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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日报客户端

本报 8 月 3 日讯 （记者 戴宏）8
月 3 日，自治区政府党组召开 2020 年第
7 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和在
企业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自
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
政府党组书记布小林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要把“两个维护”贯彻到
组织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坚持把加
强理论武装作为组织建设的首要任务，
政府党组和党组成员要为全区政府系
统作出表率，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科学理论学懂弄通，
并且转化为具体政策、具体任务、具体
措施。要把提高治理能力作为重大任
务，不断提升政治素养、理论水平、专业
能力和实践本领。要严格执行民主集
中制，从制度上保证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落到实处，加快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

会议指出，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具有很强的思想性、针
对性和指导性，要逐项对标对表、逐项
落实到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把纾困惠
企政策一项一项落实好，千方百计把市
场主体保护好，为经济发展积蓄基本力
量。要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对于影响营
商环境的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整治，对违
规违法问题必须依法严肃处理。各级
领导干部要带头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主
动了解各类企业和市场主体的需求，帮
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制定涉企
政策，要注重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党外副主席
参加会议，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列席会
议。

自治区政府党组召开
2020年第7次会议

布小林主持

□本报记者 霍晓庆 通讯员 白菲

稳就业是“六稳”之首。就业稳，
则经济稳，社会稳，人心稳。

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
区就业工作面临极大考验。自治区党
委、政府始终坚持人民至上，认真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稳就业、保就业各
项决策部署，强化部门联动，积极推进
各项政策落地生效，全区就业形势趋
稳向好。

就业之稳，从何而来？
“硬核”举措稳定就业基本盘
2020 年 5 月 8 日，内蒙古第一电力

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收到来自包头
市失业保险中心发放的援企稳岗返还
资金 713.63 万元。作为一家电力施工
企业，往年过完年是施工旺季，而今年

受疫情影响，一季度产值锐减，经营压
力较大。“返还的 700 多万元可以缓解
我们不少压力，真是雪中送炭啊！”公
司总经理张勇志说。

企业是就业的源头，稳就业，必须
稳企业。今年以来，为助力企业复产
稳岗，顺利渡过难关，自治区对企业养
老、工伤和失业三项社会保险费实施

“免、减、退、缓”。截至 6 月底，全区为
7008 户企业返还资金 5.8 亿元，91.7 万
名职工受益。累计减免企业社会保险
费单位缴费 52.8 亿元，预计全年将减
免 150 亿元，惠及 7.3 万家企业。

利好政策让中小企业能够轻装上
阵，发展的动力更足，吸纳就业的能力
更强。

为稳住就业大盘，上半年，我区全
面落实就业优先政策，以针对性强、含
金量高的政策措施对冲疫情给就业带

来的影响。先后出台疫情防控期间稳
就业 20 条、应对疫情影响强化稳就业
28 条，条条是干货；失业保险稳岗返
还、给予企业吸纳就业补贴、降低小微
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提高贷款
额度、组织农牧民工返岗复工、引导大
学生赴基层就业、开发公益性岗位安
置就业困难人员⋯⋯几十项举措，项
项落地。

近期，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就业
部门为当地 13 家企业发放吸纳就业补
贴共计 47.3 万元。疫情发生以来，这
13 家企业共吸纳就业 473 人。“我们对
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农牧民工等重
点 群 体 就 业 且 签 订 1 年 以 上 劳 动 合
同并参加社会保险的，每吸纳 1 人给
予 一 次 性 补 贴 1000 元 ，不 仅 保 障 了
重点群体就业，也实实在在帮助企业
做大做强。”鄂托克旗就业服务局副局

长李强说。
巴林左旗加大笤帚苗产业投入力

度，组织发动农村牧区群众、有劳动能
力的残疾人和城镇下岗职工，开展了
15 期笤帚苗种植和加工技术培训，参
加培训的 406 人均在当地就业扶贫车
间 公 益 岗 位 实 现 了 就 近 就 地 稳 定 就
业。

真金白银助企纾困，真抓实干保
重点群体就业，就业基本盘底线兜实
兜牢。

“云”服务盘活就业市场
前不久，通辽市开鲁县大学毕业

生孙悦通过网络招聘成功应聘到当地
一 家 有 名 的 企 业 。 在 这 个 特 殊 的 时
候，一毕业就能找到心仪的工作，挣
上 稳 定 的 工 资 ，全 家 人 都 松 了 一 口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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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政策落地生效 就业形势趋稳向好
——上半年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成效系列述评之七

