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巴彦淖尔6月16日电 （记者 薛
来）近日，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今年一季度，
巴彦淖尔市高新技术企业和科创型中小企业
贷款余额分别为 77.4 亿元、5.78 亿元，增速
分别达到 48.01%、4.67%；该市金融机构共
向14条产业链上的2148家企业授信274.43
亿元，贷款余额135.55亿元；累计向4176户
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发放贷款 20.61 亿元，
贷款余额35.24亿元，同比增长9%。

据悉，巴彦淖尔市高效驱动金融引擎，以
高质量金融服务赋能现代高效农业建设。今
年，人民银行巴彦淖尔市分行指导该市金融
机构聚焦现代高效农业发展，提升金融供给
质效，扎实推动涉农金融产品、服务渠道、业
务流程数字化升级，突出重点产业链融资保
障、突出高标准农田建设信贷保障、突出涉农
数据要素保障，使金融活水惠及重点领域。

此外，巴彦淖尔市金融机构不断推动资
金、服务、人才等资源下沉，加快农村营业网
点智能化转型，深入推进“金融副村长”、金融
干部“双向挂职”等工作模式，打通金融服务
乡村振兴“最后一公里”。截至 4月末，该市
各金融机构已累计选聘 609 名“金融副村
长”、118名“农金员”、164名“金融联络员”；
开展“金融夜校”及送金融知识下乡活动 60
余场，新开立社保卡 462 户、手机银行 624
户；组织申报“裕农快贷”455笔，推动“富民
卡”放贷12777户、余额13.43亿元。

数 字 金 融 助 力
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近日，在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五一街胜洪社区，居民纷纷向网格
员反映一个共同的心病——小区车棚内杂物堆积如山，不仅侵占了
稀缺的停车空间，更是破坏了小区的整体环境，甚至成为火灾隐患，
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和安全隐患。面对居民的迫切需
求，网格员迅速响应，逐一联系乱堆放杂物的业主，上门沟通，耐心劝
导。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业主们纷纷表示愿意配合清理工作。

基层是社会治理的深厚基础和重要支撑。为了推动各方力
量向基层下沉、向网格延伸，兴安盟积极探索党建引领网格化治
理机制，致力于打造“党建领方向、网格全覆盖、服务零距离”的基
层治理模式。

“小时，8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领到津贴，说是需要跟社区申请，
咋申请啊？”在扎赉特旗党群服务中心源龙路社区，网格员时永接
到了社区居民包大爷的求助电话，时永耐心解答，并主动上门为其
办理申请手续。兴安盟不断强化网格一体化服务管理，通过组织
部门牵头，政法综治、民政等各类行政管理网格与自治网格实现了

“多格统一、网片统一”。同时，兴安盟还规范优化了网格治理服务
的职责、流程和协作联动机制，确保网格一体化有效运行。

目前，兴安盟在165个社区设置1280个网格，建立网格党支部或
网格党小组1133个、楼栋党小组814个、党员中心户3773户；在850
个嘎查村设置2791个网格党小组，构建了“嘎查村（社区）党组织—网
格党小组—党员联系（中心）户”的党建引领基层网格治理模式。

一网“兜”住大小事，基层“末梢”变“前哨”。在兴安盟，每个
网格都“包罗万象”，它们共同织就了一张无死角、全覆盖的网格
体系。这张网格不仅串起了兴安盟探索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的
创新实践，更成了基层治理的坚实支撑和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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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呼和浩特6月 16日讯 （记者 刘洋）记者6月初从呼
和浩特市农牧局了解到，目前，呼和浩特市春播进展顺利粮食作
物长势良好。据农情调度，截至目前，全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526.39万亩，同比增长1.75%。

年初，呼和浩特市将粮食播种面积目标任务分解至各旗县区，并
要求逐级分解下达，落实到村、到户、到地块，层层压实责任，确保粮食
播种面积只增不减。据农情调度，截至目前，全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中，玉米播种面积381.59万亩，马铃薯播种面积54.53万亩，小麦播种
面积17.02万亩,其他谷物播种面积55.42万亩，豆类播种面积17.83
万亩。据农情调度，当前呼和浩特市玉米、小麦、马铃薯等主要作物已
出苗283.27万亩，同比增长18.1%。其中，一类苗、二类苗、三类苗分
别为118.84万亩、133.63万亩、30.8万亩，整体长势良好。

为确保粮食播种顺利面积只增不减，呼和浩特市充分发挥农业
项目示范引领作用，提高农户农业生产积极性，争取上级部门惠农
补贴资金及稳定粮食生产项目资金，推动各地区实施优质高效增
粮、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耕地轮作、绿色高质高效等项目。

