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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兴 安 6 月 12 日 电 （记 者
胡日查 高敏娜）以前，因开山采石作业
造成山体水土流失，岩石和土壤大片裸
露，生态环境一度遭到破坏。经过几个月
以来的回填覆土播种修复，山体渐渐恢复
原貌。6月11日上午，记者走进科右中旗
蒙格罕山义和哈达采石场，站在山脚下，
放眼望去，只见数名工人正在对刚刚播种
的锦鸡儿、沙蒿等草籽浇水养护。

这里曾是一处露天开采的私营矿
场，采石场作业区地处蒙格罕山自然保
护区内，2016 年 11 月，中央环保督察组
向自治区反馈整改意见时，兴安盟科右
中旗义和哈达采石场项目被点了名，并
要求限时整改。收到整改意见后，兴安
盟盟委、行署高度重视，主要领导亲自
督办，亲赴现场检查指导，明确整改标
准时限，分解压实工作责任，强化落实
整改措施，严格跟踪调度督察，以不放

过的精神和“不贰过”的态度，从严从实
完成好各项整改任务。

科右中旗委、政府严格落实中央环
保督察整改要求，按照盟委工作部署，全
面启动采石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我们通过爆破、削方、回填，将地基清理
压实、覆土、播种，因地制宜地选择种植生
成周期快、成活率高、抗旱性能好的树种，
对裸露的石渣恢复原有自然的生态面貌，
矿山复绿面积达50多亩。”科右中旗国土
局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在限时整改中，该旗成立了环境保
护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印发了《科右中
旗自然保护区内矿山企业退出工作实
施方案》《科右中旗绿色矿山建设实施
方案》等相关文件，将保护区生态治理
工作任务细化分解、责任到人、确保落
实。并对该采石场进行了查封，根据相
关法律撤销了该采石场环评手续，对采

石场厂房设备进行了拆除并清运完毕，
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严肃问责，今年 4
月，生态修复施工队进驻施工。

成立于1998年的蒙格罕山自然保护
区，总面积为20855公顷，其中核心区面积
为 4645公顷、缓冲区 4370公顷、实验区
11840公顷。保护区野生动物资源十分丰
富，种子植物和蕨类植物达 69 科 243 属
500种。共有野生动物103种，鸟类76种、
两栖及爬行类10种、野生哺乳动物17种。

为了保护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盟旗

两级坚持问题导向，以铁的决心、铁的作
风、铁的措施，认真、坚决、彻底地抓好中
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的整改落实。
与此同时，进一步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
度，严格落实自然保护区监督管理制度，
对自然保护区内各类违规建设行为进行
严厉查处，彻底清除自然保护区内违法违
规建设活动，严禁新建新批任何建设活
动，强化禁牧防火工作，加强国土、环保、
林业、自然保护区联合执法，形成强大的
环保工作合力，推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科右中旗：修复矿山生态 守护绿水青山

□本报记者 王开 张彦钦 荣松如
郭洪申 李文明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基本方略。通辽市科左后旗
甘旗卡镇把准群众的穷困脉，“找准病
根”后“对症下药”，探索出多渠道、多
元化的精准扶贫新路径，一件件惠民
实事、一项项特色产业，保障了群众在
致富路上稳步前行。

牧民的“牛嗑”
“我昨天去养殖小区看了看我家

的牛，有一头快要产犊了。你家的牛
现在养得咋样？啥时候能下犊呀？”

“再过一个月，我家就能新添俩牛
犊，到时候家里就有 12 头牛了。我准
备卖掉一头，至少能挣 1 万多元钱！”

⋯⋯

6 月 7 日，甘旗卡镇束力古台嘎查
牧民图门乌力吉和德胜坐在村民文化
广场的大树下高兴地唠着“牛嗑”。

2016 年，在当地政府帮助下，德胜
贷款 5 万元买了 5 头牛，现在牛群已经
发展到了10头。加上家里的40多亩耕
地，德胜夫妇一年收入2万元不成问题。

对于失去劳动能力的图门乌力吉
老两口，当地政府整合扶贫项目资金
给他们买了 5 头黄牛托养在村里的养
殖小区，老两口啥心也不用操，每年可
以获得 7500 元钱的分红。

