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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人馆

风向标

□本报记者 王连英

今 年 以 来 ，我 区 坚 持 实 行 最
严格耕地保护和节约集约用地制
度 。 层 层 签 订 目 标 责 任 状 ，印 发
了《关 于 加 强 和 改 进 永 久 基 本 农
田保护工作的通知》，牢牢守住耕
地 红 线 。 对 近 五 年 供 地 率 低 于
60％ 和 闲 置 土 地 数 量 大 的 盟 市、
旗县，采取约谈、通报等方式，加
强建设用地节约集约管理。

为 了 保 护 永 久 基 本 农 田 ，包
头 市 根 据 国 务 院《基 本 农 田 保 护
条例》和国家、自治区有关法律、
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出台了

《包头市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区首
部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方面的地方
性 法 规 ，将 为 包 头 市 建 立 永 久 基
本农田“管控、建设、激励”等保护
机制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

《条例》明确了永久基本农田
保护管理职责。一是细化了各级
政府及部门对永久基本农田的保
护 管 理 职 责 ；二 是 规 定 嘎 查 村 委
会协助政府部门做好永久基本农
田保护工作，明确规定嘎查村委会
及其成员应当对违法占用或破坏
永久基本农田的行为进行制止并
向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或旗县区
自然资源部门、农牧部门报告。

《条例》完善了永久基本农田
保护机制。一是建立旗县区苏木
乡镇人民 政 府、街 道 办 事 处 向 上
一级政府报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工 作 情 况 制 度 ；二 是 规 定 市 、旗
县区人民政府将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 情 况 纳 入 年 度 目 标 考 核 ；三 是
要求加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的宣
传 教 育 ，引 导 和 鼓 励 社 会 各 界 参
与 永 久 基 本 农 田 保 护 工 作 ；四 是
明确建立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激励
机制。

《条例》强化了永久基本农田
保 护 措 施 。 一 是 规 定 市、旗 县 区
人民政府将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所
需 经 费 列 入 本 级 财 政 预 算 ，加 强

对 永 久 基 本 农 田 专 项 资 金 监 管 ，
做到专款专用。二是向社会和群
众公布永久基本农田信息。三是
要求将永久基本农田信息记载到
农 村 土 地 承 包 经 营 权 证 书 上 。
四 是 规 定 了 对 永 久 基 本 农 田 的
地 力 和 生 态 保 护 措 施 。 五 是 建
立 永 久 基 本 农 田 破 坏 鉴 定 机
制 。 六 是 规 定 市、旗 县 区 人 民 政
府 建 立 多 部 门 参 加 的 行 政 执 法
联 动 机 制 ，并 对 永 久 基 本 农 田 储
备 区 的 划 定、占 用 作 出 了 明 确 规
定 ，建 立 了 永 久 基 本 农 田 保 护 不
力的追责机制。

该《条 例》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牢牢守住耕地红线

□本报记者 阿妮尔

有这样一组数据，令人颇感意外——2018
年，全区共限制购买机票、乘坐高铁、动车十余
万人次，限制 2.3 万人担任企业高管职务，原因
竟是“失信”！2.7 万人因为受到惩戒主动履行了
法院义务。

无疑，信用惩戒的“利剑”作用得到了有效
发挥。

近年来，我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成绩斐
然。记者从今年的自治区厅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我区社会信用体系制度建
设持续完善，信用平台功能日益增强，信用信息交
换共享全面推进，信用应用领域不断拓展，信用联

合奖惩成效显著，地区和行业信用建设有序推进，
信用服务市场不断壮大，社会力量参与度不断提
升，社会诚信意识和氛围普遍增强，为我区市场经
济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信用基石。其中：

——截至今年 7 月底，自治区社会信用信息
平台已经实现与全区 14 个盟市、31 个区直部门
的前置机部署，共归集全区 450 万市场主体、2.8
万机关事业单位、1.5 万社会组织、1952 万自然
人的信用信息共计 1.85 亿条。

——目前，自治区社会信用信息平台已经
与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政府
采购系统”“银税互动平台”等 7 个部门的信息系
统实现了数据对接。以投资项目审批平台为
例，去年自治区投资平台共查询调取信用平台
2.3 万次信息，核查出一般性处罚 3514 个。

——截至今年上半年，自治区社会信用信
息平台累计归集各地、各部门严重失信“黑名
单 ”信 息 112432 条 ，诚 实 守 信“ 红 名 单 ”信 息
2555 条，推送共享至自治区有关部门对信息主
体开展联合惩戒。