当前正值作物出苗关键期，呼和浩特市农牧部门组织农业专
家和科技人员进乡入村，推广一批实用技术，制作一批实用科技
微视频，帮助农民解决生产技术缺项断档问题，为作物出苗提供
有力技术保障。

粮食播种面积 526.39 万亩
同比增长 1.75%

呼和浩特

6月正值服装生产旺季，通辽市美依职业装有限公司员工姜文波
正在生产线上进行丝网印刷作业。今年3月，他在“春风送岗促就业
精准服务助发展”大型专场招聘会现场，经过对接洽谈很快找到了满
意的工作，现在每月可以领到近5000元的工资，实现了稳定就业。

今年，通辽市突出就业优先导向，切实把就业这个最大的民
生工程抓实抓好。截至4月底，该市城镇新增就业5689人，城镇
失业人员再就业1166人。

精心筹划系列招聘活动,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企业、不同类
型求职人员的需求。在2024年全区就业创业推进会暨大中城市
联合招聘活动中，该市9个旗县市区的282家用人单位提供就业
岗位 6705个；“春暖六市 职引未来”2024年吉南辽北蒙东六市
一体化协同发展联合招聘会是蒙吉辽三省区首次跨省区联合举
办。此外，“现场+网络+直播带岗”“通辽就业创业”公众号推送
等都为企业与求职者搭建了供需匹配的平台。

通辽市把高校毕业生就业列为重点工作，坚持促进市场化就
业和拓宽政策性岗位多管齐下，全市高校毕业生实现就业1040
人。同时做好农牧民转移就业工作，强化京蒙劳务协作。通过

“2024年春风送岗位 就业暖人心”系列活动，向浙江、天津、辽宁
等地“点对点”输送7批次300余人。开展以“就业帮扶 真情相助”
为主题的就业援助月活动，帮助服务对象实现就业442人。截至4
月底，全市农牧民转移就业43.2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816人。

城 镇 新 增 就 业 5689 人
农牧民转移就业 43.2 万人

□本报记者 郭洪申 通辽融媒体中心记者 聂红杰

通辽

走进敖汉旗盛远农副产品购销有限公
司包装车间，工人正在加紧包装一批发往
沈阳的小包装敖汉小米。

“我们的小米发往全国30多个城市，一
年销售16000吨，带动周边400多农户，辐
射周边2万多人口。”公司董事长王伟说。

敖汉旗被称为“世界小米之乡”，当地
土壤中有丰富的铁、磷等矿物质，地貌、气
候等为谷物生长提供了优越条件。从2014
年到 2023年，敖汉旗连续举办十届世界小
米起源与发展大会，利用农业文化遗产的影
响力，敖汉小米已成为全国知名县域区域公
用品牌，入选“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农业农
村部“2023年农业品牌精品培育工程”。

“敖汉小米”享誉全国，背后是赤峰市
大力推进农牧业品牌建设的务实之举。

作为农牧业大市，赤峰农牧业资源丰
富，粮食产量连续多年保持在 100亿斤以
上，牲畜存栏 2210.6万头只，居全区首位。
放眼全市，不仅有肉质细嫩、味道鲜美的

“昭乌达肉羊”，绵柔爽静、粘稠浓郁的“敖
汉小米”，还有酸甜爽口、鲜香味美的“赤峰

番茄”……这些优质绿色农畜产品以高品
质、好口碑深受各地群众喜欢。

如何让这些质优味美的农畜产品走出
赤峰、叫响全国乃至世界，成为推动赤峰市
农牧业产业升级、农牧民增收致富的关键。

品牌是产业发展的强力引擎，是提升
农牧业竞争力的核心优势。赤峰聚焦品种
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构建“1+N+M”
品牌建设构架，持续提升农畜产品整体附
加值和品牌影响力，加快推动农牧产业转
型升级。

2022年5月5日，赤峰市农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赤诚峰味”应运而生，“赤诚心 赤
峰味”的口号一经推出，便精准传达了赤峰
打造优质农畜产品品牌的初心。

随着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等工作不
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赤峰农畜好物进入消
费者视野。在 2 年时间，已有 97 家企业
207种产品得到“赤诚峰味”商标使用权。

在“赤诚峰味”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
设影响下，“赤峰绿豆”“赤峰小米”“赤峰牛
肉”等杂粮、蔬菜、肉蛋3大品类9个单产业区

域公用品牌脱颖而出；“敖汉小米”“宁城宁
果”“昭乌达肉羊”“红山稻”“荞麦之都”“契丹
牧耕”“元宝山蛹虫草”等具有鲜明地域特色
的县域区域公用品牌相继涌现；“草原兴发”

