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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包头 12 月 1 日电 （记者 格
日勒图）近日，包头市财政局下达 2020
年市本级应用技术研发专项资金 1000
万元。此次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
涉 及 市 本 级 、各 旗 县 区 ，累 计 48 个 项
目。其中：安排 240 万元实施新冠肺炎
防治重点科研项目、“百城百园”行动计
划、医药卫生基金项目等重点领域科技
发展项目 23 项；安排 410 万元实施“科
技兴蒙”行动计划 9 项；安排 350 万元科
技创新能力建设项目 16 项。

本报鄂尔多斯 12 月 1 日电 杭锦
旗交管大队为确保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畅
通，全天候紧盯重点道路、重点车辆、重点
违法行为，集中警力开展整治统一行动，
合理安排勤务，在交通违法集中、交通事
故多发的时段、点段，设置临时检查点，严
查超速行驶、闯红灯、逆向行驶、超员超载
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强对驾乘人员进行安
全教育，收到显著效果。 （王志清）

本报巴彦淖尔 12 月 1 日电 今年
以来，杭锦后旗公安局蒙海派出所大力
推进“放管服”改革，从简化手续、延伸
服务、提升效能等方面推出多项便民措
施服务群众。截至目前，该所共为无户
人员补录户口 6 人次，上门为孤寡老人

及行动不便人员办理二代身份证 104 人
次，通过绿色通道为中高考学生办理证
件 236 人次。 （褚铁栓）

本报鄂尔多斯 12 月 1 日电 乌审
旗达掌交管中队通过开展“平安护学”
大 宣 讲 活 动 ，引 导 学 生“ 知 危 险 会避
险”，组织“安全运输，从我做起”主题教
育活动，推进“美丽乡村安全行”交通安
全巡回宣讲活动，采取农村地区“共话交
安”、中小学“平安护学”等措施，加强对
交通参与者的交通安全教育。 （周磊）

本报巴彦淖尔 12 月 1 日电 为进
一步规范外卖企业交通安全运输行为，
从源头上防风险、遏事故。近日，杭锦
后旗交管大队与美团外卖配送员联合
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民警和
配送员结合“一盔一带”主题教育活动，
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提醒广大群众在出
行时要注意交通安全，养成自觉遵守交
通法律法规的良好习惯。 （吴凡）

本报鄂尔多斯 12 月 1 日电 为积
极回应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新期待、
新要求，建立更加紧密的警民联系沟通机
制，日前，乌审旗公安局嘎鲁图第二派出
所民警深入辖区走访慰问了失独家庭。
此次“暖心、关心、谈心、交心”的走访慰问
活动，旨在让辖区群众深切感受到来自公
安机关的关怀和温暖，鼓励他们克服当前
困难，用实际行动进一步构筑起和谐的警
民关系。 （思瑾鹏 万占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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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全区金融系统紧紧围绕

“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
金融改革”三大任务，迎难而上、主动
作为、靠前服务，金融业呈现出发展基
本面稳步向好的新态势。

一、引导金融回归本源，不断畅通
实体经济融资渠道。

全区金融系统深入贯彻新发展理
念，以产业链金融、精准服务、草原红
利为切入点，通过创新产品服务，为实
体经济注入“金融活水”。

社会融资规模进一步增加。各金
融机构在自治区的统一部署下，全力
支持“六稳”“六保”工作，加大资金供
给，在规模上实现新的突破，2020 年前
三 季 度 全 区 社 会 融 资 规 模 增 量 达 到
2043.5 亿 元 ，是 2019 年 全 年 的 1.4
倍。信贷结构也明显优化，资金向重
点领域倾斜。制造业贷款较年初增加
113.3 亿元，同比多增 116.7 亿元；基础
设施类贷款较年初增加 503.3 亿元，同
比多增 342.9 亿元；普惠小微企业贷款
增 加 219.7 亿 元 ，同 比 多 增 134.6 亿
元。直接融资突破 2000 亿元大关，达
到 2121 亿元，同比增长 26.8%。企业
上市工作实现新突破，大唐药业进入
全国首批新三板精选层，募集资金 2.89
亿元。2 家企业中小板上市材料证监
会已正式受理，1 家企业科创板上市材
料上交所已正式受理；葵花籽、马铃薯
期货品种上市项目正在重点推进。保
险市场运行稳健，全区累计实现原保
费收入 612.86 亿元，赔付支出 151.41
亿元。

