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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新闻

综合ComprehensiveComprehensive

□ 本报记者 于保明

□ 张 丽

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自治

区始终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

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把脱贫攻坚

作为重大的政治任务和头号民生工

程，全面建立完善责任体系、政策体

系、投入体系、工作体系、动员体系、

监督体系和管理体系，推动脱贫攻

坚取得决定性进展。数据显示，内

蒙古自治区国家标准下农村牧区贫

困人口由2013年底的157万人减少

到2018年底的15.24万人，累计减

贫 141.76 万人 ；贫困发生率由

11.7%降到1.06%，已有11个国贫旗

县、26个区贫旗县摘帽退出。

近日，记者采访了内蒙古自治

区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么永波，他

从六个方面向记者介绍了内蒙古自

治区脱贫攻坚取得的阶段性成就。

——建立各负其责、各司其职

的责任体系。

全面落实自治区负总责、旗县

抓落实的责任机制，坚持五级书记

抓扶贫，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分工负

责，人大、政协认真履职、积极参与，

各方面合力攻坚。自治区省级领导

同志“一对一”联系贫困旗县，重点

推进联系点脱贫攻坚工作。

增设18个专项工作推进组，分

行业分领域推动脱贫攻坚任务落

实。向57个贫困旗县分别派驻由1

名厅级干部带队的工作总队，常驻

贫困旗县督导脱贫攻坚。向3694

个贫困嘎查村和5008个非贫困嘎

查村选派工作队，为每个贫困户落

实1名帮扶责任人。

定期召开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

旗县委书记述职交流视频会，层层

传导压力、落实责任。驻村工作队

不脱贫不撤离，帮扶责任人不脱贫

不脱钩。

——建立上下联动、配套完善

的政策体系。

出台《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

动实施意见》，紧盯贫困人口“两不

愁、三保障”脱贫目标，明确时间表

和路线图。

紧扣“人脱贫、县摘帽”目标，优

化脱贫攻坚政策供给，制定出台扶

贫资金使用管理、完善精准扶贫信

贷措施、贯彻落实京蒙扶贫协作三

年行动框架协议的实施方案、加强

农村牧区建档立卡贫困户等重点对

象危房改造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打

出政策组合拳。

——建立适应需求、供给有力

的投入体系。

扶贫专项资金投入不断增加。

2013年~2018年，四级财政投入扶

贫资金共362.71亿元；2019年中央、

自治区两级财政专项资金安排70.05

亿元，目前中央和自治区资金已全部

到位。

推动贫困旗县涉农涉牧资金统

筹整合使用。在坚持因需而整的前

提下，整合涉农涉牧资金70.7亿元。

完善精准扶贫信贷政策。出台

《关于进一步完善精准扶贫信贷政

策的八项措施》，修订《扶贫小额信

贷财政贴息和风险补偿金使用管理

办法》，贫困户小额扶贫贷款严格执

行“5万元以下、3年期内、免抵押、

免担保、财政贴息、旗县建立风险补

偿金”等规定。截至目前，累计发放

扶贫小额贷款170.2亿元，覆盖41.6

万贫困户。

——建立基础扎实、分类施策

的工作体系。

开展建档立卡，着力解决“扶持

谁”的问题。按照“谁识别、谁签字、

谁负责”的原则，在全区开展贫困识

别、退出大排查大整治。强化对贫

困人口的跟踪监测和动态调整，升

级精准扶贫大数据平台，加强部门

间数据比对，推动数据共享，强化分

析研判，为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

