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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纸·MINGBAIZHI

我区规范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

本 报 1 月 8 日 讯 （记 者 韩 雪
茹）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日前，自
治区财政厅和自治区扶贫办联合印发了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
评价办法》的通知，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我
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保证资金管
理使用的安全性、规范性和有效性。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的原
则是聚焦精准、突出成效，科学规范、公
开公正，分类分级、权责统一，强化监
督、适当奖励。资金绩效评价主要包括
资金投入、资金拨付、资金监管、作用成
效等内容，并且分为优秀、良好、及格、
不及格四个等级。资金绩效评价结果
纳入盟市党委和政府扶贫工作年度成
效考核，并作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
因素之一。

资金绩效评价的依据包括中央和
自治区的方针政策；国务院、自治区扶
贫开发领导小组和财政、扶贫等部门制
定印发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扶贫项
目管理的有关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
统计部门公布的有关扶贫统计数据，财
政、扶贫等部门反映资金管理的有关资
料和全区扶贫开发信息系统的有关信
息；各盟市上年度扶贫开发计划执行情
况总结和资金拨付文件及相关资料；审
计部门出具的有关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审计报告；财政监督检查机构出具的有
关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检查结果及其他
相关资料等几个方面。

□钱其鲁

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
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必须尽快补上贫困短板。

日前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坚持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注重扶
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瞄准贫困人口精准帮扶，聚

焦深度贫困地区集中发力，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
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多年的扶贫

经验也证明，给钱给物只能解一时之困，发展产业才
是拔掉“穷根”、稳定脱贫的“金钥匙”。我区幅员辽
阔，各地在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市场需求上千差万
别，推进脱贫攻坚工作自然也不能都是一个模版，应
该立足自身实际，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商则商、宜
游则游，发展特色产业，为贫困户提供全产业链服
务，提高产业增值能力和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能力，

为贫困群众稳定增收奠定坚实基础。
四子王旗立足实际，结合当地优势特色产业，实

行“政府+企业+银行+贫困户”的脱贫模式，不但极
大地调动了贫困户的积极性，激发了贫困户的内生
动力，还实现了多方共赢。可以说，“授人以渔”的开
发式产业扶贫，变“输血”为“造血”，让农户、企业、市
场的每个细胞都得以激活，群众的参与程度和参与
热情更高，经济效益和带动效益也更加明显，是走中
国特色减贫之路的生动实践。

◎新作为·XINZUOWEI

“互联网+”
助力“绿色土默川”
走向全国

本报 1 月 8 日讯 （记者 李晗）记
者从自治区供销合作社获悉，呼和浩特市
绿色土默川现代农业农民专业社联合社
整合耕地资源，提升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全力打造“绿色土默川”地域农业品牌，以
品牌连接专业合作社和农户，以品牌农业
战略带动和倒逼农业标准化、有机化。

绿色土默川现代农业农民专业社
联合社利用当地优质农副土特产品，建
立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的绿色产业
链。目前，联合社共开发绿色土默川系
列产品 12 个，开发应季特色产品 8 个。
同时，在呼和浩特市供销合作社“互联
网+”思维模式的引导下，该联合社在第
一时间组建了内蒙古绿色土默川供销 e
家电子商务营运中心，开始实施“互联
网 + 农 业 ”“ 互 联 网 + 品 牌 ”的 商 业 实
践。绿色土默川供销 e 家电子商务营
运中心融商品信息、交易、配送、服务于
一体，采取线下体验店及商超配送与线
上推广、交易、结算相结合的运营模式，
架起一座连接生产者及品牌方与市场
及消费者的桥梁。截至 2017 年底，已
有近百种绿色土默川品牌商品进入电
商平台，莜面、小米等杂粮远销北京、上
海、湖北、湖南、福建等地。

本 报 1 月 8 日 讯 （记 者
钱其鲁）近日，全区粮食流通统
计培训班在呼和浩特举办。本
次培训的主要内容是讲解统计
业务知识，部署下一步统计工
作。各盟市粮食局业务科长、相
关统计员和部分粮食经纪人共
计 101 人参加了培训。此次培
训采取统计专题讲座、粮食经纪
人座谈、答疑解惑和考试等形
式，便于统计员更好地理解和掌
握。

本报巴彦淖尔 1 月 8 日电
2017 年以来，巴彦淖尔市乌拉
特后旗积极开展农业综合开发
产业化项目，对实力较强、运行
规范的合作社进行连续扶持 。
截至目前，累计投入产业化项目
财政资金 4111 万元，共扶持产
业化发展项目 14 个，涵盖绒山
羊、肉羊、红驼养殖以及蔬菜培
育、粮食深加工等项目。产业化
发展项目的建设，使该旗年新增
肉类生产能力 119.8 万公斤，年
新增奶类生产能力 22.8 万公斤，
年 新 增 果 蔬 生 产 能 力 72 万 公
斤，年直接受益农户数 3981 户，
直 接 受 益 农 民 收 入 增 加 总 额
1489.73 万元。 （萨仁格日乐）