“为使贫困农牧民持续稳定增收，
我们把产业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重
点，依托当地黄牛养殖的地理和资源
优势，以扶贫贷款为支撑，以配套服务
为保障，全力推进黄牛产业与脱贫攻
坚有效对接，通过发展黄牛产业增加
全镇贫困户收入。”甘旗卡镇党委书记

贺其叶力图介绍说，养牛效益好、见效
快、收入稳定，已经成为群众增收的主
渠道。甘旗卡镇还探索出贫困户贷款
饲养基础母牛的几种模式，保证每户
贫困户都有养殖效益。

贺其叶力图说，对于有劳动能力、
且符合贷款条件的 200多户贫困家庭，
镇政府帮助协调贷款，鼓励他们自养基
础母牛，通过技术指导，品种改良，使贫
困户不但有牛养，更能把牛养好、效益

可持续。对于有劳动能力不能贷款、无
劳动能力能贷款以及无劳动能力不能
贷款的 400 多户农牧民，当地政府通过
协调企业、合作社、养殖大户实行反担
保贷款买牛，以“合作社+贫困户”模式，
签订科学合理的合同，实施了“统一品
种、统一防疫、统一管理、统一销售”的
经营管理模式，降低贫困户的养殖风
险 ，确 保 每 头 牛 每 年 获 得 1000 元 到
1500 元的稳定增收。目前，甘旗卡镇

黄牛存栏 12.5万头，全镇建档立卡贫困
户户均养牛达到 3 头以上，贫困户通过
黄牛产业发展可实现年增收 3000元以
上。今年，全镇贫困户能够实现全部脱
贫，且收入稳定不返贫。

黄东明轻装“减负”
6 月 8 日一大早，科左后旗妇联主

席、甘旗卡镇莲花吐村包联干部乌芸娜
就来到建档立卡贫困户黄东明家中，帮
助黄东明化解3万元的民间借贷。

一年前，黄东明因为需要购置种
子化肥等物资开展春耕生产，从农资
经销商王学光那里以 1.5 分的月利息
借用了 3 万元。由于去年遭遇旱灾，黄
东明家里收成不好，一直无力偿还。

经过乌芸娜与债权人反复沟通，
债权人王学光最终同意为黄东明免除
了一年以来的 5400 元借款利息，这着
实让黄东明兴奋了半天。

“包联干部协调了以后，免了 5400
元的利息，3年内还本金就行，我特别高
兴。现在我家有 2头扶贫牛，32亩地也
在包联干部的帮助和指导下播种完
成。我想着把牛养好了、把地种好了，
两年内就能把欠款还清了。”黄东明说，
债务的有效化解，让他一下子轻松了许
多，对脱贫致富奔小康他更有信心。

沉重的债务负担一直是困扰不少
贫困户脱贫致富的一道难题。为有效
破解贫困群众民间借贷积重难返、脱贫
难度较大等突出问题，甘旗卡镇开展了
一场声势浩大的“减负行动”，集中力
量，组织市旗镇村四级干部进村入户专
项推进建档立卡贫困户民间借贷化解，
通过摸底调查、借款认证、分类整治、因
户化解等措施，帮助贫困户化解债务，
减轻还款压力。

■下转第2版

小 镇 扶 贫 二 三 事 儿
—— 通 辽 甘 旗 卡 镇 脱 贫 攻 坚 见 闻

本报 6 月 12 日讯 （记者 刘晓
冬）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
主任李纪恒在乌兰察布市督导包案信
访问题化解工作时强调，信访工作是送
上门的群众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信访工作的重要讲话和
重要指示精神，把群众来信当家书，把
来访群众当家人，把群众事情当家事，
用心用情用力做好信访工作。

