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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7 月，一种新型扶贫模式——
扶贫车间落地太仆寺旗宝昌镇向阳村，昌
鑫旺有限责任公司将加工环节嫁接到了这
里，专门从事编织袋加工环节。

由于扶贫车间在村里位置适中，技术
含量低，劳动强度不大，管理灵活，很快就
吸纳了本村许多贫困人员就业，65 岁的耿
树梅告诉记者：“老伴儿患有慢性病，我岁
数大了，重体力活也干不动了，但缝纫机我
以前就会用，在这里上班每个月能有 2000
元的收入，除了贴补家用，老伴儿的药钱也
有了着落，也能给在外地的儿女们减轻负
担。在这里干活既轻松又高兴，这个厂子
可开好了！”

扶贫车间是太仆寺旗产业扶贫的一个
创新措施。目前已有 20 个扶贫车间在太
仆 寺 旗 集 体 经 济 相 对 薄 弱 的 嘎 查 村“ 落
户”，加工产品包括熟食、服装、足球、灯笼
等。扶贫车间激发了贫困群众的内生动
力，向阳村扶贫车间已为该村贫困户增收 5
万余元。

锡林郭勒盟将发展产业作为实现脱
贫的根本之策。2019 年调整充实了全盟

产业精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指导各旗县
市编制完成《2019—2020 年产业扶贫项
目规划》，8 个贫困旗县均结合区域特点，
编制了“菜单式”产业扶贫方案，落实了项
目补贴政策和标准。全年落实上级专项、
涉农涉牧整合产业扶贫资金 6.81 亿元，目
前全盟 11 个有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旗县市
扶贫产业项目共覆盖有劳动能力贫困人
口 32362 人，实现了有劳动能力贫困人口
全覆盖。

推动贫困户与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建
立稳定的利益联结关系，全盟与贫困农牧
民建立利益联结关系的龙头企业、合作社
和家庭农牧场 237 家，其中：龙头企业 65
家、合作社 121 家、家庭农牧场 51 家，辐射
带动贫困户 17506 户。盟旗两级成立产业
扶贫技术专家组 15 个 65 人，分组包片为贫
困户提供政策宣传、种养管理、配种繁育、
疫病防控等产业发展方面咨询服务 745
次、技术指导服务 2492 次。选定产业指导
员 1297 名，实现全盟有贫困人口旗县市产
业指导员工作全覆盖，2019 年共指导贫困
户 11981 户，切实起到了帮助贫困户落实

产业政策、协调解决技术难题、建立产销关
系的积极作用。加强扶贫小额信贷工作，
助推贫困户发展产业。严格落实 5 万元以
下、3 年期以内、免担保免抵押等扶贫小额
信贷政策，截至目前，全盟累计发放扶贫小
额信贷 4245 户、金额达 2 亿元。

产业扶贫全面开花结果。集中式光伏
扶贫项目和“十三五”第一批、第二批村级
光伏扶贫项目已全容量并网发电，全盟光
伏扶贫项目已累计结算发电收益 1298 万
元，带动贫困户 5600 余户；推进旅游产业
扶贫，通过“两带两加一引领”模式，带动建
档立卡贫困户 337 户 678 人，人均年增收
7574 元；持续推进正蓝旗、东乌珠穆沁旗、
太仆寺旗、苏尼特右旗和正镶白旗等 5 个
旗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2019 年
成功申报多伦县列入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县；生态扶贫显成效，全盟生态护林员
安排 700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年人均补
助 1 万元；就业扶贫方面，通过扶贫车间吸
纳、组织劳务输出、返乡创业带动、公益性
岗位安置等渠道，目前已吸纳安置贫困劳
动力 916 人。

精准施策聚合力精准施策聚合力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
重要政治任务。锡林郭勒盟委、行署全面落
实主体责任，尽锐出战、强力推进脱贫攻坚
工作。将原有的 17 个脱贫攻坚专项工作推
进组调整充实为 20 个，各旗县市和盟直 20
个专项工作推进组分别向盟委、行署递交了
脱贫攻坚责任书。33 名盟级领导联系帮扶
8 个贫困旗县，强化协调指导工作。调整优
化了盟派驻 8 个贫困旗县脱贫攻坚督导组，
进一步加大督导力度。认真落实五级书记
遍访贫困对象工作，全盟四级书记都完成了
遍访，有力推动了各项工作落实。