有力支撑。

开展驻村帮扶，着力解决“谁来

扶”的问题。向全区3694个贫困嘎

查村全部选派驻村工作队，在岗驻

村干部18,284人。

精准落实帮扶措施，着力解决

“怎么扶”。进一步优化驻村工作队

结构，开展产业扶贫、实施易地扶贫

搬迁，开展生态扶贫、教育扶贫、健

康扶贫，实施政策兜底扶贫。

严把贫困退出关，着力解决“如

何退”，确保脱真贫、真脱贫。指导

贫困旗县摘帽后，继续完成剩余贫

困人口脱贫问题，不能马上撤摊子、

甩包袱、歇歇脚，要做到摘帽不摘责

任、不摘政策、不摘帮扶、不摘监管。

——建立凝心聚力、广泛参与

的社会动员体系。

京蒙扶贫协作目前开始向纵深

推进。工作机制不断完善，组织保障

不断强化，进一步聚焦深度贫困地区

和特殊贫困人口，各领域务实合作深

入开展。

中央单位定点帮扶有力推进。

目前，26个中央单位51名挂职干

部，定点帮扶31个国贫旗县。2019

年直接投入帮扶资金1.87亿元，帮

助引进项目资金3.48亿元。

区直单位帮扶工作加强。机构

改革后，全区163个自治区厅局单位

帮扶167个贫困嘎查村，累计投入帮

扶资金1.57亿元。

积极推进社会扶贫。开展“万

企帮万村”行动，全区745家企业与

1835个贫困嘎查村结成对子，投入

帮扶资金6亿元、实施项目1459个，

11.21万贫困群众受益。57个贫困

旗县全面上线“中国社会扶贫网”，搭

建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新平台。

推进消费扶贫。在北京市消费

扶贫双创中心建设内蒙古展区，打

造内蒙古优质绿色农畜产品进京的

“直通车”，实现消费扶贫助力脱贫

攻坚。

——建立高效运转、科学规范

的管理体系。

资金监管机制改进方面，列

出四个方面20项负面清单，解决

基层扶贫资金使用问题；充分发

挥12317扶贫监督举报平台作用；

不定期深入基层开展实地调研，及

时发现和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和困难。

扶贫资产清查管理方面，组织

盟市、旗县全面梳理2012年~2018

年专项扶贫资金使用投向和形成资

产的情况；指导各地对扶贫资产按照

公益类资产、经营类资产和到户类资

产等类型进行登记，推进扶贫资金形

成资产公司化管理试点工作。

□ 本报记者 邢成敏

□ 廖阳钧 邓和明 李国辉

“机耕道修好以后，建议明年把

村里2000多亩水田全部流转，包给

种粮大户。”

“明年我们合作社还准备投资

500万元，扩大养殖规模，年出栏生

猪达到20,000头。”

……

近日，湖南省嘉禾县塘村镇高

峰村的会议室里气氛热烈，嘉禾县

委驻高峰村帮扶工作队正与村民共

话产业扶贫发展大计，巩固脱贫摘

帽成果。

高峰村是省级贫困村，位于嘉

禾县与临武县交界处，2016年全村

共有贫困户155户、贫困人口478

人，贫困率达到14.5%。近年来，高

峰村抓住“精准”牛鼻子，念好“产业

脱贫经”，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改善

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公共服务保障

工程，实现了全村省级贫困村脱

贫。截至目前，已完成149户 467

人脱贫，全村99.6%以上贫困人口

实现脱贫，走出一条精准脱贫之路。

发展支柱产业
实现产业扶贫全覆盖

高峰村乡风民俗浓厚，盛产酥

油茶。这里自然风光独好，山水融

合，水天一色。

高峰村属喀斯特地形，地下多

溶洞，奇峰异石，其状如笋，千姿百

态，风光迷人。这里的尹郭狸虎岩

因太平军首领尹尚英余部在此屯军

练兵而远近闻名。

过去，村里无支柱产业，主要依

靠外出务工和农作物种植维持生

活，群众发展意识不强，缺乏有效的

经济来源，贫困比例相对较高。

“要想真脱贫，还得靠产业。”塘

村镇党委书记康俊辉说，产业是实

现真脱贫、脱真贫的关键。近年来，

高峰村积极探索适合高峰的产业扶

贫新模式，以“发展多种产业、培育

专业合作社，带动一片农户”的产业

扶贫思路，因地制宜确定了种植、养

殖两大支柱产业。

2016 年，高峰村“致富能人”