□本报记者 徐永升 实习生 毛凤全

一场夏雨过后，翁牛特旗格日僧
苏木太本艾勒嘎查空气清新，牧民达
日玛家的牛舍里，40 多头西门塔尔肉
牛正在悠闲地觅食。在内蒙古大学草
原家畜生殖调控与繁育国家重点实验
室党支部的帮助下，他家的基础母牛
通过“借腹生子”的胚胎移植技术，成
功产下 2 头西门塔尔牛犊。它们的父
本是从国外引进的一流种公牛优质冻
精，母本是优质西门塔尔母牛。达日
玛做一个比较，同是 8 月龄的 1 头牛
犊，胚胎移植牛能卖 2.5 万元，冻精冷
配牛能卖 1.5 万元，而本地的土种牛只
能卖 1 万元，三者之间的差价，就是党
建引领产业发展共同体给百姓带来的
实实在在的实惠。

格 日 僧 苏 木 与 科 研 院 所 是 如 何
“联姻”的？原来翁牛特旗为做大肉牛
产业，成立了格日僧苏木红旗现代畜
牧业党建引领产业发展共同体。赤峰
圣泉生态牧业有限公司是这个共同体
成员单位之一，借共同体之力，引进了
内 大 国 家 重 点 实 验 室 。 苏 木 共 吸 纳

“政、产、学、研、用”等成员单位 28 家，
形成了集育种、扩繁、育肥、加工、销售
于一体的肉牛产业共同体。在共同体
内，党建联合体引领产业联合体发展
肉牛产业，带动全苏木 756 户农牧民致
富，其中两成以上是建档立卡的贫困
户。

目前，翁牛特旗按照“一乡一品、
一镇一业”的总体规划创建了解放营
子 乡 党 建 引 领 日 光 温 室 大 棚 产 业 发
展、五分地镇党建引领农畜产品联村
联企发展、海拉苏镇党建引领联村产
业发展等 14 个党建引领产业发展共同
体，分别链接了全旗内外 72 个机关事
业单位、28 个龙头企业、91 个合作社、
96 个家庭农牧场、11 个社会服务组织，
覆盖了全旗猪、牛、羊、菜、薯、糖六大
主导产业。

“党建引领产业发展共同体是一

个整合各方优质资源共同搭建的发展
平台，党建联合体下设服务链、属地
链、产业链三个链条党组织。三条链
各司其职，服务链为产业保驾护航；属
地链集约、集聚、集中发展；产业链形
成种、养、加、销一条龙。”“三链融合模
式让产业发展迸发聚变效应，正在形
成党建强、产业兴、群众富的良好发展
态势！”翁牛特旗委常委、组织部长苗
秀明说。

服务链全程助力，科技兴“牛”有
力量。中国农业大学、内大国家重点
实验室与圣泉公司的校企合作，推进
了西门塔尔肉牛种业核心区建设，让
翁 牛 特 旗 肉 牛 产 业 快 速 挺 进 种 业 高
地 。 从 2017 年 开 始 ，旗 里 每 年 出 资
800 万元与圣泉公司合作，实施肉牛联
合育种项目到今年年底将累计完成肉
牛 冷 配 7.1 万 头 ，胚 胎 移 植 近 4000

头。中国农业大学、内大国家重点实
验室提供胚胎移植技术、肉牛亲缘管
理、基因芯片育种等全程技术支撑。

有了好的品种，还得有好的饲养
技术。在党建联合体的引领下，圣泉
公司成立了中育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专门对参与联合育种的农牧户和建档
立卡贫困户进行免费培训，重点普及
和推广肉牛繁育、改良配种、科学饲
养、疫病防治等知识和技术。通过培
训，农牧民的传统养殖方式正在转变，
基础母牛已从“一日三餐”变为“一日
一餐”。每天母牛饱餐一顿后，用 20 多
个小时来反刍，把饲草料中的营养消
化得干干净净，膘情良好的同时，牛粪
不臭了，圈舍也不招苍蝇了，每头牛每
天的饲草料成本还从 10 元左右降到了
6 元左右。

