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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快讯

“悬旌万里 斗者无疆”
福利彩票销售技能擂台赛等你来战

本报4月22日讯 中福彩中心决定于4月20日至5
月17日开展全国“双色球”销售技能擂台赛。内蒙古自治
区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也于同期进行全区福利彩票双
色球销售技能擂台赛及即开票销售技能大赛，为全国擂台
赛活动助力。

本次擂台赛为期4周，分为全国擂台赛和自治区级擂
台赛。按照中福彩中心和内蒙古自治区福彩中心制定的
评比规则，将分别评出“销售之星”“成长之星”等奖项，活
动奖励丰厚，最高奖金高达一万元。同时，我区即开型福
利彩票也同期开展销售技能大赛。

1.征集内蒙古职工互助保障协会LOGO
奖项设置：优胜奖1名，奖金2000元；入围奖2名，奖金800元。
2.征集内蒙古职工互助保障协会宣传标语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奖金1000元；二等奖2名，奖金800元；三等奖

3名，奖金500元。
3.投稿方式：发送至hzbtzb@126.com；
联系电话：0471-5222866 18547116424（杨）；

作品注明作者真实姓名、身份证号、单位名称、手机号
码、并在邮件标题中标明“姓名（XX LOGO/口号征
集）”字样。

4.具体要求请登录：http://www.nmghzb.cn/

征
稿
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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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

自治区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内蒙古分公
司”）与王洪军于2020年 3月 6日签署的《债权转让
合同》（编号：信蒙-B-2020-3号），中国信达内蒙

古分公司已将其对巴彦淖尔市世华工贸有限公司
主债权及项下的从权利、全部权益、义务依法转让
至王洪军。

现中国信达内蒙古分公司公告通知上述债权涉

及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若债务人、
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
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责任。）

特此公告
附件：公告资产清单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2020年4月23日

序号

1

转让基准日

2019-10-31

债务人名称

巴彦淖尔市世华
工贸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小企业借款合同》
（编号：2014 年（营
业）字0229号）

保证人名称

内蒙古维可欣纺织品
有限公司、辛志军、杨
惠枝、杨兴、段贵英

保证合同编号
《保证合同》（编号2013年
营业（保）字 0041 号）、保
证合同》（编号：2014年营
业（保）字0029号）

抵押物情况
内蒙古泰裕食品机械有限公司名下丰田柯斯达
客车（车牌号码：蒙L51617号）、奥迪A6L轿车
（车牌号码：蒙L K7979号）。内蒙古维可欣纺
织品有限公司名下丰田RAV4轿车（车牌号码：
蒙L E0333号）

抵押合同编号

《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
2014年营业（抵）字0229号）、
《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
2014年营业（抵）字0230号）

债权本金

12,999,999.15

债权利息

5,412,003.33

合计

18,412,002.48

公告资产清单
单位：元

本报呼伦贝尔4月22日电 （记
者 李新军 实习生 张梁诚）日前，
记者从呼伦贝尔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
部了解到，呼伦贝尔市煤炭开采和洗选
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有色金属
冶炼和压延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
业，食品制造业，水生产供应业，燃气生
产和供应等19个重点行业已全部实现
100%开复工。

截至目前，呼伦贝尔市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153户已开复工企业130户，
停产停工企业 23户（季节性停产 20
户，企业自身原因停产3户），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开复工率为85%。剔除季节
性和企业自身停产因素，开复工率为
100%。

全市9160家超市便利店（因季节
性、房屋改造等非疫情影响暂停经营
28家）已复工9132家，复工率100%。
47家综合超市、40家百货店、10家批
发市场、69家社区菜店已实现全部复
工，复工率为100%。

同时，当地进一步加强对商贸服务

业复工复产情况监测，目前5201家住
宿类企业（因季节性、房屋改造等非疫
情影响暂停经营120家），已复工5081
家，复工率100%。14706家餐饮类企
业（因季节性、房屋改造等非疫情影响
暂停经营626家；经营主体自身原因暂
停经营 1家），复工 14079家，复工率
100%。全市175家家政行业企业、25
家外商投资企业、属地14家重点外贸
企业、31家电商类企业、15家商贸物流
类企业已全部复工，复工率100%。

当地疫情防控指挥部工作人员表
示，呼伦贝尔市将继续按照中央、自治
区关于疫情防控和推进复工复产工作
的要求，科学防控、精准施策、分区分
级，统筹做好企事业单位疫情防控和
复工复产，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呼伦贝尔：19个重点行业
实现100%开复工

