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树林召讯（通讯员 关皓天） 近日，达拉特发电厂

煤电一体化五期 1×1000MW 级机组扩建项目前期工

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该项目严格落实“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理念，从规划建设入手，突出绿色节约特色，

充分利用原有公共设施，致力于打造鄂尔多斯绿色节

约型示范性火电项目。

达拉特发电厂煤电一体化五期项目由华能集团

北方公司启动实施，投资总额 61 亿元。项目采用 1×

1000MW 级新一代高效超临界燃煤发电空冷机组技

术，充分利用已建成的节水改造及高效共享取水设施

为项目供水，并采用比常规湿冷电站节水 60%-70%的

先进空冷技术，突出绿色节约优势，进一步提高了达

拉特发电厂水资源利用效率。同时，该项目符合国家

“三绿指标”“煤电一体化”等产业政策、能源政策和超

净排放环保要求，是我旗工业经济煤电铝产业生态圈

里的重点生态型发展项目，为保障全旗工业经济黄河

流域高质量发展再添新动能。

目前，达拉特发电厂五期项目已列入蒙西地区自

用煤电建设规划，正在积极组件申请核准，计划于今年

8 月底开工建设，2022 年底实现投产达效。

黄河取水指标零新增
达拉特发电厂五期项目绿色节约特色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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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ZONG HE XIN WEN

用消费扶贫的“效果”巩固脱贫攻坚的“战果”
本报记者 闫 娜

树林召讯（通讯员 武志忠） 近日，达拉特清洁能源

产业园项目签约，投资总额达 100 亿元。

据悉，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院、厦门中科院稀土研究

所、南京大行新能源研究院为南京爱氢能科技有限公司提

供技术支撑，联合杭州神驹科技有限公司、同力重工等公司

组建鄂尔多斯清洁能源创新研究院，同时将引进中节能区

域减排及污染防制母基金、福建奉田信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浙江西田机械有限公司、浙江台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等

企业以及行业内其他相关企业，在达拉特经济开发区建设

清洁能源产业园，打造清洁能源产业生态圈。

清洁能源产业生态圈以清洁能源轻量化重卡、零部

件的研发制造为主线，瞄准甲醇燃料、氢燃料、混合动力

和纯电动重卡，构建以“一平台八中心两基地”为主要载

体的“政产学研金介用”协同创新体系，建设浙江大学鄂

尔多斯清洁能源创新研究院、孵化器以及产业园三位一

体项目，实行科研、教育、产业、资本一体化运作模式，实

现“科技资源导入—技术成果孵化—产业化应用”的科技

创新全产业链、全产业集群发展。

达拉特清洁能源产业园项目签约 投资总额达 100 亿元

1.国家目标是什么？

答：到 2020 年，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

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旗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

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2.两不愁、三保障、一达标是什么？

答：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

房安全有保障，饮水安全达标。

3.一高于、一接近、一低于是什么？

答：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

近全国平均水平，贫困人口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国家

贫困线标准。

4.“六清零四达标”是什么？

答：一是脱贫攻坚到户政策未落实或执行有偏

差的清零；二是实现有劳动能力贫困人口扶贫产业

项目未覆盖和无劳动能力贫困人口兜底政策未覆盖

的清零；三是促进贫困嘎查村集体经济发展，实现嘎

查村集体经济收入低于 5 万元以下清零；四是 C、D

级房屋必须全部改造，落实好建新必须拆旧政策,实

现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房清零；五是实现贫困嘎查村

未通动力用电、贫困户生活用电未达标清零；六是完

成集中安置点产业项目建设，突出抓好易地搬迁后

续产业发展，解决好没产业和产业少的问题,实现建

档立卡贫困户易地扶贫搬迁任务清零。

“四达标”一是实现精准扶贫建档立卡平台数

据系统建设达标；二是保障贫困人口基本医疗需

求，苏木乡镇嘎查村两级卫生院（室）设备、人员、药

物基本医疗服务达标；三是实现建档立卡贫困户饮

水安全全部达标；四是完成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

学校改造和乡村小规模学校、乡镇寄宿制学校改

造，实现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义务教育阶段子女控辍

保学达标。

5.“六个精准”是指什么？

答：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

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

成效精准。

脱贫攻坚相关名词解释

自全旗“百企助决战，万众促脱贫”活动启动以

来，我旗各相关部门及时掌握信息，精准对接建档立

卡脱贫户，各企业积极参与，弘扬致富思源精神，并

借助消费扶贫服务中心的启动，在线上促进农副产品

的销售，在线下畅通运输物流渠道，逐渐探索形成了

全社会共同参与消费扶贫的新格局，为如期建成小康

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有力保障。

4 月 11 日上午 9 点，一辆带有电商扶贫绿色字

样的货车准时停在了昭君镇二罗村村民张挨云的家

门口。在旗工业科技信息化局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不

一会儿，1000 多斤稻米就被搬到了货车里，这些承载

着脱贫户致富希望的大米将在一小时后，送到亿利化

学工业有限公司的厨房里。张挨云向工信局工作人员

介绍，他的弟弟张锁成是 2016 年因病致贫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这两天因为手部肌肉萎缩，正在外地医

