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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暖春”：内蒙古银行全力服务实体经济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当前，疫情防控呈现积极向好态势，企业

复工复产正在加速推进。内蒙古银行作为自
治区政府战略性投资入股的银行，坚持以“疫
情防控不放松，金融服务不间断”为目标，强化
金融服务和使命担当，统筹整合各类金融资
源，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全力支持自治区实体
经济发展。

积极担当 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一是加强实体经济支持。坚守“客户信

赖的精品银行、服务政府的贴心银行、助力小
微的伙伴银行、普惠城乡的责任银行”的战略
定位，进一步加大信贷投放力度，确保到
2020年末新增贷款70亿元，增速不低于去年
水平，持续加大对自治区实体经济的支持力
度。积极参加全区金融支持复工复产政金企
对接推进会，成功签约 10 个项目金额达
12.32亿元。

二是做好防疫期间授信保障。对疫情防
控重点保障企业实施名单制管理，按照自治区
发改委确定的重点医用物品及生活物资企业
名单，精准对接有效需求，按照“特事特办、急
事急办”原则，在贷款发起、审批、发放等各环

节开辟绿色通道，加大应急贷款、专项贷款投
放力度，构建快速反应、快速决策、快速放款机
制，单列信贷额度，保障即时发放，充分满足疫
情防控金融需求。疫情期间，全行支持企业客
户140余户，金额达8.55亿元。

三是确保存量业务金融需求。对受疫情
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
化旅游、农产品生产加工等行业，以及有发展
前景但暂时受困企业，不抽贷、不断贷、不压
贷，创新运用“非接触式”远程工作机制，灵活
运用变更还款计划、延后分期还款计划、无还
本续贷等方式，帮助存量客户应对疫情影响，
累计涉及信贷资金26亿元，做到应续尽续、能
续快续。

践行责任 支持小微企业渡过难关
一是加强重点行业支持。对存量授信客

户相关联的上下游企业进行梳理，有针对性地
做好金融服务，特别是对衣食住行、公共医疗
卫生、物资储备等与日常生活相关行业的客户
进行重点支持。积极与自治区农牧业厅、工信
厅、商务厅、税务局、扶贫办、市场监督管理局、
金融办等部门对接，利用好第三方机构的客户

资源优势，不断拓宽小微业务服务范围。近期
以来，内蒙古银行支持小微和普惠业务 123
户，金额超过3.8亿元，有力支持了小微企业复
工复产。

二是推动惠企措施落地。内蒙古银行按
照分支机构2019年末普惠金融贷款余额的一
定比例，确定分行再贷款资金投放额度。对再
贷款额度在1000万元（含）以下的贷款利率最
高为4.55%，再贷款额度在1000——3000万
元贷款利率原则上不高于4.75%，降低企业融
资成本。

三是帮扶受困企业脱困。充分发挥“金伙
伴”项下所有产品及模式，加快创新步伐，采用
差异化、特色化金融服务方案，积极支持当地
特色领域小微企业。下发《内蒙古银行小微企
业贷款尽职免责实施细则》，保护基层信贷员
和授信审查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确保信贷人员

“敢贷、愿贷、能贷”。加快与内蒙古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开展纾困资金业务合作，发挥各自优
势，帮助困难企业渡过难关。

创新驱动 提高金融服务质量
一是全力保障春耕备耕。面对疫情影

响，为确保春耕备耕期间农牧民的信贷资金
需求，内蒙古银行把保障春耕备耕作为服务

“三农三牧”的重点工作来抓，要求各分支机
构主动加强与农牧业企业、农牧民的沟通联
系，确保春耕期间信贷需求。主发起的各村
镇银行扎根县域，坚持支农、支牧、支小，结合
农牧民生产消费特点，开发“易农贷”“驰援
贷”“及时贷”等信贷产品，形成多样化新型融
资模式，有效满足农牧民足不出户申请贷款
的金融需求。

二是做好线上金融服务。鼓励客户使用
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微信银行等线上渠道办
理业务，充分保障客户账户查询、大额转账、在
线理财以及各类移动支付需求，为客户提供全
天候在线服务。将手机银行转账额度提高至
100万元，网上银行转账额度提高至1000万
元，为客户提供便捷有效的金融服务。面向受
疫情影响延期开工或企业复工初期暂无收入
来源的客户，推出信用卡合理延期还款、免息
还款等服务，涉及金额超过200万元。