⋯⋯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还涉及多个领域和

部门。自治区各部门在本系统信用体系建设中
也取得了积极成效。据了解，自治区人社厅充
分发挥“红黑名单”管理作用，对和谐劳动关系
单位在选拔劳动模范、投标竞标等环节享受更
多的优惠政策，将违法用工、拖欠工资和未依法
缴纳社会保险费等三项行为作为社会法人失信
内容，并制定了相应的惩罚措施。自治区商务
厅印发了《关于建立商务领域信用承诺制度的

通知》，推动市场主体自我约束、诚信经营。呼
和浩特海关将进出口企业海关信用结果用于进
出口食品安全监管，采用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
结合高级认证企业的自检结果，有效压缩进出
口食品通关检测时间，优化口岸营商环境。自
治区税务局以 A、B、M、C、D 共 5 个纳税信用级
别对纳税人进行纳税信用评价，并根据纳税信
用级别给予相应的激励政策或采取惩戒措施；
全区纳入纳税社会信用管理范围的纳税人户数
为 421054 户，参评总户数为 415835，参评户占
比达到 98%以上。

今年是我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全面深入推
进的关键之年。就今年的工作重点，上述会议提
到，不断强化信用对市场主体监管的制度安排和
工作措施，对诚信守法者“无事不扰”，对违法失

信者真正做到“利剑高悬”，促进我区营商环境不
断改善；针对信用评价结果为“优”的市场主体，
要合理降低抽查比例和频次，针对信用评价结果
为“差”的市场主体要依法依规实行严管，并且要
对所有公共信用评价结果为“差”的企业每年至
少约谈一次，并督促其进行全面整改；支持鼓励
信用服务机构开发各类信用服务产品，将免费、
免押、免证、自助、共享、先享后付等服务方式融
入到各个生活场景、商务场景、办事场景、消费场
景，多方位推进信用的社会化应用场景落地，提
升民生服务供给质量，增进群众福祉⋯⋯

营造“人人用信、处处用信、诚信有价”的社
会环境，使人民群众普遍感受到诚实守信带来
的获得感，还需要各部门各领域、社会各界乃至
个人的共同努力。

□本报记者 康丽娜

冯桂英没有想到，当初她力挽
狂澜的一个举动，不仅挽救了一个
即将倒闭的老企业，更重要的是将
古老的阿拉善仿古地毯工艺传承
了下来。一个国家非遗保护项目
得以存世。

2008 年 10 月，也就是在冯桂
英成为阿拉善右旗民族工艺地毯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的第八个年
头，阿拉善仿古地毯织造技艺正式
入选第一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和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冯桂英被命名
为该项目的传承人。

“听到这个消息很欣慰，是对我
们多年的坚持和努力的一种肯定、
鼓励和鞭策。”谈及阿拉善仿古地毯

入选非遗项目，冯桂英这样说。
说起冯桂英与阿拉善仿古地毯

的情愫，还要从 1992 年她初到阿拉
善右旗地毯厂算起。当时，在任财
务岗的她，每每闲下来，就到地毯厂
生产一线与织工姐妹们学习织造技
艺。“说不出的喜欢。”冯桂英这样描
述自己与阿拉善仿古地毯的感情。

在此之后，不甘于坐办公室的
冯桂英更经常地出现在厂房里，花
时间精雕细琢这项她喜欢的手工
技艺。经年累月下来，心灵手巧的
她练就了一身地毯织造技艺。

2000 年，公司面临破产危机，
这一度让在职员工陷入恐慌，企业
员工养老、再就业以及民族地毯工
艺传承等一大堆问题接踵而至。

爱厂如家的冯桂英当仁不让，
率先东挪西凑 15000 元入股地毯
厂，并积极呼吁同事们以参股的方

式参与重组地毯厂。通过她走家
串户地做思想工作，同事们重拾信
心，纷纷出资入股。

在原公司宣告破产的一个月
后，冯桂英拿着同事们协力筹措的
40 万元资金，改制成立了阿拉善右
旗民族工艺地毯有限责任公司。

彼时，冯桂英年仅 30 岁。
她 的 勇 气 和 魄 力 令 人 折 服 。

对此，冯桂英轻描淡写地说：“企业
破产，就面临着员工失业。这些织
造技艺女工的学历都不高，上有老
下有小，地毯织造手艺是她们赖以
生存的手艺。而且作为阿拉善仿
古地毯的继承人，我们希望能把这
项民族手工技艺发扬光大。”