多措并举，大力支持稳企业保就
业。引导金融机构减费让利，前三季
度累计为 24931 家企业办理贷款延期
还本付息业务 797.6 亿元，信用贷款增
加 330.5 亿元，同比多增 312.8 亿元 。
融资成本大幅下降，企业贷款加权平均
利率 4.9%，比年初下降 0.26 个百分点；
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利率 6.90%，比年初
下降 1.09个百分点。建立立体化、常态
化的政金企对接机制，全区累计召开政
金企对接活动 257 次，对接企业 4657
家，1337 家企业获得银行贷款 443.3 亿
元。开展重点领域复工复产、商务外
贸、奶业振兴 3场示范性对接签约活动，
落地融资 157.52亿元。加强线上对接，
推出手机“蒙速融”APP，融资 43.62 亿
元。与中信集团等金融机构签订协议，
推进战略合作。开展“千乡千队、万村
百亿”行动，累计向全区各地乡镇派驻
344个金融工作队，投放贷款394亿元。

积极创新，大力支持草原特色产
业。积极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实现绿
色 信 贷 余 额 2116.6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6%，高于全区各项贷款平均增速 12.5
个百分点。实施金融精准服务奶业振
兴专项行动，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设
立牛业支行、建设银行内蒙古分行设
立奶业振兴支行、内蒙古银行设立科
技支行，创新开发“地押云贷”、“青贮
贷”、“账户云贷”等产品，向奶业全产
业链提供资金支持 486.9 亿元。推动
活体牲畜和“两权”质押贷款增量扩
面，全区活体牲畜质押贷款余额达到
35 亿元，较年初增加 17.4 亿元，农牧区
承包土地（草牧场）的经营抵押贷款余
额 60.9 亿元，较年初增加 8.4 亿元。

稳 扎 稳 打 ，大 力 助 推 脱 贫 攻 坚 。
规范投放扶贫小额信贷，挂牌督战，确
保贷款主体精准、用途精准、投放精
准、续贷展期精准。全区扶贫小额信
贷余额 35.3 亿元、8.8 万户，较年初增加
12.8 亿元。在内蒙古股权交易中心设
立产业扶贫强龙板块，为挂牌企业提
供综合性金融服务。全区银行保险机
构制定特色优惠政策 119 项，研发金融
产品 102 个。前三季度，全区金融精准

扶贫贷款余额 940.46 亿元。农业保险
为 237 万户（次）农牧户和经营主体提
供风险保障 2208 亿元，实施大病保险
倾斜政策，为 4.4 万人次的贫困人员额
外补偿 0.44 亿元。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守住不发
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底线。

始终坚持把防控金融风险作为工
作重点，坚持在发展中防风险，在发展
中化解处置风险，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攻坚战取得积极成效。

积极履行风险处置属地职责。去
年以来，自治区认真履行属地责任，积
极配合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全力做好
包商银行、新时代信托的风险处置工
作。蒙商银行于 4 月 30 日正式公告成
立，目前运行平稳。11 月 23 日银保监
会原则同意包商银行进入破产清算阶
段，按照国务院批定方案，包商银行破
产清算工作有序推进，全区中小银行
经营正常，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有效构筑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建
立完善 3+1 议事协调会商机制、金融
机构月度例会制度，加强统筹协调。
指导盟市建立相关工作机制，确保重
大金融风险及时研判、会商、部署、处
置。建立完善自治区、各盟市、各金融
行业、各金融机构突发性金融风险事
件应急处置预案；围绕常规预警重点，
建立地方金融组织监管平台、非法集
资监测预警平台。压实金融机构主体
责任、地方政府属地责任、监管部门监
管责任“三个责任”，针对信用风险、流
动性风险、市场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
等制定分类防控预案，筑牢源头治理、
预防预警、有效处置“三道防线”。

全力压降不良贷款。启动不良贷
款清收处置三年行动，落实城商行和
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压降清收
的主体责任，灵活采取现金清收、核
销、批量转让、以物抵债等多种方式处
置不良贷款。简化办事程序，加大金
融债权案件仲裁和审结执行力度，提
高不良贷款司法处置效率。引导资产
管理公司批量化、市场化重点收购地
方法人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前三季度
全区金融机构累计清收处置不良贷款
429 亿元。

整顿地方金融秩序。通过自治区
非法集资监测预警平台，持续对全区
8.3万家机构进行监测，实现平台三级联
通。实施非法集资陈案处置三年攻坚
行动，非法集资善后处置取得积极进
展。全力清退 P2P 网贷机构，成为全国
第十个宣布全部取缔 P2P 网贷机构的
省区。巩固前期农村牧区高利贷整治
成效，重点地区高利贷存量化解率达到
82%。