三是延伸金融供给范围。成功发行“20
内蒙古银行（防疫专项）CD043”同业存单，总

额1亿元，是自治区首单防疫专项同业存单业
务，发行利率低于同期水平约20BP，有效解决
了疫情防控医疗企业和保障型企业的贷款需
求，切实保障企业的正常生产与经营。各分支
机构加大科技智能设备和软件的运用推广，通
过微银行、微群聊、微视频等多种形式，广泛向
客户提供咨询、查询、营销等便捷优质的金融
服务。

目前，全区生产生活秩序正在加快恢复，
内蒙古银行将牢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
全面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决策部署，统筹抓
好疫情防控和金融服务，做到“两手抓、两不
误”，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全力支持自治区经济
社会持续平稳健康发展。 （蒙银轩）

□本报记者 郑学良

抗疫不松劲，战贫不停步，两个战场
都是硬仗。当下，和林县148支驻村工
作队444名队员在朋友圈里讨论最多的
就是防疫高招和脱贫点子，他们奔赴在
全县148个行政村抗“疫”又战“贫”。

3月6日，记者走进和林县的3个村
子，听听他们的故事。

闫林惠家的“288”鸡
初春的盛乐镇公喇嘛村洒满暖阳。
闫林惠正在用自家种的玉米拌和饲

料喂鸡，49只鸡扑棱着翅膀抢食。在鸡
吃食的空档，闫林惠拿着小盆，进入鸡舍
取走10来个刚下还热乎着的鸡蛋。

“唉，要不就是50只鸡，自己没侍弄
好，去年挤死一只。”闫林惠对自己的这
些鸡倍加珍惜。

他的这50只鸡，是呼和浩特市人社
局下派公喇嘛村第一书记田都荣协调单
位帮扶的。公喇嘛村4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张春红、闫林惠、白体成、岳文丽每家
50只扶贫鸡。

“除了这些从正大引进的成年蛋鸡
之外，我们还给提供了全部的鸡舍、鸡饲
料、配套用具。之所以叫这些鸡为‘288’
鸡，是说这个品种的鸡产蛋量高，一年
365天可以产蛋288颗。产蛋后，我们通
过发朋友圈、联系就近农家大院、单位同
事，以每斤10元的价格帮着卖掉。50只
鸡每月就有近1200多元的收入。”田都

荣给记者算起了蛋鸡饲养账。
公喇嘛村是盛乐镇乃至和林县最大

的行政村之一，辖1781户、3876人，驻
村工作队、村委会除了要做好全村3个
卡点的疫情防控工作，还要聚焦脱贫攻
坚工作，谋划发展今年的村集体经济，可
谓任务繁重。

闫林惠一家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73岁的父亲年轻时落下一身病，母
亲卧床不起，闫林惠是脉管炎。

“去年，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在公喇
嘛义诊时，该院副院长毕力夫听说了他
家的情况，当即表态要全力帮助救治他
们一家子。”村委会会计秦根柱说。

闫林惠父母享受低保每月能领800
多元，村委会给闫林惠提供了一个打扫
卫生的公益性岗位，每月能领500元，自
家种了10来亩地，也能收入七八千元。

“生活基本没有问题了。”闫林惠笑
着告诉记者，“等疫情过去了，我们一家
就去找毕院长看病去！”

“现在已经跟现代牧业达成了初步
意向，流转村里三分之一没有劳动能力
村民的土地发展种植业，再给村民增加
部分收入。”田都荣说。

在村委会办公室的墙上，“两年帮扶
路，一片赤诚心”，4名贫困户送给村委
会的锦旗熠熠生辉。

徐亮平家的常客
“叔，这几天身体怎么样？家里的生

活用品够不够，今年的春耕物资准备的
怎么样？”

