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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日前，在苏尼特左旗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金融债权纠纷诉调对接中
心”，一场别开生面的“金融法庭”开
庭了。但本次开庭不是让原告和被
告对簿公堂，最终的目的也不是审
判，而是调解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和借
款人孟根其其格之间的逾期还不了
款的事情。

借款人孟根其其格于2015年向苏
尼特左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10万
元，到期后由于客观原因，不能及时偿
还贷款。为此，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向
苏尼特左旗在信用联社成立的“金融
法庭”提出了受理请求。“今天借款方
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金融机构相关
人员都到齐了，下一步‘金融法庭’准

备进行调解。你们双方同意接受调解
吗？”在征得双方同意后，到场法官、苏
尼特左旗法院副院长孟军宣布：“调解
开始！”在法官、律师和人民调解员的
共同努力下，经过一上午的调解，最终
双方各让一步达成了一致协议：借款
人在3月1日前偿还利息和部分本金，
金融机构将剩下的本金重新为借款方
办理贷款。这个原本需要开庭审理的
金融债权纠纷案件，在“金融法庭”的
调解下，当天就得到了解决，避免了开
庭审理的繁杂手续，减少了双方在诉
讼过程中产生的诉讼费和1至 6个月

的审理时间，也最大限度地平衡了金
融机构和牧民之间的关系。

“此类案件的债权特别明确。如
果到法庭上审理，借款方是必输无
疑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调解成功
为借款方节省了最低 2000多元的诉
讼费。”孟军说，“金融法庭”是通过
法院提供权威的服务平台，以司法
调解为手段，在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的协助下，为当事人双方进行调解
和诉讼，使金融机构实现债权的同
时，最大限度地帮助农牧民维护社
会诚信度。

接受调解后，借款人孟根其其格
说：“不仅为我减轻了经济负担，还
延长了还款期限，让我一家人能够
度过一个祥和的新年。我对调解结
果很满意。”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依法
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和重要保障。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
出要建设法治乡村。苏尼特左旗法院
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助力法治
乡村建设，于1月29日，成立了全区首
家“金融法庭”。该“金融法庭”整合基
层人民调解机构的资源，成立了“金融
债权纠纷诉调对接中心”，并承担全旗
金融债权案件的调解和诉讼对接工
作。在短短10天时间内，成功调解4
起金融案件，为有效化解和防控事关
农牧民的金融风险，为打赢化解重大
风险攻坚战保驾护航。

全区首家“金融法庭”
有效化解农牧民金融风险

□本报记者 郑学良

春节前夕，记者随同农村电商从
业者杨磊来到呼和浩特市和林县舍
必崖乡迭力素村农户王跃显家，看见
王跃显正在喂鸡、收鸡蛋，杨磊也帮
着忙乎起来。杨磊说：“这几天，我那
儿要鸡蛋的人挺多，不够卖，我等不
上你送，这不，登门取来了。”王跃显
说：“冬天没有夏天产蛋多，手头就剩
60斤了。”

谈到网上卖鸡蛋，王跃显乐得合
不拢嘴，他说：“我家养了500多只鸡，
以前的鸡蛋主要是周边卖，可是村里
人家家户户都散养几只，鸡蛋自给自
足，我的鸡蛋卖不上价，愁销路。2017
年，我听说杨磊网上销售土特产，我约
他来看看我家鸡蛋，他对饲料、防疫、
饲养过程和质量提出具体要求，让我

按这个要求来喂鸡。7月份，我家鸡蛋
终于能从杨磊这个聚农良品绿色青城
网上平台销售了，每斤鸡蛋能多卖4
元，而且有多少卖多少。现在，我通过
这个平台，一共卖了5000多斤鸡蛋，
收入5万多元，比种地强多了。今年，
我打算继续扩大养殖规模。”

通过网上销售平台尝到甜头的不
止王跃显一个。杨磊介绍说：“产品要
想有市场，就得让消费者放心。去年
一年，我和村民同吃同住，经常到黑老
夭、新店子、舍必崖、盛乐、羊群沟等乡
镇和村庄，看乡亲们春种秋收的每一
个环节，只要产品质量保证，我们会通
过聚农良品绿色青城网上平台销售。
种地、养鸡是个技术活，好多我也不
懂，村民遇到难题，我会联系科技人员
手把手教。现在我们网上销售的鸡
蛋、莜面、小米、胡油等当地特色产品，
都是绿色无污染的，每天都能卖上几

十单，市场供不应求，我的创业路也一
片光明。”

发展农村电商，和林县势头正
劲。曾经被看做“高大上”的电商，与
农业、农村、农民“联姻”后，成为农产
品销售、农业产业崛起的新引擎和加
速器。

和林县经信局局长魏斌说，随着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农村产业悄
然改变着销售渠道和产业发展模
式。自和林县被商务部、财政部评为
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以
来，该县本着开放、包容、实效的原
则，目前已与阿里巴巴、乐村淘等平
台开展了合作，已建立1个县级电子
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建成农村淘宝服
务站（含淘帮手服务站）81个，乐村淘
服务站26个，共计107个村级电子商
务服务站点，已完成计划71%。据统
计，2017年，全县第三方平台订单量

