投资

□司咏梅

在内蒙古的发展格局中，信息化
是重要支撑，推进“五化”协同就是要
充分发挥信息化对新型工业化、农牧
业现代化和城镇化的支撑作用，在更
高层次上推进我区现代化建设。

当前，推进我区信息化进程面
临着许多新机遇和新条件，在国家
层面，“宽带中国”战略、“互联网+”
行动、云计算创新、大数据战略等
一系列政策规划的实施，为信息化
推进、信息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
力；在自治区层面，我区经济转型
升级对信息化发展带来了新需求，
建设“五大基地”、实现“五化”协同
都需要依托信息化有效推进。要
牢牢把握这一系列重大机遇，大力
实施网络强区战略、“互联网+”行
动计划和大数据发展战略，为我区
未来发展插上“云”翅膀，推动我区
经济社会发展飞向新云端。

推进我区信息化，需要着重加
强三个方面的重点工作。

一是进一步加强信息基础设
施建设，提升信息化支撑能力。以
宽带普及提速和融合发展为重点，
实施“宽带内蒙古工程”，加快构建
宽带、高速、融合、安全的信息通信
基础设施。

二是加快培育发展信息产业，
强化产业支撑能力。坚持“以化促
产、产化互动”，以我区列入国家大
数据综合试验区为契机，大力发展
大数据云计算产业，将大数据产业
发展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紧密结
合，加强大数据资源开发应用，鼓
励行业、企业深度加工应用数据
库，发展数据挖掘分析、精准营销
和商业智能等大数据应用服务，将
内蒙古打造成为我国北方大数据
中心和云计算产业基地。

三是加强信息资源开发，提升
信息化应用水平。信息资源重点在
开发、关键在应用，加强互联网、云
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融合应用，加大“互联网+”行动
实施和推进力度，全方位、多层次推
动信息技术在工业、农牧业、服务
业、智慧城市建设、电子政务、社会事
业等各行业、各领域的覆盖渗透、应
用集成和融合创新。围绕我区工业

“四大基地”建设，积极推进“两化”深
度融合，在工业领域全面普及信息技
术，促进工业转型升级。依托信息技
术转变农牧业生产及发展方式，加快
农牧业信息化建设，实现信息化与农
牧业现代化深度融合。加强智慧城
市建设，推动信息化在城镇规划、建
设、管理、服务领域的深度应用，促进
城镇化和信息化协调发展。加快能
源、水利、气象、林业、环境资源等领
域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升
级，着力推进资源环境信息化，引领
生态文明建设，通过信息化提升“绿
色化”水平。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发展研
究中心副研究员）

为我区发展
插上“云”翅膀

自治区重点项目国道 210
线添漫梁北至越家壕（查干）段
改线工程，问家湾互通上跨
109 国道目前正在进行桥梁施
工。该项目是内蒙古自治区公
路网规划中的一条纵线，既是
自治区公路主干线，也是内蒙
古通往西部地区的公路大动
脉，与国道 109 线交汇呈十字
架 状 。 该 项 目 主 线 路 全 长
62.911 公里，力争在今年底主
线黑色路面全部拉通。

本报记者 冯雪玉 摄

我区又一条公路
动脉竣工在即

服务台

9月26日资讯点击：

9月26日资讯点击：

□本报记者 李永桃

近日，中国石油呼和浩特石
化公司（以下简称呼石化）在全公
司范围内开展了全方位的安全生
产大检查活动。

今年以来，呼石化牢固树立
“安全环保是最大效益”“大平稳就
是大效益”“大优化出大效益”的理
念，落实企业安全环保主体责任，
打出“大干三十天、打好攻坚战”生
产经营月度劳动竞赛、安全隐患大
排查、安全生产大检查一系列“组
合拳”，多措并举筑牢安全环保“防
火墙”。

通过严把安全生产关，公司实
现了安全环保总体受控。今年前8
个月，公司累计加工原油303.43万
吨，实现销售收入141.62亿元，实
现税费56.15亿元。综合损失率、
炼油综合能耗、单因耗能、新鲜水单
耗等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同比均有
提升，特别是加工负荷率同比提升
了12.02%，创500万吨项目开工
投产以来最好水平。

呼石化牢筑
安全环保“防火墙”

□本报记者 王连英

10月 9日，A股三大股指悉
数上涨，迎来十月开门红。截至
收盘，沪综指报 3374.38，上涨
0.76%；深成指报11264.27，上涨
1.60%；创业板指报 1889.84，上
涨1.22%。

当日，受到假期央行宣布定
向降准的影响，沪深两市早盘双
双大幅高开，沪综指更是一举高
开突破3400点，沪深指数也因高
开刷新了本轮上涨以来的新高。
但股指短暂上冲后震荡回落，个
股方面涨多跌少。午后，沪综指
涨幅收窄，早盘大幅高开的银行、
券商、钢铁等板块纷纷回落，沪综
指涨幅跌回 1%以内，全天走势
呈现高开低走形式，深成指相对
沪指强势一些，保持 1%以上的
涨幅。

盘面上，行业方面，电信运
营、通信设备、半导体、汽车、银
行、家用电器、保险、互联网、软
件服务涨幅居前，其中，家用电
器、汽车、计算机等涨幅最大，分
别上涨3.25%、2.47%、2.35%；船
舶、旅游跌幅居前。个股方面，
沪深两市有 2587 只个股上涨，
其中非 ST股涨停 60只；520只
个股下跌，其中非 ST 股跌停 2
只。两市成交金额 5376.10 亿
元 ，比 上 一 个 交 易 日 增 长
25.02%。内蒙古板块的股票涨
多跌少，华资实业涨停，金河生
物、兴业矿业等 10只股票涨幅
均在1%—4%之间。

A股迎来
10月开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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