3月6日一大早，驻村第一书记王博、
驻村工作队长刘风在规劝完村里集聚的
村民后，恰遇村医刘利民，她俩与村医一
同走进建档立卡贫困户徐亮平家中。

刘利民为老人测体温、量血压，王博
询问徐亮平这几天的身体状况。

“去年，在驻村工作队和村委会的帮扶
下，种植玉米收入加上政府单品种植2000
元的补贴及低保、粮食直补等，我们老两口
的生活有了保障。”徐亮平告诉记者。

去年，大南沟村3户贫困户全部实施
发展生产脱贫，贫困户马占珍、康雨娥分
别通过正缘公司生猪代养分红1600元。

谈到今年脱贫规划和壮大村集体经
济，村支部书记马飞信心十足：“大南沟
村计划利用旧村东队场面新建养殖场，
总投资180万元，养殖肉牛50只、肉羊
300只。”

疫情挡不住春回大地，阴霾遮不住
万物复苏。“确保全面小康不落一人”，
大南沟村及帮扶干部在疫情防控、脱贫
攻坚一线构筑起坚固的战斗堡垒。

华福后还要种雪菊
“杨队长，你今年还育雪菊不？今年

我还想再种点雪菊了。”
“华大爷，只要你愿意种，我今年就

继续给你们培育雪菊苗！”
快80岁的华福后正和马家夭村驻

村工作队队长杨向东聊着。
华福后曾是马家夭村建档立卡的贫

困户，现在已脱贫。老两口去年种了点
雪菊，在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收入了
1800多元。

去年像华福后一样种植雪菊的贫困
户还有很多，他们都选择在自家的菜园
子或田间地头种植，驻村工作队帮助销
售了200斤左右的雪菊，贫困户和一般
农户共收入2万多元。

马家夭行政村从2月2日建起了防疫
检查站，组织村里的党员、贫困户和各个自
然村的村长轮流值班。他们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同时，更是不忘谋划推进扶贫工作。

“去年，驻村工作队把培育好的雪菊苗
都无条件的挨家挨户送到贫困户和一般农
户家中，让他们享受到了雪菊的福利。”村
党支部书记樊来运说，去年村里种雪菊的
人挺多，既可以增加村民的收入，又可以留
下自己喝，今年大家还想继续种。

这几天，驻村工作队深入贫困户家
中开始逐户了解他们的情况和需求，并
逐一进行梳理，制定了2020年的产业扶
贫帮扶计划。

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把圣牧高科捐
赠的 20头肉牛饲喂好，壮大村集体经
济；推广雪菊、大豆和黑小米种植，增加
贫困户和一般村民收入。

3 个村里的脱贫故事
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本报阿拉善 3月 30日电 （记
者 刘宏章）近日，记者走进阿拉善
盟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田间地头，
看到犁地的拖拉机在田间来回穿梭
作业，呈现出一派农机闹春耕的生动
景象。

沐浴着春日的朝阳，该开发区的
嘉尔嘎勒赛汉镇塔日阿图嘎查的农
民沈文道正开着两年前购买的大型
拖拉机平整农田，为春播做准备。

“如今随着新型农业机械的加入，不
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而且还节
省了不少人工，真是方便多了。现
在我的大型拖拉机每年除了经营自
家200亩农田，还利用农闲为其他农
户耕田平地，仅此一项每年增收七
八万元。”沈文道一边操作拖拉机一
边说道。

连日来，为了抓住春种有利时
机，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多部门协
调配合，通过摸清农户春耕所需农
药、化肥、种子等农用物资需求，把握
农资市场形势，畅通农资购销渠道，
帮助经销企业做好农资调运、储备和
供应工作。目前春耕备耕各项工作
正在有序进行中。

“今年，我们开发区农作物计划
播种面积8.5万亩，其中节水灌溉7.5
万亩，目前已陆续开展平田整地、清
理灌渠泥沙等春播前期准备工作，预
计4月上旬开始春灌，4月中旬准备

播种。目前开发区已储备各类种肥
2760吨、种子45吨，保障了今年春耕
生产农资供应充足。”该开发区农牧
林业局局长刘春祥告诉记者。

据了解，正值春耕备耕关键时
节，阿拉善盟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的同时，早动手、早准备，各级农牧
部门积极创新培训形式，依托驼乡e
农通微信公众号的优势，积极探索创
新农业技术推广新模式、新路径，通
过驼乡e农通推送“线上”视频学习等
方式，开展农业技术培训，既让全盟
农户通过“线上”在家学到春耕备耕
最新农业技术，也强化全盟“线下”农
资储备调运等春耕备耕工作的有序
开展。