三、深化地方金融改革，不断提升
金融治理水平。

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
大力推进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动力
变革、效率变革、质量变革，统筹金融
监管资源，强化地方监管责任，不断增
强金融监管的深度和穿透性，改进监
管方式，提升监管效能。

丰富和完善金融体系。引导金融
机构针对自治区优势特色产业布局，
提供差异化、专业化的金融服务。引
进设立太平养老内蒙古分公司，积极
推进金融租赁公司及大数据中心项目
建设。目前全区共有驻区银行 20 家、
城市商业银行 4 家、农信社法人机构
93 家、村镇银行 74 家、信托公司 2 家、
财务公司 6 家、资产管理公司 5 家（含
地方）、消费金融公司 1 家。保险省级
分公司 43 家。在内蒙古设分支机构的
证 券 公 司 26 家 。 融 资 担 保 公 司 111
家，小额贷款公司 325 家，地方资产管
理公司 2 家，区域股权市场 1 家，典当
行 140 家，融资租赁公司 5 家、权益类
交易场所 6 家。

有序推进中小银行改革。积极抓
住国家发行专项债补充中小银行资本
金的契机，精选 3 家城商行和 8 家农合
机构，全面完成中小银行资本补充方
案，有效推动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和完
善治理，首批专项债即将发行。自治
区农信社改革方案获自治区党委深改
委审议通过，聚焦理顺管理体制、完善
公司治理，全面提高农信社支农支牧
支小的核心竞争力。

有效提升地方金融监管能力。出
台《内蒙古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条例》，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正式实施，
从法律层面明确政府、部门、机构的权
责关系，真正确保促发展、防风险、强
监管有法可依。开展地方金融监管年
活动，地方金融 7 类机构底数基本摸
清，清理“空壳”、失联地方金融组织
301 家。金融监管部门坚持“监管姓
监”，打响风险攻坚“八大战役”，有力
净化金融环境。

发布会上，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管
局局长姜华、内蒙古银保监局局长王
文刚、内蒙古证监局局长鱼向东、人民
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副行长张永春
回答了记者提问。

记者：12 月 1 日是《内蒙古自治区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开始实
施的第一天。作为我区金融领域首部
地方性法规，请问《条例》的出台有什
么意义？有哪些亮点？

姜华：《内蒙古自治区地方金融监
督管理条例》是我区地方金融工作的
主动实践和重大举措，为长远深入落
实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
金融改革“三大任务”提供了根本保
障 ，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地方金融工
作成效提供了持续保障，为我区“完善
现代金融监管体系，提高金融监管透
明度和法治化水平”，实现敢于监管、
精于监管提供了有力保障。对提升地
方金融高效能治理和高质量发展，推
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具有重要意
义。

《条例》主要呈现出以下亮点：一
是健全了地方金融三级监管体系，明
确建立权责一致、三级联管的监管体
系 和 统 筹 协 调 、分 工 协 作 的 监 管 机
制。二是健全了地方金融组织经营规
范体系，细化了全要素监管的规范性
要求，首次提出了“窗口指导”“动态调
整检查频次或者监督管理评级”等措
施工具；三是健全了地方金融风险防
范与处置工作体系；四是健全了地方
金融促进与发展政策体系，优化金融
政策环境和司法环境，完善金融服务
引导、对接、评价、发布机制和财政奖
补政策；五是确立了宽严相济的法律
责任体系。

记者：自治区针对金融监管中存
在的薄弱环节，在净化地区金融环境
方面，采取了哪些有力举措？

王文刚：内蒙古银保监局紧密围
绕主责主业，坚持秉持“监管姓监”、严
监管、强监管的理念，对内完善监管机
制强化监管治理，对外紧抓八大重点
净化金融环境，努力构建金融助力经
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完善监管机制，推动监管治理体
系全面提升。通过完善非现场监管机
制、现场检查机制、行政许可机制、行
政处罚机制、行政复议机制等措施，全
力强化监管治理，打造专业突出的“全
覆盖”监管体系和执法有力的“流程
式”监管机制。

紧抓八大重点，促进地区金融环
境彻底净化。全力支持复工复产和助
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紧扣“六稳”、