去年初自治区开展了社会矛盾积
案化解“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并实行省
级领导包联盟市带案督查制度，有力推

动一批重点信访问题得到妥善有效化
解。今年自治区继续实行省级领导包
案工作，扎实推进重点信访问题化解。

李纪恒高度重视信访包案工作，多
次研究和推动问题化解。在听取集宁
区、察右前旗、兴和县有关信访案件化解
情况汇报后，李纪恒指出，党中央高度重
视信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好信访
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
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指明了科学方
法。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要增强

“四个意识”，向党中央看齐，向习近平总

书记看齐，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
高位置，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认
真负责地做好群众来信来访工作。

李纪恒强调，要把推动问题解决作
为检验信访工作成效的标尺，综合运用
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多种手段和教
育、调解、疏导等多种方式，扎实有效化
解各类社会矛盾纠纷。各级领导干部要
主动开展接访下访约访活动，深入到群
众生产生活困难的地方和矛盾问题多发
的基层一线，及时发现问题，就地解决问
题。要严格落实首接首办责任制，压实

属地属事有权处理单位的办理责任，切
实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

李纪恒指出，搞好源头治理是做好
信访工作的根本途径。各级各部门要
严格落实重大决策、重大项目稳定风险
评估机制，防止“政策刚出台、问题跟着
来”。要强化法治思维、坚持依法行政，
制定决策、处理问题要合法合规、于法
有据，不能任性、不能蛮干。对违法施
政造成的信访问题，要依法倒查责任。

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罗永纲及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李纪恒在乌兰察布市督导包案信访问题化解工作时强调

把群众来信当家书 把来访群众当家人
把群众事情当家事 用心用情用力做好信访工作

新华社北京 6 月 12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8 年 6 月
10 日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
话《弘扬“上海精神” 构建命运共同体》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
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
构建命运共同体》单行本出版

6 月 12 日，医疗救援直升机停放在
医院停机坪，等候救援任务。当日，内蒙
古自治区人民医院举行了航空医疗救援
基地启动仪式，标志着我区航空医疗救
援建设进入新阶段。据了解，该架专业
改装的医疗救援直升机飞行时速最快可
达 300 公里，直升机内配备经严格培训
的专业救护人员和国内先进的除颤监护
仪、呼吸机、吸引器、注射泵等医疗设备，
相当于空中“急诊 ICU”。

尤琨 张文强 摄

全区首家航空医疗
救援基地建立

本报 6 月 12 日讯 （记者 梁亮）
6 月 12 日，中央环保督察组向内蒙古
自治区交办第六批群众举报案件 99
件（电话举报 86 件，来信举报 13 件），
除去重复举报的 5 件，实有举报 94 件。

按区域分布：呼和浩特市 29 件，
赤峰市 15 件，鄂尔多斯市 13 件，包头
市、锡林郭勒盟各 9 件，呼伦贝尔市 7
件，通辽市、巴彦淖尔市、乌兰察布市
各 4 件，兴安盟 3 件，乌海市 2 件。按
污染类型分析（部分举报涉及多类污
染）：大气污染 57 件、水污染 32 件、噪
声污染 17 件、土壤污染 22 件、生态污
染 22 件、辐射污染 1 件、其他污染 5

件。
根据安排，中央第二环境保护督

察 组 进 驻 时 间 为 1 个 月 。 进 驻 期 间
（2018 年 6 月 6 日—7 月 6 日）设立专
门值班电话：0471—6960015，专门邮
政信箱：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2588 号邮
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
每天 8：00—20：00。根据党中央、国
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环境保
护督察组主要受理内蒙古自治区生态
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其他
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
定交由被督察地区、单位和有关部门
处理。

中央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内蒙古自治区
交办第六批环境信访举报件

□本报记者 周秀芳 陈春艳
巴依斯古楞 及庆玲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荡，青青的草
原上羊儿肥壮。