据盟农牧局农业科科长谢金庭
介绍，2020年阿拉善盟预计农作物
播种面积为47.9万亩，截至目前，全
盟已投入春耕生产的农机社会化服
务组织 24 个，农机操作人员 1970
人，拖拉机 2130 台，配套机具 4380
台，已完成春小麦播种1.18万亩；储
备各类化肥、有机肥9300吨，储备农
药及除草剂40吨、种子881吨、地膜
230吨，各项农资储备量与上年基本
持平，可满足当季春播生产需求。
与此同时，该盟积极协调各金融机
构继续加大支农贷款力度，目前全
盟金融机构已发放各类支农贷款
4.0048亿元。

阿拉善盟：线上线下春耕忙

本报3月30日讯 （记者 李存
霞）3月30日，记者从自治区残疾人联
合会获悉，近日，我区开展了“内蒙古
残疾人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网络招
聘会活动”，为用人单位和残疾人搭建
了一个方便快捷的网络平台，确保就
业服务不打烊、网上招聘不停歇。

本次网络招聘会是为了全力做
好残疾人就业服务工作，促进残疾
人就业增收，提高残疾人生活水平，
满足疫情防控期间广大用人单位和
残疾人的需求。据介绍，有招聘需
求的用人单位可登录“中国残疾人

就业创业网络服务平台”，完善企业
信息，审核通过后即可发布招聘职
位；有求职需求的残疾人朋友可以
进入招聘主页完善个人信息，选择
意向岗位，投递简历。

截至3月 30日 15时，全区已有
15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本次网络招
聘，涉及餐饮、生物科技、零售等多个
行业，为残疾人员提供技术员、文员、
内勤、会计、策划、保安、操作工等多
种类别的岗位390余个，吸引了896
名残疾人报名参加，各用人单位已收
到简历750余份。

我区开展残疾人春风行动暨
就业援助月网络招聘会活动

本报乌兰察布3月30日电 （记
者 皇甫美鲜 见习生 郭羽）3月
26日下午，为解决受疫情影响的农畜
产品销售难问题，乌兰察布市联合

“字节跳动”旗下今日头条、西瓜视
频、抖音等网络直播平台，举办特色
农产品直播助农专场销售。该市副
市长王心宇变身“主播”，为乌兰察布
特产代言直播带货，商都县红皮马铃
薯，察右中旗燕麦、胡萝卜，四子王旗
瓜子成为此次直播“网红”产品，截至
当日 18 时，直播销售土豆 3.4 万件
23.6万斤，销售额达90万元。

15时，当王心宇来到直播间时，
在线人数达到 5.4 万人。“市长好”、

“关注乌兰察布助农了解内蒙文化”
等一条条弹幕展示出网友对“网红”
市长的欢迎。王心宇向全国各地网
友推介该市的优质农畜产品，并围绕
全市产业发展情况、产品特点、风土
人情、自然禀赋以及消费者关心的电
商、物流等情况作了详细介绍。“咱们
的马铃薯，倍儿脆、倍儿香、倍儿
甜！”，副市长幽默的话语引得连麦主
播不断发笑，短短40分钟直播间在
线人数达到23万人。为了吸引更多
网友下单购买，王心宇还十分慷慨地

送出了大量优惠券，并承诺直播间下
单购买的粉丝都可以享受顺丰包邮
的福利。

谈起第一次做主播的感受，王心
宇说：“我觉得第一次当主播蛮有意
思的，原来接触的都是传统的商业渠
道、传统的经营平台，但是通过这次
做主播做代言，在网络上和大家面对
面地进行沟通，我觉得这个方式非常
好，形式活泼又喜闻乐见，让大家的
直观性、感觉冲击度也非常强。从我
本人来说呢，我觉得能为乌兰察布做
代言，是次难得的经历！”

据悉，乌兰察布市自去年起全面
启动消费扶贫工作，创建乌兰察布市
消费扶贫采集中心平台，并抢抓京蒙
扶贫协作和北京市加快推进扶贫协
作地区特色产品进京销售政策机遇，
在北京市8个对口帮扶区开设乌兰察
布农特产品专卖店，及线上通过“E嗨
到家”电商平台，全方位推广、展示、
销售农特产品。通过全市上下联动、
农特产品进京、多平台共同发力网销
全国等多种方式，2019年，该市消费
扶贫额累计实现 5.17亿元，较 2018
年增长近3倍，带动全市9427名贫困
人口增收。