◎直播 Live·ZHIBOLIVE

吃水难题解决了
□本报记者 张慧玲

“以前的水，做饭饭发黄，浇菜菜发
苦，哪有这水好喝。”赤峰市敖汉旗长胜
镇乌兰巴苏村的张玉忱看着自家水龙
头里流出的水，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
们过上了和城里人一样的‘拧水龙头’
的生活，多年的吃水难题解决了！”

乌兰巴苏村是高氟水区，由于长期
饮用高氟水，村民们不仅牙齿变黄，很
多人还患上了大骨节病。如今，村民们
再也不用为吃水问题发愁了，只要打开
水龙头，清澈甘甜的自来水就会汩汩流
出。

受益于饮水安全工程的不只是乌
兰巴苏村。2017 年，敖汉旗针对农村
牧区存在贫水、氟水、苦水、咸水问题的
实际，采取扩建水源工程、变更工程设
计、维修老工程等措施，投资 2494 万元
对北部 5 乡镇饮水安全工程进行扩建，
解决了玛尼罕乡、黄羊洼镇 2 个乡镇
14128 人的饮水安全问题。同时，通过
变更饮水安全工程设计，解决了敖润苏
莫苏木荷也勿苏嘎查、长胜镇长青村东
兴组 485 户 1864 人以及近万头只牲畜
的饮水安全问题。

敖汉旗还利用国家 2017 年小型人
饮工程资金 600 万元，新建改建工程
16 处，1230 户 4109 人的饮水安全得到
巩固提升。地方投资 470 万元，用于打
配水源井，安装入户设备，铺设输水主
管路、配水管路和入户管路，四家子镇
区 4 个自然村 3207 户 1.12 万人的饮水
安全问题得到解决。

□本报记者 施佳丽

“喝”着营养液，“住”着高层公寓⋯⋯鄂尔多斯
市达拉特旗展旦召苏木井泉村金柏成草莓园的立体
无土草莓“待遇”不一般。

这处占地约 2 亩的草莓大棚，外观看起来与其
他大棚并无两样，但进了大棚里面，记者看到的则是
完全不一样的情景：棚内是一排排 4 层高的钢架，草
莓就长在钢架上的栽培槽中。站在廊道放眼望去，
如瀑布一般层层绿意中掩映着鲜艳欲滴的草莓，十
分惹人喜爱。

走近钢架，只见白色塑料栽培槽中装满了特殊
的泥土，一棵棵草莓就扎根于此。在栽培槽中，还有

一根根滴灌用的黑色管子，草莓所需的营养液和水
就是从这些管子中流出来的。

“这是今年的头茬草莓，元旦期间，来这儿采摘
的人特别多。”“草莓大王”张云是这个园区的负责
人，他一边说，一边忙着和工人采摘、装盒。张云轻
轻地从栽培槽中抓了一小撮基质给记者看：“这种无
土基质，不仅营养丰富，还能避免土壤中的有害病
菌，最适合栽植草莓。”

说起草莓种植，张云算是老行家了。据他介绍，
无土种植可增加种植量和产量，普通大棚草莓每棚
种植 6000 株，如果是无土栽培的话，每棚可种植 2.1
万株，是普通大棚种植量的 3 倍还多。无土栽培草
莓还有病虫害少、干净、长得快等优势，最大的优点
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土地上栽培更多的草莓。对于种

植户来说，这是一种集约高效的手段。
“第一次见到这样栽种的草莓，感觉很不错。这个

钢架的设计很适合我们有小孩的顾客，大人摘上面一层
的，小孩拎着篮子采下面的，采摘都不用弯腰，还多了很
多乐趣。”从树林召镇趋车前来的李先生说。

这些年，张云一直在种植草莓的道路上前行，并
推陈出新，让草莓园不断有新亮点吸引顾客。草莓
大棚前后种植了既可当景观又可食用的李子树，李
子树上又嫁接了别的水果，草莓园最南边还有一个 3
亩大的鱼塘供游人垂钓。同时，旁边的生态餐厅生
意也特别红火。

提起今后的发展，张云说：“近年来，周边地区的草
莓种植户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必须有拿得出手
的好东西，这样才能吸引越来越挑剔的消费者。”

微语

精准脱贫需要
产业支撑

四子王旗资产收益型脱贫正中靶心——

另拿分红4000元，老张乐得合不拢嘴
□本报记者 钱其鲁

“这 4000 元顶大用了，老伴儿买药
的钱不愁了。农闲时候，我还能在内蒙
古中加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打工，两
三个月下来，少说也能挣上万元。政府
和企业一起扶贫，受益的是我们贫困户
呀！”拿到分红的张润廷喜滋滋地说。

老张家住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东
八号乡天和永村，原本种着几十亩地，
还养着几十只羊，日子过得安安稳稳。
2014 年，他的妻子查出患了乳腺癌，手
术及后续治疗费用花去 10 多万元，不
仅家底一下子被掏空，还欠了不少外