加大资金投入保障，为脱贫攻坚添动
力。全年累计投入各类扶贫资金 9.4 亿元，
其中财政专项资金 5.8 亿元，京蒙扶贫协作
资金 1.02 亿元，捐赠资金 0.11 亿元，各级定
点帮扶单位协调投入帮扶资金 0.46 亿元，
发放扶贫小额信贷 2 亿元。

精 准 识 别 贫 困 户 ，对 症 下 药 施“ 良
方”。推广使用自治区精准扶贫大数据平

台，建立了盟、旗县市、苏木乡镇、嘎查村四
级信息员制度，共安排扶贫信息员 799 名，
对自治区反馈相关问题数据及时修正。大
数据平台上线运行以来，全盟共修正问题
数据 33591 条，全年开展扶贫对象管理和
信息采集工作 2 次，实现了扶贫对象动态
管理、精准管理。

强化管理，充分发挥扶贫项目的带动
作用。对脱贫攻坚项目库进一步更新完善
和清理规范，全盟 11 个旗县市（不含二连
浩特和乌拉盖）脱贫攻坚入库项目 2204
个，涉及资金 18.7 亿元，已实施项目 1034
个，完成投资 3.1 亿元，完成项目 803 个，受
益贫困人口 16960 人。

做好农牧民和扶贫干部培训。锡林郭
勒盟举办了贫困嘎查村“第一书记”抓党建
促脱贫培训班、贫困嘎查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脱贫攻坚培训班等培训 7 次。全
盟共举办脱贫攻坚干部教育培训 72 期，培
训各级各类干部 15802 人次。各旗县市强

化贫困户的“志智技勤”培训引导工作，开
展了蒙餐烹饪技能、旅游经营管理、中式面
点制作、种养殖知识等培训 77 期，培训建
档立卡贫困户 2895 人。

全年，聚焦解决影响“两不愁三保障”突
出问题，实施十项“清零达标”专项行动，目
前已全部完成。“三保障”问题得到有效解
决。义务教育保障方面，全盟累计下达各级
各类建档立卡学生助学资金 1518.8 万元，
实现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义务教育阶段
助学政策全覆盖；基本医疗保障方面，13 个
旗县市（区）和盟级定点医院全部落实“先诊
疗、后付费”和“一站式”结算政策。农村牧
区贫困人口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
救助覆盖率 100%，大病保险对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实行起付线降低50%、报销比例提高
5个百分点，全面取消封顶线政策；住房安全
保障方面，全盟“十三五”易地搬迁工程已全
部搬迁入住，为 11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改造
危房，为243户贫困户新建住房。

对口帮扶见实效对口帮扶见实效

去年，北京庞安路西瓜专业合作社加
入京蒙扶贫合作项目，投资 700 万元，在正
镶白旗星耀镇永合村建起西瓜种植和产业
帮扶实验实训基地，建设 350 亩西瓜种植
基地和 150 亩产业帮扶实训基地，将西瓜
种植基地托管给 6 名建档立卡户和 8 名村
民经营，利用“企业+贫困户”的扶贫机制，
以高于市场价格进行收购，解决了农产品
销路窄、增产不增收的突出问题，实现了发
展经济与精准扶贫的双赢模式。

随着京蒙扶贫项目的推进，北京市绿
园天星西甜瓜种植项目、李家巷西瓜种植
项目等农业项目也陆续落地正镶白旗，通
过土地流转、务工就业、农产品销售等方式
带动农户 200 多个，每户均增收 5000 元以
上。同时，绿园天星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在原有收购价格的基础上，又提高 15%反
馈给永合村集体，用以壮大集体经济。目
前，永合村集体经济现金存款累计达到 30
万元。

在来自北京的 3 家知名西瓜种植企业
落户永合村的基础上，今年 5 月，正镶白旗
扶贫办出资 70 余万元在永合村建设扶贫
大棚 50 座，以每个大棚 200 元(每亩土地流
转费)租赁给贫困户及农民使用。目前，永
合村已形成了以种植西瓜为主导产业的新