副 市 长 直 播 带 货
3小时销售土豆23.6万斤

3月29日，市民在呼和浩特市
一家商场内玩旋转木马。截至 3
月 23日，全市经营面积一万平方
米以上的21家大型商场已全部恢
复营业，复工率100%。此外，呼和
浩特市经营面积一万平方米以下
的综合商场有 14 家也已恢复营
业。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首府21家
大型商场

全部恢复营业

■上接第1版
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对口支

援荆门市疫情防控工作。前方指挥部加
大协调力度，各有关部门全力予以支持
保障，在同样应对疫情的紧张时刻，自治
区努力克服自身困难，积极调动各方力
量，筹措疫情防控物资，对口支援荆门
市。其中，医疗物资包括价值150万元
的移动查房系统、1万套一次性无菌辐
照医用防护服、1万个N95口罩、可用于
手术的1万个一次性外科口罩、2万个一
次性医用口罩、1万副一次性乳胶手套、
抗菌洗手液3600瓶、护目镜3000个、医
用鞋套3000副。生活物资包括牛肉、羊
肉、奶制品等。

严峻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下，
内蒙古与湖北心手相牵，共克时艰。

人心齐 泰山移 让爱心与你守望
相助

当自治区党委、政府全力驰援湖北
的同时，全区社会各界也纷纷把爱撒向
荆楚大地。

内蒙古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紧急
筹集1亿片复方甘草片，助力武汉疫情
防控，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接受捐赠
后连夜运往目的地。

伊利集团决定持续投入1亿元用于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其中包括用于支持武
汉火神山医院建设的1000万元资金，支
持湖北省一线医护人员和患者营养保障
的1500万元健康营养产品，支持湖北黄
冈市抗击疫情工作的500万元现金。此
外，还捐赠了2万箱牛奶为春节期间依然
奋战在一线的武汉医护工作者送去慰问。

包钢集团及下属公司北方稀土，向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捐赠1
台磁共振诊疗车，价值940万元，用于接
管医院疫情防控使用。

乌兰煤炭集团、蒙泰集团、汇能煤电
集团、满世投资集团、兴隆能源集团等5
家鄂尔多斯爱心企业向武汉捐赠6000

万元资金。
蒙牛集团向武汉捐赠产品金额达

3729万余元，捐款1200万元。
来自京、沪、浙、津、湘、鄂等20多个

省市的内蒙古商会和美国、澳大利亚、欧
洲等地的内蒙古商会、自治区工商联直
属商协会等120多个商协会600多个会
员企业在短短3天时间里，累计捐款捐
物490多万元。

社会各界还向湖北地区捐赠了饱含
内蒙古情意的锡林郭勒牛羊肉、呼伦贝尔
牛肉干、清水河小香米、兴安盟大米等等。

……
从第一批物资向湖北发出，一个多

月以来，内蒙古各地的各类医疗、生活物
资以及资金源源不断地向湖北输送。

——“截至3月27日 17时，全区红
十字系统按捐赠人的意愿定向湖北捐赠
款物累计 11846.06 万元，其中捐款

9473.66万元，物资2372.40万元。”据了
解，疫情发生以来，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
会加大社会资源动员和整合力度，对全区
各族各界捐赠的、承载着北疆人民守望之
情的疫情防控急需医疗和生产生活物资，
均于第一时间拨付，运送至湖北、武汉。

——据自治区工商联不完全统计，
自疫情发生后，截至3月 25日，在内蒙
古各级工商联积极动员组织下，5900家
民营企业和商会捐款捐物，其中大量物
资支援湖北。

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的那一刻起，内
蒙古草原儿女的心就和湖北同胞连在了
一起；内蒙古的全力驰援融汇成一股股爱
的暖流，向湖北同胞传递着信心与希望；
内蒙古2500万草原儿女对湖北人民“一
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大爱精神，是我区各
族人民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真实写照。

人心齐，泰山移。我们坚信，在以习
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内蒙古草原儿女将会和湖北人民并
肩迎来抗击疫情全面胜利的春天。

站 在 草 原 守 望 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