郭卫兵带头成立了嘉禾县甘甜凹种

植合作社，20户贫困户以土地和小

额贷款入股90余万元加入合作社，

种植三红蜜柑柚480亩，直接帮扶

贫困户50户88人。

今年，郭卫兵和其他几个村民

又一起办起了一个年产万头的生猪

养殖专业合作社，总投资960万元，

其中贫困户通过小额贷款120万元

入股分红，直接帮扶贫困户40人，

每人每年可增加收入15,000元。

“我没有什么文化，到外面也找

不到事做。现在在猪场做事，每天

都有100多块钱收入，家里老人小

孩也可以照顾到，我很开心，相信生

活会越来越好。”贫困户郭燕华说。

在“致富能人”的带动下，村民

看到了产业致富的希望，扶贫产业

如雨后春笋般发展。高峰村先后成

立了麻冲岩生猪养殖等 8个合作

社，发展了葡萄、黄桃、莲藕、食用

菌、蜂糖李果树、肉牛、生猪、蜜蜂、

龙虾等10多种产业扶贫基地，直接

分红受益的贫困户达50余人，每户

每年平均增加收入15,000多元，实

现了产业扶贫全覆盖。

改善基础设施
补齐产业扶贫短板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产

业扶贫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为补

齐产业扶贫短板，2016年以来，尹

家、郭家、山下、徐桂等4个自然村

都新建了进村道路，并对村内道路

进行了提质改造。新建进村道路共

5条9.1公里，总投资380万元，打破

了村域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

村民郭跃先在外务工多年，今

年看到老家通路后，很快就有了新

打算：“以前因为道路不方便，感觉

待在老家没有发展前途。现在路通

了，买卖东西方便了，我打算今后就

留在老家，专心搞产业，发家致富！”

今年，高峰村又投资100余万

元，建设了长约5公里的全村环形

机耕道第一期工程。高峰村党总支

书记雷桐生告诉记者：“机耕道修成

后，全村80%以上的土地都可以实

现机械化耕种，耕地开发流转后村

里每户每年可增加300元收入。”