6 月 10 日，在锡林郭勒盟阿巴嘎
旗别力古台镇阿拉坦杭盖嘎查，贫困
户苏义拉格日勒的儿子巴图毕力格正
在悠闲放牧。

望着羊群，巴图毕力格给记者算
了一笔账：“这二百只羊，一年能带来
12 万元的收入；6000 亩草场，每年有
1.8 万元生态奖补收入。除去 2.5 万元
开支，我家人均纯收入有 5 万多元，前
年已经顺利脱贫！下一步要多养点羊
和牛，有牛羊群天气指数保险兜底，不
怕旱灾、雪灾了！”

6 月 6 日，他家之前的帮扶干部、
阿巴嘎旗德力格尔工业园区主任韩秀
明来回访，巴图毕力格跟他商量道：

“我想建个水窖，不知今年还有指标
没？”韩秀明爽快答应帮忙找水利部门
协调。

“有人帮扶，自己也要动脑、动手，
我们的苦日子就一去不回啦！”苏义拉
格日勒欣慰地说。她丈夫早逝，过去
一个人放牧、供孩子上学，导致贫困。
前两年儿子高中毕业，也投入到家庭
生产经营中来，日子彻底改观。要扩
大生产规模，牛羊群天气指数保险无
疑给他们吃了“定心丸”。“前年，我们
220 只羊投保 2200 元，获得了 6600 元
保险赔款。去年，我们给 197 只羊投
了保，赔款也快下来了。”讲起牛羊群
天气指数保险，苏义拉格日勒很兴奋。

“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长期以
来，受市场、气候、自然灾害、疫病等因
素制约，当地牧民抵御市场风险和自
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在自然灾害
面前，如何确保牧民的损失最大限度
降低？2016 年，阿巴嘎旗政府与人保
财险锡盟分公司联合推出“草原牧区

牛羊群天气指数保险”，受到了农牧民
欢迎。

“旗财政将出资为全旗建档立卡
贫困户的羊全部投保”的消息一经传
出，大家奔走相告，各嘎查的微信群一
下子热闹起来。“一只羊 10 元的保费
不算多，而赔付额挺高，所以大家都觉
得是好事。政府为贫困户的羊投保，
这政策令大伙儿觉得十分暖心。”巴音
希力嘎查党支部书记刚照日格说。

2016 年 10 月 20 日，在阿巴嘎旗
政府与人保财险内蒙古分公司举行的
保险助推脱贫攻坚暨草原牧区牛羊天
气指数保险签约仪式上，7 个苏木镇
743 户成为该旗首批入保者。按照协
议条款，每只羊保费为 10 元，其中雪
灾保费为 7.6 元，旱灾保费为 2.4 元，投
保期为 1 年，每只羊保险金额为雪灾
95 元、旱灾 30 元。其中，建档立卡贫
困户 234 户 3 万只羊的 30 万元保费由
旗财政买单。

2017 年初，经现场查勘并结合气
象部门的数据分析，人保财险锡盟分
公司对阿巴嘎旗遭受旱灾的 5 个苏木
镇 297 户的 4.78 万只羊进行赔付，其
中 99 户贫困户获得了 16 万元赔偿。
查干淖尔镇牧民额尔登陶格陶和锡荣
高娃，便是其中的受益者。“去年雪多，
草不好，饲料费用高，羊价低。幸好政
府给我家 50 只羊都上了保险，1000 多
块钱赔款够买一个月的饲料了。”2017
年 7 月，保险赔款打入牧民一卡通账户
那天，额尔登陶格陶兴奋地说。锡荣
高娃也表示，保险赔款缓解了经济困
难，对牧民生产非常有益。

一份保险暖人心。阿巴嘎旗扶贫
办主任额尔登木图认为，牛羊群天气
指数保险保费低廉、保障全面、覆盖面
广，不仅能解决受灾群众的经济补偿
问题，还能激发未受灾群众增强自身
防灾抗灾能力的自觉意识，对牧区畜
牧业防灾减灾体系建设起到助推器的
作用， ■下转第2版

牛羊上保险 牧民吃了“定心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