属地链联村发展，抱团种菜上规
模 。 来 到 广 德 公 镇 高 家 梁 村 登 高 远
望 ，一 栋 栋 鳞 次 栉 比 的 大 棚 蔚 为 壮
观。在广德公镇党建引领联村产业化
发展共同体的推动下，这个 14 村联建
的设施农业产业园区，整合涉农资金
5170 多万元，建设冷棚 973 栋和暖棚
150 栋。 ■下转第 2 版

党建引领带来的产业聚变
——看翁牛特旗“三链”融合发展模式如何强旗富民

本报兴安 8 月 3 日电 （记者 胡
日查 高敏娜）8 月 3 日 ，2020 年“ 体
彩杯”全区青少年竞走锦标赛在突泉
县 开 赛 。 此 次 比 赛 由 自 治 区 体 育 局
主 办 ，自 治 区 田 径 运 动 管 理 中 心、兴
安盟文化旅游体育局、突泉县人民政
府承办。

自 2016“体彩杯”内蒙古自治区青
少年竞走锦标赛在突泉县举办后，这是
突 泉 县 第 三 次 承 办 区 级 竞 走 体 育 赛
事。此次比赛为期两天，共有来自各盟

市的 9 支代表队和 120 余人参赛。比赛
项目分 U20 男子组 10000 米、20 公里；
U20 女子组 10 公里、20 公里；U18 男子
组 5 公里、10000 米；U18 女子组 5000
米、10 公里四项内容。

为确保赛事顺利进行，突泉县精心
组织，提前谋划，制定应急预案，设立综
合组、竞赛组、安全组、疫情防控及医务
保障组等 12 个工作组，统筹协调推进
各项组织工作，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
序、高效运行。

全区“体彩杯”青少年竞走锦标赛
在突泉县开赛

本报 8 月 3 日讯 （记者 赵曦）
为支持全区文旅企业克服疫情影响，
加快文旅产业恢复发展，7月30日，自治
区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文旅产业
克服疫情影响加快恢复发展的若干措
施》。

措施包括五个方面内容。一是降
低企业运营成本，减免房租、降低企业
用电成本、减免企业税费等。2020 年，

鼓 励 盟 市 对 文 旅 企 业 承 租 的 国 有 企
业、机关事业单位经营性房产，减免下
半年房租。 二是加大企业信贷支持，
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加大企业贷款贴
息力度等。对文旅企业年内新增流动
资金贷款按 50%予以贴息（贴息利率
不高于 5%）。 三是大力提升旅游品
质，营造良好旅游市场环境，创造文旅
消费新亮点等。四是激发文旅消费潜

力，减免旅游景区门票，激发文旅市场
消费等。对参加新冠肺炎疫情防治的
一线医务人员，2020 年内到 A 级以上
旅游景区旅游一律免收门票；对当年
参加高考和中考的中学生，年内到 A
级以上旅游景区旅游一律免收门票；
实行政府指导价的 A 级以上旅游景
区，年内门票价格一律按照 50％予以
减免；实行市场调节价的 A 级以上旅

游景区，鼓励参照实施门票优惠；对旅
行社组织的旅游团队，旅游景区门票
全 免 。 免 除 部 分 由 各 级 财 政 予 以 补
助。五是加大旅游宣传推广，打造文
旅形象品牌，利用好互联网新媒体宣
传，并组织开展专项营销活动，邀请国
内外知名旅行商、有影响力的专家、旅
游达人等到内蒙古采风，提高内蒙古
旅游吸引力。

我区五项措施支持文旅产业加快恢复发展

8 月 3 日，首府市民在公园内翩
翩起舞，尽享夏日幸福时光。当日，
在满都海公园内，不少市民翩翩起
舞，与公园内绿草、垂柳、盛开的荷
花相互映衬，形成一幅幸福画卷。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舞动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李晗

田间生机勃勃，山上绿意盎然，村
民喜笑颜开⋯⋯炎夏的包头市固阳县，
处处呈现出一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景象。