实现24万笔，交易额突破40亿元，其
中，第三方平台交易额实现 34.8 亿
元，企业产品及农村特色产品网络销
售5.25亿元。

据了解，近年来，和林县充分发
挥“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双
向流通功能、构建了覆盖县、乡（镇）、
村3级物流配送体系，推出“互联网+
金融+农牧业”的合作模式，已打通乡
镇村信息化最前一公里和最后一公
里。2017年，和林县在陈家夭村举办
了第一届野生蘑菇、山茶网络采摘
节。陈家夭村与电商协会会员企业
签订了收购合同，将200亩胡麻以高
于市场10%的价格卖了出去。现在，
越来越多的农民意识到了互联网的
神奇力量，和林县也通过各种形式提
升特色农产品的知名度，积极推进网
络销售模式，通过电商带动增加农民
收入。

农产品“触网”农民得实惠

□本报记者 皇甫美鲜 海军

这个春节，在察右中旗科布尔镇
掀起了蒙古语拜年热。赛音拜诺（你
好）！赛音锡呐勒卜（过年好）等蒙古
语问候成了当地的“热词”，使得年味
变得更“浓”。

“察右中旗蒙古族有 4654人，会
说蒙古语的1000多人，其中会写的只
有400人。针对民族语言、习俗流失
严重的情况，为了让孩子们学习蒙古
语、了解蒙古族文化，我们在春节前开
设了蒙古语学习培训班。”组织开设蒙
古语培训班的察右中旗马文化协会会
长娜仁图雅介绍说。

此次蒙古语学习培训班是公益性
活动，不收任何费用。原打算趁寒假
为大学、中学、小学蒙古族学生教授蒙
古语，让他们更多地了解蒙古族文化，
然而想不到，参加学习的学员中近一
半是汉族学生。

在开设培训班之初，娜仁图雅也
遇到不少困难，她说：“教室是马文化
协会办公楼，虽然不大也可以凑合着
用，我们首先遇到的难处是没有学

生。于是，我们就一次次地打电话邀
请，通过广泛宣传，到开班时凑齐了10
名学生。”

解决了教室、学生问题，接下来
是老师、桌椅、教学用书怎么办？娜
仁图雅就跑旗政府相关部门、联系相
关人员，说明自己的意图，最终邀请
了在旗人大办公室工作的宝音陶格
陶到培训班上课。期间，该旗总工
会、民族宗教事务局等部门听到消息
后，分别为培训班解决了桌椅和教学
用书问题，这样，这期蒙古语学习班
1月 23日顺利开班。仅仅一周的时
间，来上课的学生从 10 名发展到了
30名。

在察右中旗供电局工作的海霞
是一名蒙古族，从小没学母语使她感
到很遗憾。她说：“我是一名蒙古族，
身边也有很多蒙古族，他们用蒙古语
交流时，因为我听不懂也说不了，觉
得很惭愧。当我得知旗里开了这个
培训班，我马上就来了，这个机会很
难得！通过这次培训，我受益匪浅，
学会了不少蒙古语日常交流语句，这
几天拜年我都用上了！而且觉得很
自豪！”

蒙古语拜年
成为察右中旗新风尚

2月 18日，在呼和浩特市阿尔泰游乐园，市民与春节元素的花灯合影留念。正月初三，许多市民选择携亲朋好友到年味十足的广场、公园里逛一
逛，拿起手机、照相机与花灯合影留念，留下戊戌年的幸福瞬间。 本报记者 怀特乌勒斯 摄

幸福瞬间

□本报记者 李玉琢 实习生 姜峰

春节期间，记者来到扎兰屯市高
台子办事处高台子村拜年，在与贫困
户的聊天中记者感受到了大家摘掉

“穷帽子”后的喜悦之情。
在村民刘晓英家，一说起这几年

生活发生的变化，她的话匣子就关不
住了。刘晓英家是2014年被纳入建
档立卡贫困户的，那时儿子正在市里
上高中，家里只有14亩地，老公因为
眼睛受伤，不能外出打工，家里失去了
重要的经济来源，只能靠自己打工供
孩子上学，日子过得紧巴巴的。2017
年，刘晓英的孩子以优异成绩被吉林

大学录取。正在全家人因为学费发愁
的时候，政府为他们送来了 4 万元
钱。“我儿子太有福了，赶上了国家的
扶贫好政策，贫困户家的孩子考上大
学本科，政府一次性给补助了4万元
钱，这让我们全家人兴奋得好几天没
睡着觉！”