正是缘于对阿拉善仿古地毯
由衷的热爱，以及肩负着传承民族
传统手工技艺的使命和责任，让冯
桂英勇担改制重责，一往无前，无

所阻挡。
公司改制当年就实现扭亏为

盈。当大家均沉寂在盈利的喜悦
中时，冯桂英却清醒的认识到，技
术 革 新 才 是 企 业 发 展 的 最 终 出
路。为此，她成立了劳模创新工作
室，先后对植物染色技术和传统绘
图工艺进行改良创新，攻克了织毯
过程中均染度、色牢度差、过渡色
不易融合等问题。其中，植物染色
技术的创新引领了西北地区手工
地毯行业的发展。

20 余年来，冯桂英一直把继承
和保护阿拉善仿古地毯织造技艺
作为必达的使命和责任。在她的
苦心经营下，公司逐渐发展壮大，
生产的手工 100——140 道仿古地
毯、艺术挂毯和 200 道丝织地毯等
系列产品深受国内外市场客户青
睐，远销欧美等国家。

冯桂英：让非遗技艺走向世界

壮丽 70 年·点经大草原

22..33 万人被限制担任企业高管万人被限制担任企业高管，，因为啥因为啥？？

本报 8 月 12 日讯 （记者 杨帆）今
年以来，我区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和坚持稳就业等一系列积极的政策措施，
全区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不断提高。

从就业总体水平看，上半年，全区城镇
登 记 失 业 率 3.59% ，低 于 年 初 控 制 目 标
0.91 个百分点；城镇新增就业 12.9 万人，
完成全年计划的 58.5%；实现农牧民转移
就业 208.1 万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
缩小。上半年全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比值为 3.34，较上年同期缩小 0.07，缩小
值高于全国水平 0.04。教育、医疗卫生、社
会保障等事业稳步发展，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持续增强。

呼和浩特
对购买清洁煤炭的居民
给予资金补助

本报 8 月 12 日讯 （记者 杨帆）按
照《内蒙古自治区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
计划实施方案》文件精神，呼和浩特市制定
了《呼和浩特市散煤用户实施洁净煤炭补贴
专项方案》（下称方案）。按照《方案》要求，
2019年呼和浩特市对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
重点地区棚户区、城中村已更换环保炉具的
散煤用户推广使用清洁煤炭，涉及125个村
(社区)及67809户居民，用煤量20万吨。

为鼓励引导居民使用清洁煤炭，首府
采取政府补贴的方式对购买清洁煤炭的居
民给予资金补助。居民购买洁净煤炭价格
为 620 元/吨，不足部分由政府财政予以补
贴，每户居民购买上限为 3 吨。按照分级
负责原则，洁净煤炭购置补贴资金由市、区

（旗县）两级财政按比例承担。目前，按照
《方案》的实施时间要求，清洁煤炭的采购
工作已经启动。

鄂尔多斯首家村镇银行
率先股权托管

本报 8 月 12 日讯 （记者 王连英）
记者从内蒙古股权交易中心获悉，近日，内
蒙古股权交易中心与鄂尔多斯市天骄蒙银
村镇银行正式签署股权托管服务协议，天
骄蒙银村镇银行在鄂尔多斯地区率先进行
了股权登记托管。

2019 年 7 月 23 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
了《商业银行股权托管办法》。天骄蒙银村
镇银行紧跟此文件出台步伐，在鄂尔多斯
地区率先开展股权登记托管工作，开启了
鄂尔多斯市地方商业银行股权规范化的新
篇章。据了解，股权登记托管是中国证监
会、中国银保监会赋予区域性股权市场的
重要使命，内蒙古股权交易中心目前已建
立了完善的股权托管服务体系，并结合商
业银行股权托管需求完成专项系统升级。

锡林郭勒盟
发布消费扶贫倡议

本报 8 月 12 日讯 （记者 康丽娜）
日前，锡林郭勒盟工商联向全盟民营企业、
直属商（协）会、外埠商会发起“消费有情·
爱心随行”消费扶贫行动倡议。

倡议广大民营企业和商会做消费扶贫
倡导者。日常消费时多选择购买贫困户的
产品与服务；倡议做消费扶贫传播者。共
同推动并逐步形成“人人参与消费扶贫，人
人支持消费扶贫，人人宣传消费扶贫”的良
好社会氛围；倡议做消费扶贫践行者。根
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及所拥有的帮扶资源，
通过优先选购贫困户农畜产品、设立消费
扶贫产品销售专柜等形式，参与消费扶贫。