沿着颠簸的土路，驱车驶入金山镇
协和义村，途经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生
态经济林综合项目区，郁郁葱葱的树木
跃入眼帘，下车穿行在村民小组林间
时，碰到了一边哼着小调，一边进行巡
视的生态护林员张学礼。

今年 58 岁的张学礼是协和义村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2004 年，老伴不慎摔
断了腿，从此落下了关节痛的毛病，走
路至今还有些瘸。全家的生计只能靠张
学礼一人种地维持，但因为土地沙化严
重，十年九旱，一年到头收入仅有 2000
元左右，一家人过得十分艰难。

为解决张学礼家的贫困问题，村里
将他家的 20亩地全部退耕还林，每年补
助3000元，共计8年。又聘用他为生态护
林员，一年的工资有 9600 元。还为他积
极协调，进入造林公司打零工，一年下来
也能赚四五千元。现在，张学礼家一年可
支配收入已达1.3万元，稳定脱了贫。

“政府把工作送到了家门口，一来
有固定工资可以拿，二来不用背井离乡
外出打工，不耽误做家务、照顾老伴儿，
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退耕还林后，咱
这儿的林子是越种越多了，生态美了，
村民的口袋也鼓了。我寻思着要好好
干，守护好这片山林。”说起家里现在的
情况，张学礼乐了。

几年前的固阳县，林木覆盖率低，
地表水缺乏，水土流失严重，处处可见裸
露的黄土。生态脆弱，更让固阳县成为贫
困的典型：到2014年底，仍有自治区级贫
困村25个，贫困发生率高达5.5%。

2015 年以来，固阳县以“生态产业
扶贫、生态补偿惠民”为主线，在退耕还
林、林业工程建设、聘用森林管护员、发
展林业产业增收等方面，充分利用贫困
户劳动力、土地和现有产业资源，把生
态建设和脱贫攻坚深度融合，走出了一
条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的
生态扶贫新路子。2019 年，固阳县实施

了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 25 万多亩和退
耕还草工程 4 万多亩，工程覆盖贫困户
507 户 1039 人，人均年增收 3000 元。生
态效益补偿基金覆盖贫困人口 725 户
1546人，年内人均增收 111.3元，退耕还
林还草补助资金和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已
成为当地贫困户稳定脱贫的“绿色红利”。

一人护林、全家脱贫，这样的例子
如今在内蒙古并不少见。2016 年至今，
我区已累计为 1.67 万名贫困人口提供
公益性护林员岗位，年人均享受补助 1
万元。利用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金，全
区聘用 1.5 万名贫困人口参与森林资源
管护，人均增收 6000 元。

打生态牌，谋致富路。自治区这几
年始终坚持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
通过实施重大生态工程建设、聘用生态
护林员、实施林业产业项目和定点帮扶
等措施，改善贫困地区生态环境，促进
贫困人口持续增收。我区将国家和自治
区林业重点生态建设项目 80%以上安
排到贫困旗县，2016 年以来，累计投入
贫困旗县国家林业重点工程资金 38.1
亿元，国家公益林补偿资金 62 亿元，带
动 8 万名贫困人口受益。

今年春夏，西鄂尔多斯草原少雨，
草原植被受到“烤验”。而在鄂尔多斯市
鄂托克前旗昂素镇巴彦希里嘎查，牧民
察汗巴雅尔家的 300 亩柠条地里却是
一派欣欣向荣的绿色场景。

“你们看，我家的柠条地里现在全
部用上了滴灌，这是嘎查扶贫造林专业
合作社承接的国家三北防护林退化林
分修复项目。柠条长成后不仅能改造草
场，还能增加额外的收入。”看到柠条长
势良好，察汗巴雅尔不禁喜上眉梢。

近年来，鄂托克前旗将生态文明建
设和精准脱贫互动推进，探索出一条以

“扶贫造林专业合作社”为纽带的生态
扶贫新路子：旗林草部门将国家生态建
设任务交给合作社，合作社承接项目
后，或自行实施，或引入企业代为造林。在
项目实施过程中，优先雇用贫困户务工，
贫困户变身成为“造林工”，再加上合作社
经营的集体经济果园，贫困户近期有劳务
收入、中期有管护收入、长期有资产收益，
沙地增绿和脱贫增收实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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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了生态 鼓了口袋
——我区全力推进生态扶贫纪实

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