本报4月22日讯 （记者 陈春
艳）为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保护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4月13日至
7月 21日，全区开展高速公路交通安
全整治“百日行动”。

严厉打击高速公路重点违法行
为，是本次行动的重中之重。紧盯旅
游客运车辆、公路客运车辆、危险品运
输车辆、普通货运车辆、面包车5类重
点车辆，从严整治超员载客、超速行
驶、疲劳驾驶、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违
法停车、违法倒车、货车不按规定车道
行驶、长途客车凌晨2时至5时违规运
行、危化品运输车不按规定时间线路
行驶、行人违法上高速公里等易扰乱
秩序和易肇事肇祸的“十类突出违法
行为”。着力加强夜间、周末、大流量、

恶劣天气、重要节点（路段、时段）的管
控力度。加强对易肇事肇祸重点违法
行为的查处力度，涉嫌犯罪的要深挖
犯罪线索。对营运车辆，严厉打击未
安装或不按标准安装、不按规定安装
行驶记录仪的违法行为，以及疲劳驾
驶，超速驾驶，违法停车，故意干扰、遮
蔽、破坏卫星信号或伪造、删除数据的
违法行为。

此外，本次行动还将加大路面隐
患治理力度。全面排查、滚动排查、动
态排查道路隐患，力争不留死角、不留
盲区。发现存在隐患的，函告、走访、
协商经营管理单位，督促其定人、定
时、定责治理，必要时上报有关部门挂
牌督办。对短期不能治理的，设置警
示提示标志或采取临时处置措施。

全区开展高速公路
交通安全整治“百日行动”

□本报记者 皇甫美鲜 海军

下了火车就到家门口。这对于好
多人来说早已不是梦想了，但对于从
小在偏僻小山村长大的王清来说的确
是个梦想。

王清是卓资县大榆树乡西壕堑村
人，是一名在校大学生。记者来到乌
兰察布市卓资县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
福安小区王清一家新搬进的两室一厅
一卫的楼房，床、沙发、衣柜、冰箱、电
视机应有尽有，王清和她的妹妹王娜
正在收拾屋子。王清个子不高，身体
偏瘦，说话时显得有些羞涩。

“我们家以前住的是破旧的危房，
下雨天漏水，冬天特别冷。有10多亩
耕地，因为都是旱地，只能种些饲草和
杂粮，养了一些羊。因为我爸有脑梗，
妈妈一个人为了生活日夜操劳，一年
的收入不到1万元。”王清低声说。

王清的父亲王五娃，现在卓资县
十八台镇金鸡产业园区工作，她的母
亲郭小女也在那里上班。

2017年当地政府通过摸底了解，
把王五娃家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范
围，落实了相关扶持政策。当时刚考
上大学的王清获得了每年1万元的教
育扶贫补助，王五娃也因病被纳入低
保范围，最让他们一家高兴的是他们
还被纳入易地扶贫搬迁户。

前不久，王五娃一家从西壕堑村
搬到卓资县易地扶贫搬迁城镇集中安
置点福安小区，住上了楼房。同时，按
照该县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持
续的搬迁目标，在政府的引导下，王五
娃夫妻俩在金鸡产业园区找到的稳定
的工作并脱了贫。

以往的生活在王清记忆中留下了
很深的印记。她说：“以前上学时回家
特别不方便，坐1个多小时的火车，下
车后要坐40分钟的客车到村里，然后

再步行20分钟才能到家。下火车后，
如果赶不下午1点40分的最后那趟客
车，那就回不了家了。现在不管啥时
候回来也不会误车，交通方便了，下了
火车就到家门口了！”

住上不漏雨热乎乎的新房，爸妈
都有稳定的收入，外地回家不怕误车，
这是王清从小梦寐以求的“幸福生
活”。这“幸福”不是一蹴而就的，她背
后包含着众多干部群众为脱贫攻坚所
付出的巨大心血。

卓资县地处大青山前后山交接地
带丘陵区，山多沟深、土地贫瘠、老弱
病残多是深度贫困的主要原因。为了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该县在“十三
五”时期，共确定易地搬迁人口4520
户 11125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2818户 6546人，同步搬迁人口1702
户4579人。