近年来，高峰村还投资110万

元为全村4个自然村新建5个蓄水

池，解决全村人饮水问题；投资40

万元将废弃的尹家小学改建为村组

织综合大楼，方便了村民办事和村

级活动开展。

创新帮扶方式
建产业扶贫长效机制

扶贫扶长远，高峰村创新帮扶

方式，建立产业扶贫长效机制。通

过采取“合作社+贫困户入股+打

工”模式，贫困户既可以通过土地入

股合作社，又可以通过贫困户小额

免息贷款入股合作社，合作社所得

收入优先贫困户入股分红，优先保

障贫困户在合作社做工。

自身就业一人，带动脱贫一

户。高峰村大力培育一批有文化、

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

民、致富能人、致富带头人，目前，该

村已成功举办了三期技能培训班，

参加培训人员达200余人。

2015年，贫困户蜂农雷元发试

图通过养蜂致富，但由于缺技术，蜜

蜂产量低、工蜂飞逃多，几度想放弃

养蜂业。扶贫工作队知道雷元发的

想法后，邀请郴州养蜂协会会长到

他家里现场实践教学，传授养殖技

术，帮助解决了养殖难题，找到了脱

贫致富之路。

针对老、弱、病、残等情况特殊

的贫困户，高峰村合作社用工优先

聘用贫困村民，让合作社成为扶贫

车间、扶贫基地，一大批贫困户获

得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

“目前当地民众通过参与产业

发展，掌握一项或多项谋生技能，

为他们实现可持续增收起到重要

支撑。”嘉禾县委驻高峰村帮扶工

作队李俊锋说，对于高峰村广大农

民来说，种养殖业是千百年来发生

在他们身边、他们熟悉的事情；在

产业扶贫工作中，也是他们更容易

参与、更容易掌握的技能。发展种

养殖业，更容易使广大民众不离乡

不离土、就近就便实现增收、实现

脱贫。

□ 保 妹

近日，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中部

中心产业园项目集中开工典礼暨合肥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院项目奠基仪

式在合肥高新区举行。参加本次仪式

的项目共18个，总投资额 130亿元，

主要集中在生物医药产业，具有发展

质量高、示范效应强、行业前景优等

显著特点。18个大健康类高质量发

展项目的开工运营表明了合肥市和

高新区重点发展大健康产业的决心，

大健康产业成长为合肥发展现代经

济的新引擎。

空间链：
产业发展载体进一步拓展

近年来，合肥高新区加大政策扶

持力度，推动产业要素集聚，先后获批

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中部中心、省生

物医药与高端医疗器械集聚发展基

地、市健康医疗小镇，生物医药产业规

模总体保持稳定增长。

2016年以来，合肥高新区加强载

体建设拓展发展空间、强化培育引进

推动产业集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创

新能力，初步形成空间链、产业链、创

新链“三链”互动发展的良性局面，产

业发展取得一定成效。

2018年，合肥高新区生命健康产

业集聚企业200余家，产业规模达到

167 亿元以上，增速超过 20%，精准

医疗、健康大数据等跻身全国行业前

列。生命健康产业正在成为合肥高

新区发展现代经济新的引擎。

目前，合肥高新区生命健康产业

基地规划总用地面积约 11.5 平方公

里，基本形成以建成区、核心区和拓展

区三大产业集聚区为主导的产业空间

格局。其中，建成区面积约2.5平方公

里，集聚了安科生物、立方制药等龙头

企业；核心区规划面积5.08公里，按照

“一轴四翼”发展模式，重点打造生命

健康创新轴，以及医药制造组团、高端

医疗器械及装备组团、精准医疗产业

组团和健康医疗大数据组团；拓展区

规划约4平方公里，重点发展新药创制

和产业化、智能诊疗生态系统等产业。

产业链：
细分领域优势进一步强化

目前合肥高新区生命健康产业主

要聚焦在化药、生物药、现代中药、高

端医疗器械、精准医疗等细分领域。

具体而言，合肥高新区形成了以

安科生物、龙科马等为代表的生物药

企业集群，以立方制药、兆科药业等企

业为代表的化学药企业集群，以欧普

康视、美亚光电等企业为代表的高端

医疗器械企业集群，以离子医学中心、

金域检测、中盛溯源、欧创基因等企业

为代表的精准医疗企业集群，以安科

生物（苏豪逸明）、科生景肽、爱默生物

等企业为代表的肽类集群。

如今，合肥高新区形成了原材料

药供应—研发创新—生产制造—外包

服务—商业流通—检测医疗等较为完

整的产业链。

创新链：
创新平台建设进一步夯实

合肥高新区依托各类创新主体，

加快构建产业创新支撑体系，进一步

夯实创新基础，生物医药产业领域创

新能力不断提升。

目前，合肥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

已建成各类创新平台50余家，拥有省

级以上创新平台26个，其中国家级创

新平台6个、国际合作平台4个。创新

基础平台方面重点建有离子医学中

心、大健康中心、中科合肥干细胞和再

生医学研究院等；转化应用平台方面

重点建有超导回旋质子治疗系统研发

生产基地、海虹集团药物研究院、康正

康仁原料药研究院等；检测服务平台

重点建有翰博瑞强生物等效性评价服

务平台、金域检测国家基因检测技术

应用示范中心、天衡药物药品质量及

安全测试技术创新平台等。

据了解，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中

部中心总部基地将于今年底陆续完

工。该基地占地243亩，规划建设面积

约31万平方米，总投资约15.2亿元，是

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及大健康产

业园启动区的核心区。项目重点聚焦

健康医疗产业科研实验、中试生产到创

新服务、市场孵化等占据价值链高端的

产业环节，主要建设高层研发办公楼

（孵化中心）、多层独栋（总部办公）、多

层厂房、公共服务平台、交易展示中

心、危废处理中心和综合配套等，吸引

药物研发、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精准医

疗、大健康管理咨询、诊断试剂、医疗

器械等研发企业入驻，着力打造安徽

乃至国内科技含量高、产业化集聚程

度高的健康医疗大数据总部基地。

六 大 体 系 助 脱 贫 攻 坚
——访内蒙古自治区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么永波

抓住“精准”牛鼻子 念好“产业脱贫经”
湖南嘉禾高峰村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改善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公共服务保障工程，

截至目前，已完成149户467人脱贫，全村99.6%以上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大健康产业
成现代经济发展新引擎

2018年，合肥高新区生命健康产业集聚企业200余家，

产业规模达到167亿元以上，增速超过20%

厦门国际铁海联运返程过境班列首发
10月27日，一趟由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出发的中欧班列返程班列抵达厦门海沧

火车站。该班列经由内蒙古二连浩特口岸入境，将在厦门港作短暂停留，转接船舶

南下前往越南胡志明港。这次国际铁海联运中欧（厦门）返程班列从厦门过境中

转，标志着厦门已初步形成铁海联运物流双向新通道，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落实

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图为厦门海沧火车站海沧铁路货场工人准备将返程过境

班列上的集装箱货柜吊装到集装箱拖车上。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