群众幸福指数越来越高

本 报 8 月 12 日 讯 （记 者 高
慧）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上半年
全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499.5
亿元，同比增长 4.0%。 其中城镇消费
品零售额 3062.7 亿元，同比增长 3.7%；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436.8 亿元，同比增
长 5.7%。

此间运行主要特点是：乡村消费品
零售额、餐饮收入增长较快，增幅分别高
于全区 1.7 和 0.7 个百分点，城镇消费品
零售额、商品零售均低于全区增速。从
限额以上单位的消费品类值看，主要商
品 中 西 药 品 类 降 幅 较 大 ，同 比 下 降
17.5%，石油及制品类同比增长 3.9%。

非煤产业对规模以上工业
增长贡献率超过 70%

本报 8 月 12 日讯 （记者 杨帆）
今年以来，我区在抓传统优势产业提质
升级的同时，也特别注重培育和壮大新
兴产业，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发展质量，
带动全区经济新旧动能转化。上半年，
全区非煤产业增加值增速快于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速 0.7 个百分点，对规模
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 70.5%，拉动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5.0 个 百 分
点。

据了解，在非煤产业和高新技术制
造业等快速增长的产业支撑下，今年上
半年，全区近六成的行业和产品保持增
长。上半年在统计的 41 个工业行业中，
增加值实现增长的有 24 个行业，增长面
为 58.5%；在统计的 223 种工业产品中，
实现增长的有 128 种，增长面为 57.4%，
比一季度扩大 2.7 个百分点。

我区扶贫小额信贷覆盖率
高于全国 12.71 个百分点

本 报 8 月 12 日 讯 （记 者 王 连
英）记者从自治区金融办获悉，截至 6 月
底 ，我 区 扶 贫 小 额 信 贷 覆 盖 率 达 到
48.94%，高于全国 12.71 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我区在全面加强扶贫小
额信贷规范管理的同时，大力推动金融
扶贫主力行带头投放扶贫小额信贷，推
动金融机构与地方政府建立合作机制投
放扶贫小额信贷；进一步加强扶贫小额
信贷风险防范工作，推动各承贷金融机
构建立扶贫小额信贷预警机制，加强逾
期风险管理。上半年，全区扶贫小额信
贷实现投放 8.8 亿元，支持建档立卡贫
困户 2.14 万户，贷款余额 25.8 亿元，覆
盖贫困户 29.2 万户（次）。截至 6 月底，
全区扶贫小额信贷逾期金额 150 万元，
逾期率 0.06%。

副食品价格涨跌互现
本 报 8 月 12 日 讯 （记 者 康 丽

娜 李永桃）记者从自治区发改委价格
监测中心获悉，今年 7 月份，我区副食品
价格涨跌互现。其中，猪肉、牛肉、羊肉、
鸡肉、水产品、食用油、豆腐、水果价格上
涨，牛奶价格略有升降，鸡蛋、蔬菜价格
下降。与去年同期相比，菜籽油、牛奶、
豆腐价格下降，其余品种价格不同幅度
上涨。

7 月份，猪肉价格持续上涨，且同比
价格涨幅较大。猪带皮后腿肉、猪肋条
肉 价 格 同 比 分 别 上 涨 39.63% 、
41.96%。蔬菜价格持续下降，各旬环比
变 动 幅 度 分 别 为 - 1.62、- 1.59% 、-
3.23%。蔬菜月度全区综合平均售价为
2.46 元/500 克，环比下降 6.82%。

上半年全区实现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3499.5 亿元

财经眼

近日，载着 144 名游客的草原号旅游列车开启了从内蒙古至蒙古国、俄罗斯的 11 日之旅。本次专列从包头始发，途经乌兰察布、二连浩特，穿
越蒙古国扎门乌德，抵达俄罗斯贝加尔湖，横穿 8 个城市游览异国风情。

今年以来，为充分发挥草原铁路区位优势，创新旅游产品，不断增强旅游板块的创效能力，中铁呼和浩特局集团公司与乌兰察布市文旅体局携
手推出两趟赴蒙古国乌兰巴托和俄罗斯贝加尔湖的旅游专列，积极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互联互通。 本报记者 梁亮 摄

中俄蒙旅游列车再出发中俄蒙旅游列车再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