债，成了建档立卡贫困户。
去年，老张家迎来一件大事儿：贫

困 户 带 资 入 股 龙 头 企 业 ，每 年 分 红
4000 元，连续分红 4 年，从第五年开始，
每年还能分红 3000 元。坐在家里就拿
钱，老张乐得合不拢嘴。

2017 年，四子王旗推行了政府、银
行、企业合作助推脱贫攻坚的“资产收
益型”脱贫模式。内蒙古中加农业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和内蒙古赛诺草原羊业
有限公司是自治区农牧业产业化重点
龙头企业和扶贫龙头企业，四子王旗
2000 户贫困户带资入股这两家企业，
每家企业 1000 户。入股的资金是由担
保公司提供担保的银行发放专项贷款
资金，每户 5 万元。再加上政府给每家

企业注入的扶贫专项资金 2000 万元，
这两家企业共计得到 7000 万元进行扩
大再生产。

企业每年给贫困户按资金总额的
10%进行红利分配，每户 7000 元，其中
4000 元分给贫困户，剩下的 3000 元作
为股本再投入公司。4 年后，政府的专
项资金不退出，还留在企业。贷款由公
司偿还，利息由政府全额贴息。到那
时，政府的资金和贫困户的股金每户合
计 3.2 万元，还按每年 10%即每年 3000
元继续给贫困户分红。

内蒙古中加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张文昌说，企业将分散在千
家万户的小生产和千变万化的大市场
连接起来，使贫困户分享到了产业开发

的成果，也提高了贫困户的生产能力。
同时，公司也利用这些资金提高了生产
能力和市场竞争力，能以更大的力度参
与到扶贫事业中来，实现了贫困户和企
业的双赢。

像张润廷这样的受益贫困户不止
一家。这几天，查干补力格苏木巴音嘎
查的牧民叶朝鲁正忙着接羔子。虽然
又累又冷，但是看着一只只毛茸茸的羊
羔顺利降生，他说再辛苦也不怕。叶朝
鲁家草场少，羊也少，母亲跟着他生活，
日子一直过得很艰难。近两年，得益于
精准脱贫攻坚战的实施，他的生活开始
有了起色。

“我家盖了新房，还建起了棚圈，资
金都是政府补贴的。此外，从内蒙古赛

诺草原羊业有限公司买种羊也便宜得
多。1 只种公羊市场价 1 万元，赛诺让
利 4000 元，政府补贴 3600 元，扶贫资
金再补贴 1400 元，我们贫困户只需拿
1000 元就能买到种公羊。现在每年还
能拿到 4000 元分红，我有信心早日脱
贫！”叶朝鲁笑着说。

“我们是一家集羊的育种、种羊扩
繁、标准化肉羊生产和现代草地畜牧业
生产与技术服务为一体的科技型民营
种业公司。近年来，企业与贫困户建立
利益共同体，通过企业让利、保底回收、
免费技术培训、牲畜与草场流转、聘农
为工等多种形式，带动农牧民脱贫致
富。”内蒙古赛诺草原羊业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黄建林说。

目前，四子王旗已组建二元杂交肉
羊 生 产 合 作 社 12 个 ，涉 及 牧 民 2891
户，其中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 1825 户
进行肉羊杂交改良。2017 年，还带领
农牧民养殖户开展了有更高养殖效益
的杜蒙萨三元杂交示范，贫困户三元杂
交示范户达到 20 户。

近年来，四子王旗通过“政府搭台、
产业唱戏、金融支持、扶贫贴息、农民增
收”的方式，着力发展特色产业，带动贫
困群众稳定增收。“今后，我们还将坚定
不移地把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作为重
大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全面实施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增强贫困人口脱
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四子王旗常务副
旗长邢刚说。

■〖脱贫·全纪录〗QUANJILU

老有所养

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大北
沟镇蒙古营子村一组村民吴
清珍老人正在翻看城乡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救助证。吴清
珍今年 86 岁，是低保户，也是
建档立卡贫困户。2017 年，
老人做胆结石手术花费 2 万
多元，由于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报销和贫困户医疗救助措
施的实施，吴清珍自己只花
了 900 元的医疗费。目前，她
每月能领取低保费 408 元，享
受高龄补贴 200 元，社会养老
保 险 180 元 ，实 现 了 老 有 所
养。

左鸿飞 摄

野外测量

工作人员正在进行野外
测量作业。从 2017 年 7 月中
旬开始，包头市全面启动大
青山南坡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工作。在完成矿山企业拆除
清理的基础上，生态环境恢
复工作也同时启动。包头市
青山区兴胜镇笸箩铺一带采
石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初见
成效，截至目前，已完成 20 平
方公里区域的治理。

本报记者 金泉 摄

［ 消息树 ］

集约高效种草莓

◎画中话·HUAZHONGHU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