高兴的事儿一桩接一桩，就在前
几天，刘晓英的丈夫在帮扶干部和村
干部的协调下，到呼伦贝尔东北阜丰
生物科技公司当上了工人，每月工资
3800元。“有了稳定的工作，以后生活
更不用愁了”，刘晓英说，“我们真的有
福，赶上了这么多好政策，今年的春节
过得好幸福，我们一家人打心眼里感
谢党和政府！”

高台子村四组村民梁佐强也是
建档立卡贫困户。前几年因为连续
受灾，春天种地连买种子化肥的钱都
没有，正好国家实施金融扶贫政策，
2015年他家贷了 4万元钱。这笔钱
除了用于种地外，梁佐强还买了27只
羊。2017 年，政府实施菜单产业扶
贫，梁佐强又买了25只羊，政府还给
了 5000 元产业扶贫补助。现在，梁
佐强家的羊已经发展到70多只。去
年，庄稼也获得了好收成。去年 11
月，梁佐强的媳妇在帮扶干部的协调
下，到阜丰公司进厂当了工人，一个
月工资 3600 元左右，家里生活一下
子好了起来。这个春节，梁佐强家里
的年货一应俱全，过了个其乐融融的

祥和大年。
高台子街道党工委书记冯旭娟

说，国家的扶贫政策真是太好了，贷
款给贴息，菜单产业给补助，免费给
村民上大病保险，资产受益分红，务
工培训，政策保障兜底等一系列好政
策让贫困户摘掉了“穷帽子”，过上了
好日子。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扎兰屯市
根据贫困户致贫原因，结合地区实
际，举全市之力，为贫困户量身定制
了一系列脱贫措施。经过4年的连续
攻坚，扎兰屯市累计投入扶贫资金
10.26亿元，10567户 29922人实现脱
贫，全市贫困发生率由 2014 年的
14%降至1.7%。

高兴的事儿一桩接一桩

□本报记者 王塔娜

每到过年，村里总比城市热闹。
大年初三，走进赤峰市松山区岗子乡
高峰村西南沟组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
置点村民牛井友家，两个小外甥正在
热炕上愉快地玩耍，厨房里牛井友的
爱人郑海荣和她两个女儿有说有笑地
包着饺子。两个女儿今年能带孩子过
来跟他们一起过年，这对于牛井友老
两口来说无疑是今年春节最开心的事
了。“孩子们平时就喜欢吃我包的饺
子，年前我们杀了猪，就用这新鲜的肉
给孩子们包顿美味的饺子。”郑海荣笑
着说。

刚拜完年回家的牛井友一进屋就
忙着打开电视察看牛舍的情况。只
见大大小小共15头牛清清楚楚得显
示在屏幕上，看守圈舍的小黑狗在牛
群中窜来窜去，偶尔还竖着耳朵听听
动静，那阵势像个站岗的哨兵一样。

“这个牛犊就是前几天夜里2点多生
下来的，要是没有这个监控系统，还
不一定能及时发现呢。”牛井友指着
一个刚出生没几天的牛犊说到。自
从在牛舍安装无线监控系统后，除了
给牛添草加水、收拾圈舍以外，没有
特别的事牛井友就不用冒着严寒一
天好几回跑牛舍了。

“圈舍都是村里统一给盖的，谁家
搞养殖业，都可以无偿使用。”2016年
开始，岗子乡争取了易地扶贫搬迁项
目，花费两年的时间，共投资474万元
在西南沟组建立了一个集中安置点，
按照2口人不超50平方米、3口人不

超60平方米、4口人不超70平方米的
标准，给村民盖了新瓦房，完成易地扶
贫搬迁76人，同步搬迁35人。同时，
还搭建了 800平方米和 1600平方米
的2个圈舍，给村民提供免费的养殖场
地，支持村民发展养殖产业。

2014年牛井友贷了3万元的金融
扶贫贷款，在原有的3头牛上又买了5
头。经过3年的努力，现在不仅贷款快
要还完了，牛的数量也日渐增多，生活
也越来越好。

集中安置点建好后牛井友一家就
搬进了新房。自从搬进新房后他的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住
了30多年的老土房换成了70平方米
的新瓦房，凹凸不平的土路变成了平
坦的柏油路，房前屋后都进行了硬
化，最让他犯愁的吃水困难问题也得
到解决。

牛井友告诉记者，他们以前的老
房子是在西边，那边地势高，村里统一
放水的时候下游的水总是上不去，本
来放1小时的水，到他们那也就剩下
20分钟，很多时候都接不上水，不要说
喂牛了，就是人吃水也不够了。现在，
只要一拧开水龙头，总是能第一时间
接到充足的水。

“今年卖了9头牛，赚了6.3万元，
跟过去靠种40亩旱地挣来的1万元年
收入相比翻了好几翻。”听说村里明年
要建一个27公里的旅游风景线，牛井
友也开始盘算着开农家乐的事。他信
心满满地说：“山上有很多野菜，到时
候再养点小笨鸡，把我们村里的天然
绿色农产品推销出去，相信农家乐的
生意肯定会红火。”

今年过年最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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