易地搬迁主要安置方式有入住幸
福院分散安置和依托城镇集中安置两

种。城镇集中安置住房共建成5个小
区，小区周边有便民超市、药房、银行、
学校、医院、农贸市场、公交车站、高铁
站，还有集休闲、健身、娱乐为一体的
公园、广场。

为了让贫困群众实现搬得出、稳
得住、能发展、可持续的目标，该县
坚持以产业为引领，采取国企投资建
厂、民企租赁使用、贫困户享受收益
的模式，建成金鸡扶贫项目、冷凉蔬
菜加工基地项目、光伏扶贫项目，让
1400 多名搬迁群众实现了稳定就
业。

“小时候想过的好生活，但没想
到来得这么快！我学的是金融专业，
我比较恋家，毕业以后打算回来工
作，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在王清这
样的年轻人心里，这“幸福生活”来
的确实快了一些，但对于她的祖祖辈
辈来说，也许这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的等待。

下了火车就到家门口

□本报记者 王玉琢
实习生 李彦军

阳春4月，记者在西鄂尔多斯草
原上看到，随着疫情形势逐步稳
定，草原上到处可见忙忙碌碌的身
影。当地的人们正在积极投入到火
热的乡村振兴、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的战斗中。

新奇种植闯新路
今年 51岁的昂素镇昂素嘎查牧

民阿拉腾瓦其尔是当地的养殖大户，
家里有 5000多亩草场，600多只羊
和10多头牛。每年卖牛羊的纯收入
就有40余万元，不愁吃不愁穿，在
嘎查里他属于让人羡慕的“好活
人”。可就是这个养了半辈子牛羊的

“好活人”，却突然从昂素镇巴彦乌素
嘎查请回了几个外地人，而且还把原
来种饲草料的地种上了一些树苗苗，
说是叫“钙果”。

嘎查里的牧民对此非常不理解，
但阿拉腾瓦其尔有他的打算。“我才
刚过50岁，在牧区还算年轻的，还

有闯一闯的条件，想发展一些新的挣
钱项目，没准儿能走出一条更好的
路子来呢。”阿拉腾瓦其尔对记者
说。 去年开春，阿拉腾瓦其尔还花
了近两万元买了一把三弦、一把扬
琴，家里接入了 wifi，建了一个有
乌兰牧骑队员参加的学习群，这段
时间和妻子娜仁其木格每天宅在家里
练习，玩得不亦乐乎。

这两天，他和山西的果树专家在
微信上详细聊了好多次，对70亩的

“钙果”和 16 亩油桃进行了技术咨
询，现在苗木长势很好，按照专家的
预估，他家今年的“钙果”可以收入
30万元左右。

牧民的育苗大棚
与阿拉腾瓦其尔相比，鄂托克前

旗城川镇马鞍桥村的牧民白志明就玩
得大多了。在农牧业技术人员的指导
下，2018年，他筹资 500万元，建
起了一个牧草饲料加工厂，将玉米秸
秆、柠条、苜蓿草等8 种原料加工成
颗粒饲料，目前的产量是日产 15
吨，每吨的价格是1300元。

城川镇副镇长王伟算了一笔账，

以毛重50至70斤的绵羊为例，普通
饲料育肥需90天，饲喂白志明生产
的颗粒饲料只需80天，节省饲料钱
50元。更重要的是，饲喂颗粒饲料
将牧民单人生产力提升了4倍左右。
也就是说，饲喂普通饲料现在每个劳
动力可以养羊的数量 200 只到 300
只，颗粒饲料能达到 800 至 1000
只。这对提高当地牧业生产规模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支持。

鄂托克前旗旗委书记辛晓瑞告诉
记者，旗委、政府为了更好地引导农
牧民、服务农牧民，将原先每年年初
召开的农牧业工作会议提前到前一年
11月份开，会前派专人调研市场需
求，会中请来农牧产品经纪人、外地
农贸市场老板进行现场预测需求、签
订合同。

老牧民干出新花样
多少年来，在牧区，男人放牧养

殖，女人操持家务，除此之外，牧民
几乎再没有什么新的生产生活方式。
然而，这两年，这一切都在悄无声息
地改变着。今年55岁的苏雅其其格
不甘围着锅台转，学着当起了“月