“塞飞亚”“蒙都”“达里湖”等企业品牌如雨后
春笋般茁壮成长。

很快，赤峰农牧业品牌强势“出圈”，实
力“圈粉”。宁城县瓜果菜常驻京津冀市
场、松山区彩椒出口俄罗斯、赤峰蔬果直抵
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

从注册地理标志农产品到培育农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从单产业公用品牌到企
业品牌，在赤峰，农牧业品牌化的联农带农
富农作用日渐凸显。

为做大做强农牧业品牌，提升产品品
质，赤峰市加强对农畜产品生产、收购、加
工、包装、储运、保鲜、流通、销售等各环节
的全程质量监管，实现生产记录可存储、
产品流向可追踪、储运信息可查询，做到

“一品一码”，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
可追溯。

在内蒙古绿水清山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的富硒鸡蛋包装车间里，工人正在为鸡蛋
贴上“一蛋一码”的质量安全追溯码。顾客
只需扫一扫，手机页面便会弹出“承诺达标
合格证”和追溯码，信息详细到上市时间、
生产单位、联系方式、责任人及产品溯源流
程等，图文并茂、一目了然。

“可溯源为品牌产品上了‘双保险’，消
费更放心。”来自北京的顾客李雪琴说。年
初，内蒙古绿水清山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成
为内蒙古自治区首批入选全国农产品质量
安全良好追溯监测点。

好产品铸就好口碑，好品质塑造好形
象。品牌建设的不断深入推进，带来了品
牌价值的不断提升。

2023年，第十届内蒙古品牌大会公布
“2023年内蒙古知名区域公用品牌榜”，赤
峰市区域公用品牌总价值754.5亿元，位居
全区首位。“赤诚峰味”“赤峰小米”“敖汉小
米”位列内蒙古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前 10
强。“东黎”“东方万旗”“塞飞亚”等9个品牌
入选内蒙古自治区知名品牌价值榜，品牌
价值达到119.2亿元。

农牧业品牌强势“出圈”实力“圈粉”
□本报记者 王塔娜

赤峰

“午餐 8 道菜、晚餐 6 道菜，主食米
饭、花卷，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10元随
便吃。”自从家门口有了为老食堂，家住乌
海市乌达区的牛向东老人几乎每天都会
来吃饭。他说，食堂不仅离家近，而且菜
品花样多、味道好、还实惠，现在小区的老
人每天都组团来。

牛向东口中的食堂是今年 5 月初开
门营业的乌达区富强益民共享惠民食
堂 。 食 堂 建 筑
面 积 约 800 平
方米，共有上下
2 层，设置老年
餐桌50张、慈孝
主题包间 4 个，
可 容 纳 200 人
同时就餐。

据 食 堂 运
营 方 负 责 人 介
绍，他们采用 12
元自助餐模式，
主 打 经 济 实 惠
便利。其中，7岁以下儿童和80周岁以上
老年人用餐 5元，60到 80周岁以上老年
人每餐仅需 10元，低保、特困等九类老人
可享受早餐 2元的补贴。食堂还会定期
收集居民对菜品和服务的反馈，并综合居
民的建议意见，及时进行菜品的调整、口
味的调节。

“除了惠民食堂，我们还充分利用小
区空间资源，如家门口的口袋公园、闲置
空地，打造了公交助餐车，将退役公交车
变身‘助餐点’，在擦亮乌达区幸福养老底
色的同时，也让‘小食堂’撬动‘大民生’。”
乌达区民政局副局长孔红云说，目前乌达
区已建成1个中心厨房、8个惠民食堂，并

通过“中心厨房+助餐点+配送餐车”的
“1+8+N”的助餐服务模式进行定点配送。

老年助餐服务是关系老年人的大事，
也是事关千家万户的民生实事。近年来，
乌海市在解决老年人“做饭难”“吃饭难”

“吃饭贵”的问题上精准发力，全力推进
“中心厨房+助餐点+暖心为老餐厅+餐饮
企业”助餐服务网络，让老年人愿意吃、吃
得好，守护“舌尖上的幸福”。

为解决老年人去哪吃的问题，乌海
市在全市 83 个社区（村）建成社区养老
服务中心（站）89个，在内蒙古自治区率
先实现了城市、农区养老服务设施全覆
盖，同时在中心（站）全部建立了助餐点
和为老餐厅，在老年人比较集中的小区
签约了 20个暖心为老餐厅，并与全市规
模型的餐饮行业签订助餐协议，已经形
成了半径 1 公里的“中心厨房+助餐点+
暖心为老餐厅+餐饮企业”的助餐服务网
络，真正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热
乎饭、暖心饭。