“六保”任务，向复（开）工企业增贷、续
贷、展期；落实贷款临时性延期还本付
息安排；累计投放扶贫小额贷款 137.6
亿元、34.02 万户次。全力配合包商银

行后续风险处置和破产清算。全力配
合新时代信托接管。有力抓实不良资
产清收处置。强力推进高风险机构摘
帽脱困。逐一制定和实施高风险中小
银行风险化解处置三年规划方案，“摘
帽”高风险机构 10 家，改制农合机构 6
家，指导 11 家中小银行补充资本 162
亿元。全面加强重点风险防控。有效
遏制案件风险。着力提升内控合规水
平。启动“内控合规管理年”、市场乱
象整治“回头看”和行业政治生态整顿
等专项行动。今年以来，累计罚没金
额 2596 万元，取消 8 人高管任职资格、
禁止 7 人从事银行业工作。

记者：今年自治区在企业上市方
面有哪些成绩？下一步计划怎么有效
推动工作？

鱼向东：今年以来，内蒙古证监局
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中国证监会的
领导下，紧紧围绕推动资本市场服务
实体经济发展这一主题开展工作，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一是大唐药业晋级
新三板精选层，标志着我区企业公开
发行募集资金实现“零”的突破。二是
有 3 家企业报送 IPO 发行审核申请，这
是我区多年没有企业 IPO 报会申请的
一个新突破。三是我区各类市场主体
通 过 资 本 市 场 直 接 融 资 同 比 增 长
33%，融资规模不断扩大。四是目前在
证监局辅导备案企业有 8 家，重点培育
企 业 十 多 家 。 企 业 上 市 后 备 资 源 充
足，上市梯队格局初步形成。

下一步，内蒙古证监局将有效推
动以下工作：

一是继续将股票质押风险化解、
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高压监管作为当
前工作重点。二是开展公司治理专项
行动。通过多种方式，紧抓上市公司

“关键少数”，提升诚信履职能力，进一
步强化公司治理底线要求。三是形成
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工作合力。
协助自治区尽快出台落实国发 14 号文
的实施方案，同时加强与有关部门沟
通联系，推动我区企业特别是国有企
业通过上市挂牌提升规范运作水平，
拓宽融资渠道。四是加强在地方金融
监管领域的协作配合。

记者：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
考验，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组
织全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在疫情防控
和支持稳企业保就业方面取得哪些成
效？下一步还会有哪些举措？

张永春：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先后
出台了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复工
复产以及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
息和发放信用贷款等一系列金融支持
稳企业保就业政策措施，缓解企业资
金压力。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
指 导 金 融 机 构 认 真 落 实 各 项 政 策 措
施，取得明显成效。截至 9 月末，全区
各项贷款比年初增加 1108.2 亿元，同
比多增 135.5 亿元。累计办理贷款延
期还本付息 797.6 亿元，惠及 2.5 万家
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企
业信用贷款比年初增加 330.5 亿元，同
比多增 312.8 亿元。同时，呼和浩特中
心支行发放央行低成本资金 252.2 亿
元，引导银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前 9
个月，企业贷款平均利率 4.91%，同比
下降 0.26 个百分点。

下一步，呼和浩特中心支行将重
点做好五方面工作。一是继续推动信
贷规模稳定增长并投向实体经济。二
是督促指导银行落实好阶段性延期还
本付息和信用贷款支持政策。三是继
续引导银行创新产品和服务方式，持
续加大对制造业、民营小微企业信贷
支持力度。四是鼓励和引导符合条件
企业参与银行间债券市场直接融资，
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五是推进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改革，引导贷款利率下行，
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

金融业稳步向好 ，为实体经济注入“金融活水”
——自治区政府召开 2020 年全区金融工作新闻发布会

本报 12 月 1 日讯 （记者 张文
强）11 月 30 日，在内蒙古医科大学附
属 医 院 血 液 科 医 疗 团 队 的 精 心 救 治
下，罹患脑淋巴瘤患者王先生顺利出
院，这也是该院血液科采用自体外周
血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血液科恶性肿
瘤、实现技术新突破的又一成功案例。

今 年 5 月 ，59 岁 的 呼 和 浩 特市民
王先生突发左侧肢体偏瘫，随后陷入昏
迷，被确诊为脑淋巴瘤。随后，王先生
入住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血液科，
血液科医疗团队也为王先生制定了周
密的治疗方案。