格局。
自 2018 年京蒙扶贫协作工作启动以

来，锡林郭勒盟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工作总要求，聚焦贫困村和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与北京市积极开展京蒙扶贫协作工
作，成效显著。

2019 年，锡林郭勒盟继续深化京蒙扶
贫协作，对京蒙扶贫协作项目进行重点调
度，加强项目资金监管。资金支持方面，共
落实北京方面资金 1.02 亿元，实施京蒙扶
贫协作项目 98 项，带动 3549 名贫困人口
受益。产业合作方面，制定产业合作优惠
政策，引进企业 13 家，企业实际投资 4.25
亿元，带动贫困人口 2555 人。引进企业数
和实际投资额较 2018 年分别增长 160%、
543%。共建产业园区 2 个，引导 5 家企业
入驻，企业实际投资 1534.4 万元。京蒙消
费扶贫完成 1.17 亿元；劳务协作方面，在国
贫旗举办劳务协作培训班 19 期，培训贫困
人口 699 人。1175 名贫困人口实现就业，
其中进京转移就业贫困人口 47 人，就地就
近就业贫困人口 1128 人；人才支援方面，
北京市派驻锡林郭勒盟挂职干部 12 人，派
出专业技术人才 75 人到 3 个国贫旗开展支
医、支教、支农工作。锡林郭勒盟派驻北京
市挂职干部 9 人，选派 245 名专业技术人员

赴京学习、培训、互访；社会帮扶方面，截至
目前，3 个国贫旗共收到来自北京社会各界
捐款（含物折款）1091.1 万元。

大力推进定点帮扶。深化与全国人大
常委会机关、国家统计局、中国航空集团等
定点帮扶单位的扶贫协作，正式上线运行
盟直定点帮扶工作手机 APP，定点帮扶工
作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全年盟直 149 个部
门单位企业，定点定人定责结对帮扶 144
个嘎查村。推动精准选派驻村干部，精准
落实驻村帮扶责任，全盟派出驻嘎查村工
作队 687 个、工作队员 2067 人，贫困嘎查
村驻村工作队实现全覆盖。今年中央、自
治区、盟、旗四级累计投入各类帮扶资金
4635.2 万元，主要用于嘎查村基础设施建
设、危房改造、生产设施建设、贫困户看病
就医、购畜等方面。

全面开展社会扶贫。积极推进“万企
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全盟已有 112 家企
业录入帮扶系统，实施帮扶项目 182 个，投
入帮扶资金 1033.35 万元，帮扶村（嘎查）
192 个，带动贫困人口 14718 人。做好社
会扶贫网推广应用工作，目前已注册爱心
人士 1.7 万人，注册贫困户 2.3 万人，累计已
通过平台捐赠资金 53 万元。

（本版图片由锡林郭勒日报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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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林郭勒盟脱贫攻坚工作综述

□白沙

巴雅尔图

铺 设 水 泥 主 干 路
已达 17.5 公里，危房改
造累计 103 户，新建暖
棚 121 处，实现了生活
用电、用水、通信全覆
盖，无辍学现象。利用
产业扶贫及分红等方
式，全嘎查建档立卡贫
困户 57 户 142 人，年底
前全部实现了脱贫。

这 是 在 正 镶 白 旗
宝力根陶海苏沐贡淖
尔嘎查看到的变化，也
是今年锡林郭勒盟脱
贫攻坚战的一个缩影。

2019 年 ，面 对 脱
贫攻坚的艰巨任务，锡
林郭勒盟脱贫攻坚战
前线捷报频传：25 个贫
困 嘎 查 村 全 部 出 列 ，
1713 户 3224 人脱贫，
贫 困 发 生 率 降 至
0.03% ，太 仆 寺 旗 、正
镶白旗具备摘帽条件，
已完成自治区委托的
第三方评估，预计可顺
利实现脱贫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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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扶贫为失去劳动力的贫困户带来稳定收入。

健康扶贫中，医生为贫困户提供签约服务。

京蒙帮扶为扶贫产品打开了销路。

贫困户通过参与灯笼编结，每个月实现 1500 元以上收入。

蔬菜大棚延长了产业链，让贫困户一年四季都有钱赚。

一座座蔬菜大棚让贫困户在家门前实现脱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