为 了 便 利 老 年 人 用 餐 ，每 个 中 心
（站）、暖心为老餐厅都分类制作了电子菜

单和纸质菜单，使老年人在家就可以点到
自己喜欢的饭菜。在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站、助餐点配备助餐一体机，老年人就餐
时只需刷一次脸，即可就餐。

同时，该市社会组织在社区养老服务
中心站运营的助餐点，免交房屋租赁费；
单独设立的中心厨房、助餐点，运营中水
电暖气执行民用价格；各助餐点推进原材
料产供销一体化、集约式发展，全部低于

市 场 价 格 ，对 老
年人就餐给予至
少9折的优惠。

此外，在推进
老年助餐服务的
基础上，乌海市签
约 122 家线下加
盟服务商，通过市
场化运营+政府
购买居家养老服
务相结合的模式，
为老年人提供助
医、助浴、助托、助

购、助急等居家社区养老“十助”定制服
务，满足不同老年人的刚性服务需求。

乌海市现有常住人口 55.66 万人，60
岁以上老年人 9.2 万人，占比 16.5%。该
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边海鹏告诉记
者，下一步，乌海市民政局将积极拓展

“中心厨房+助餐点+暖心为老餐厅+餐
饮企业”助餐服务网络，实现老年助餐服
务纳入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全覆盖，乡镇
街道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养老服务站开展
助餐服务全覆盖，有需求的低保、特困、失
能等经济困难老年人助餐服务全覆盖，更
好地满足广大老年人对幸福美好晚年生
活的需要。

用 心 守 护“ 舌 尖 上 的 幸 福 ”

小 食 堂 撬 动 大 民 生
□本报记者 郝飚

救助放飞受伤天鹅救助放飞受伤天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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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

17只大天鹅、2只疣鼻天鹅、2只鸿雁……
呼伦湖水警在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年
累计放生60只珍贵野生动物回归自然。“救助
一雀一鹰六母牛，勇助牧民扑火情，昼夜不停
探水情，保护呼伦湖水域得安宁。”近日，呼伦
湖水警全力维护辖区水域生态资源及环境安
全的事例被当地群众编成了顺口溜。

进入禁渔期以来，呼伦贝尔市呼伦湖公安
分局7个派出所跨区域协同作战，24小时不间
断巡逻防护，采用“人巡+车巡+艇巡+无人机
巡”等常态化巡护模式，结合“平安河湖2024”

“昆仑 2024”“守翼 2024”专项行动，开展呼伦
湖“清湖清网及环境整治”，以保护鱼类洄游繁

殖通道和周边生态环境为目标，强化整治措
施，加强呼伦湖保护区的巡逻防控，依法严打
破坏生态平衡的违法犯罪活动。截至目前，共
破获非法捕捞呼伦湖水产品刑事案件 11起，
抓获涉案人员12名，查扣涉案渔获物上千斤。

“敬畏生态，保卫生态；爱护生态，回馈生
态。”据了解，呼伦湖公安分局将成立专业的水
上应急救援中心，承担呼伦湖水域及其附属水
域突发性事件处理，将打、防、宣、救有机结合，
切实保护好呼伦湖的绿水蓝天。

兴安

巴彦淖尔

一网“兜”住大小事
基层“末梢”变“前哨”

□本报记者 高敏娜 实习生 王越

呼伦湖禁渔期呼伦湖禁渔期，，水警在重点水域巡逻水警在重点水域巡逻。。 水水、、陆民警联合巡查陆民警联合巡查，，互通信息互通信息。。

出警出警。。

乌海

夏日的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马兰花争相绽放，朵朵马兰花
随风摇曳与沙漠交错，吸引了周边群众和众多游客前来旅游。“原
本我们一家来看沙漠的，没想到能遇到如此美丽的花海，真是别有
韵味的旅游体验。”来自宁夏中卫市的张女士激动地说。

据了解，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的大漠草原每到春夏两季，
花海烂漫、繁花似锦。3月蒙古扁桃花绽放、4月沙冬青花盛开、5
到6月马兰花鲜艳夺目，成为该示范区独特的旅游景观。

近年来，该示范区依托独特的自然资源，认真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立足独特的区位优势，良好的生态环境，因
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全力打造“大漠花海”文旅名片，以花为媒、
借花造势，绘就全域旅游新画卷。

大漠花海扮靓旅游新画卷
□本报记者 刘宏章 实习生 杨欣

阿拉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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