“经前期化疗，病情好转、稳定后，血
液科医疗团队又为王先生实施了自体造
血干细胞移植术进行巩固治疗。目前，

王先生的骨髓造血功能已经开始重建，
血象逐渐恢复正常，治疗效果非常理想。”
血液科副主任高大介绍，早在 2005 年，
医院血液科就率先在全区开展了首例自
体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术。但限于当
时医院条件，造血干细胞的采集、冻存还
得依赖区外发达地区医院。十多年来，
随着百级层流仓的修建以及血细胞分离
机等高端医疗设备的陆续引进，医院血
液科的整体救治实力实现了质的跨越。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有关负
责人表示，该患者的顺利出院，标志着
医院具备了独立自主开展自体外周血
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相关血液肿瘤的
能力，也为下一步开展异基因造血干细
胞移植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实现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新突破

本报 12 月 1 日讯 （记者 刘志
贤 实习生 常能嘉）日前，内蒙古财
经大学党委书记为学生做了“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课堂第一讲，标志
着该校启动“石榴籽工程”建设。

据了解，为推动学校新时代全面深入
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加强大
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促进
各民族师生交往交流交融，内蒙古财经大
学制订并启动实施《内蒙古财经大学“石
榴籽工程”建设实施方案》。方案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根本方向，以“中
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总目
标，运用线上、线下两个平台，通过实施

“构建一个体系、建好一门课程、编好一套
教材、打造一支队伍、完成一批项目、产出
一批报告、办好一个讲堂、建设一个基地”
的“八个一”工程，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各
部门齐抓共管，共同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工作的体制机制和环境，全面深入持久
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石榴籽工程”将教育引导全校各
族师生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思想，不
断增强“五个认同”，牢固树立各民族水
乳交融、唇齿相依、休戚相关、荣辱与共
的观念，大力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氛
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
聚磅礴的精神力量。

内蒙古财经大学启动“石榴籽工程”建设

12 月 1 日，呼和浩特市市民在
花卉市场选购盆栽鲜花。进入供暖
期之后，室内空气干燥，许多市民都
会选择在家中摆放鲜花、绿植，用来
净化空气，增加湿度，改善居室环
境，打造室内小氧吧。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实习生 郭明午 摄

选购鲜花
打造室内氧吧

本报巴彦淖尔 12 月 1 日电 （记
者 韩继旺）11 月 30 日，“2018-2019
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第四批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市县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表彰授牌活动在
京举办，巴彦淖尔市乌兰布和沙漠治理
区被命名为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实践创新基地。

据悉，推动生态文明示范创建、“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活
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
的重要举措和有力抓手，也是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的明确要
求。经过多年努力，形成一批具有示范推
广价值的实践模式，有力促进各地绿色高
质量发展，推动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和参

与水平不断提升。生态环境部共组织命
名四批 262 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
县和87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
创新基地，培育了一批践行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的示范样本。

巴彦淖尔市境内的乌兰布和沙漠有
506 万亩。近年来，该市牢固树立“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用系统思维
谋划和推动生态修复、综合治理、保护开
发等工作，大力实施乌兰布和沙漠综合治
理，加快建设国家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
在乌兰布和沙区开展了一系列“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转化工作的探索，统筹谋
划和推进生态治理、产业发展，遵循自然
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宜林则林、宜草则
草，林草结合、防风固沙，减少泥沙流入黄
河，阻止沙漠侵蚀河套平原，实现既增绿
又增收、既治沙又治贫的良性发展。

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实践创新基地表彰授牌

巴彦淖尔市乌兰布和沙漠治理区上榜

本报 12 月 1 日讯 （记者 王雅
静）2020-2021 中国女子篮球联赛呼和
浩 特 赛 区 比 赛 于 12 月 1 日 打 响 。
中国女子篮球联赛是全国女子职业篮
球联赛甲级联赛。

本赛季联赛采用了全封闭式管理的
赛会制形式举办，比赛分为3个赛段，第一
阶段为常规赛第一赛段，10月1日至30日
在成都举行，来自全国各省市的17支球队
参加，其中，内蒙古农信女篮参加了9场比
赛并取得了全胜的好成绩。第二阶段为常

规赛第二赛段，自12月1日至12月21日在
呼和浩特举行。第三阶段的季后赛将于
2020年12月底至2021年1月举行。

承办 2020-2021 赛季中国女子篮
球联赛，能够有效地促进内蒙古篮球运
动的发展，进而带动群众关注并积极参
与体育运动，提升全民健身水平，同时
也极大地提升了办赛城市的影响力。

活动由中国篮球协会主办，内蒙古
篮球协会、呼和浩特市体育局联合承
办。

中国女子篮球联赛呼和浩特赛区比赛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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