嫂”。2019年 1月，通过考试，她拿
到了全国职业人才认证管理中心颁发
的“高级母婴护理师”职业证书，成
了当之无愧的“高级专业月嫂”。一
年多来，她在呼和浩特、包头、锡林
郭勒等地当“月嫂”，每月收入1万
多元，不仅如此，她还带着五六个徒
弟，兼着“月嫂”经纪人。

今年 57岁的斯庆达利前年丈夫
因病去世，家里平常只有她和90岁
的老阿妈一起生活。要强的斯庆达利
学会了开拖拉机、改良种羊，这几
年，她家的纯收入每年都在30万元
左右。她家现在育有100多只种羊，
这些羊从人工授精到接生管护，再到
饲养售卖，都是她一个人完成。每年
仅卖种羊一项，就可以带来近20万
元的收入。

鄂托克前旗旗委常委、宣传部长
张铭介绍，这两年，他们利用县级融
媒体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平
台，广泛开展思想教育、技能培训
等，在服务群众中教育引导群众，激
发他们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内生动
力。

新奇产业成为亮丽风景
——鄂托克前旗农牧民依托种植养殖业脱贫纪实

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4月22日，在“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呼和浩特市第二十六中学开展“今天我
当图书管理员”职业体验活动，通过在校图书馆做书籍整理、归类、分拣、识别、旧
书收纳等工作，增强同学们对图书管理员职业的了解，激发学生读书热情和服务
他人的公益意识。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今天我当图书管理员

本报4月 22日讯 （记者 高
慧） 4月 22日，内蒙古邮政分公司
召开2020年全区惠农合作项目启动
电视电话会议。

惠农合作项目是中国邮政与农业
农村部联合开展的一项重点工作，即
为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产业化龙
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金
融、寄递、电商等一揽子综合服务，
帮助其解决融资难、销售难、物流难
的问题。

近几年我区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和
家庭农牧场发展迅速，截至 2019
年，全区注册农牧民专业合作社8.1
万家，经各级农牧部门认定的家庭农
牧场2.2万个。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和
家庭农牧场已经成为组织服务小农牧
户的重要载体、激活农村牧区资源要
素的重要平台，在建设现代农牧业、
助力脱贫攻坚、带领农牧户增收致富
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但从总体来看，
我区农牧民专业合作社与家庭农牧场
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在生产经营
环节普遍面临“三难”问题。未来三
年，惠农合作项目将在全区实现全覆
盖，进一步破解发展难题。

惠农合作项目
在我区正式启动 ■上接第1版

脱贫攻坚战开始后，木都柴达木村
像一个川剧演员一样，每一次“变脸”都
带给人们不一样的惊喜。2018年，在帮
扶单位的支持下，村集体建成了占地
100 亩的种猪繁育基地，引入松辽黑
猪，发展成立养猪合作社，同时把1户
贫困户和7户巩固扶持户纳入养猪合
作社，带动他们学技术、搞养殖，拓宽增
收渠道，实现稳定脱贫致富。之后又投
资50万元建起了化粪池。黑猪所产生
的所有排泄物，都会得到集中处理、循
环利用，并作为优质肥料无偿提供给周
边农户。既降低了村民的生产成本，还

净化了人居环境。
这几年，猪场里的黑猪肉供不应

求，市场好评不断，村集体经济成功“清
零”，这让村党支部书记王世奎开心不
已，村民主动找他询问养猪相关事宜，
他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是个双赢
的事情，既可以盘活村集体经济，又能
带领贫困户脱贫致富。”王世奎说。

同时，驻村工作队还结合木都柴达木
村的自身优势，引导该村因地制宜发展有
机红枣种植产业，并成立有机红枣种植专
业合作社。枣树瓜果盈利后，村集体和村
民八二分成，届时每户村民可增收2000
元。如果有村民自己想种，工作队聘请的

技术员将免费提供栽培技术和养护经验。
“扶持产业就是最大的帮扶，贫困

户自己挣钱了才有更大的动力，再加上
村集体有收入，能为贫困户解决燃眉之
急。今年我们还是按着这个思路走，效
果肯定会更好。”刘鹏飞说。

现在的木都柴达木村，随着村民看
得见的效益渐长，产业的带动作用愈发
明显，村民脱贫致富的积极性也在节节
上升。全村现有猪、羊养殖大户40户；
有 3个养殖合作社，合作社成员有 45
户。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户，巩固扶持
户7户，除了传统的种养殖，均与黑猪
产业或红枣产业“结缘”。

木都柴达木村黑猪产业“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