治，听说旗里要帮助他们这些已经脱贫的户子销售稻

米，弟弟就赶紧联系他帮忙销售。代替弟弟签好销售

协议后，张挨云当时就领到了销售稻米所得的 3000

多元。

张挨云说：“自从政府给我们提供了这个电商扶

贫平台，我们 70%—80%的稻米都能销售出去，这个

平台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借着消费扶贫的好政策，许多像张锁成这样的

建档立卡脱贫户不仅可以实现足不出户销售自家的

农产品，他们的“土特产”还被放到了消费扶贫服务

中心的体验馆里，线上线下同时发力，帮助这些脱贫

户的好产品找到好销路、卖上好价钱。

旗工业科技信息化局副局长侯君海说：“自消费

扶贫服务中心启动以来，我们已经走访了 40 多家企

业，现在累计销售出 3000 多公斤米面、500 多公斤肉

食。”

从 3 月 28 日“百企助决战，万众促脱贫”活动启

动以来，除旗工信局外，旗供销社也组织销售了我旗

建档立卡脱贫户的稻米 2600 斤、白面 2000 斤，并于 4

月 12 日陆续运送到了三垧梁工业园区的三家企业

内，后续还有脱贫户的鹅肉也会通过该部门的协调进

行销售。

目前，我旗 2452 户 5947 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已

经实现了全部脱贫摘帽，全旗的扶贫工作重心已经由

注重脱贫向巩固提升脱贫成果转化。“消费扶贫”通过

政府牵线搭桥，用“消费”将脱贫户与各企业、个体工

商户等市场主体串联起来，不仅让脱贫户种地产粮，

发展产业树立了信心、打足了底气，也让企业等各类

消费主体在弘扬扶贫济困精神的同时，享受到了当地

绿色、放心的农畜产品。

侯君海说：“我们一方面对贫困户的农副产品进

行直销直购，另一方面把社会上的其他农副产品纳入

到消费扶贫馆进行销售，并从销售收入中拿出 3%的

利润交到全旗的扶贫基金会做社会扶贫，促进乡村振

兴，实现全民达小康。”

消费扶贫，解了邬四旦的愁
本报记者 王耀宗 黄欣宇

春耕备耕时节，白泥井镇七份子村贫困户邬四

旦正为春耕生产资金短缺而发愁。消费扶贫服务中

心的一个电话，让他喜笑颜开。

4 月 14 日，邬四旦接到了消费扶贫服务中心打

来的电话，问他是否出售自产的小麦。一番问询商讨

后，邬四旦与消费扶贫服务中心达成协议，以每斤

1.5 元的价格出售 850 斤小麦。当天下午，消费扶贫

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就开车拉走了小麦，并支付了

1275 元货款。这笔钱一下子解决了邬四旦春耕资金

短缺的问题。

邬四旦 2014 年 5 月突发脑梗，为治病，他花光

了积蓄，且欠下近三万元的外债。他生病后家里劳动

力缺乏，每年大几千元的医药费让家庭陷入困境。

2016 年，他家被识别为贫困户。帮扶政策的落实加上

自己的勤奋劳作，他家在 2018 年光荣脱贫。

邬四旦家虽然脱贫，但是帮扶责任人和帮扶措

施不脱钩。去年，白泥井镇副镇长袁平给他家送去小

麦种子，今年又送来了玉米种子。前不久，袁平入户

了解到他家春耕生产资金短缺，家里还存有小麦的情

况后，想到旗委统战部发出“百企助决战、万众促脱

贫”消费扶贫行动倡议，及时汇报了邬四旦家的情

况。

中轩生化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从山东来我旗发

展的企业。在旗委统战部的号召下，中轩生化股份有

限公司联系到消费扶贫服务中心，想向贫困户购买一

批白面。消费扶贫服务中心正好听说白泥井镇的邬四

旦要出售一批小麦，就赶紧联系他，并且把小麦加工

成面粉。

4 月 16 日上午，一辆带有电商扶贫字样的货车

准时到达了中轩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在中轩生化股份

有限公司职工的帮助下，不一会儿，6600 斤白面全部

卸下。

这些面粉中，部分就来自邬四旦家。消费扶贫服

务中心负责人李耀峰说：“消费扶贫服务中心正集中

打造‘黄河几字湾’农副产品品牌，通过线上线下的方

式帮助农牧民销售农产品，对于贫困户家产的农副产

品，优先收购代销。”

中轩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于清华说：

“我们参与‘百企帮百村’计划是第六年了，每年都要

给被包扶村的农牧民提供种植技术指导，企业用工也

优先聘用当地农民工。这次买回来的白面一部分提供

给食堂，一部分发给职工。我们山东人酷爱面食，只要

面粉质量好，我们还可以帮忙推销到山东。”

树林召镇：

创新合作化造林模式 绿了荒山 富了百姓

又到了春天植树季，走在梁外丘陵

山区，人们可以看到道路两旁一批批种树

人忙碌的身影和浇水车往来穿梭，这是梁

外地区农民自己的造林队伍。树林召镇 7

个村的合作社 270 多人、8 台机械同时开

工，不到半个月的时间，210 国道两侧 753

亩空地上 4.5 万株树苗焕发出勃勃生机；

耳字壕村等地 1.5 万亩沙棘纵横成林，成

为防风固沙的天然屏障。

模式创新 发动群众参与是关键

与往年不同，今年的树都是村里的

合作社组织农民种的。过去种树是由主管

部门以招标的形式承包给绿化公司，村委

会和村民都很少参与，造林交付验收后，

由于缺乏养护，加上梁外地区常年干旱，护林员的管

护面积过大，照顾不到，树木的成活率不高。

树林召镇在考察了山西大宁等地的造林经验后，

结合梁外地区环境、气候特点，创新提出了“合作造

林”模式，在镇里成立生态建设服务中心，下设项目规

划办、资金管理办、项目监管办。其中项目规划办负责

科学安排全镇林业产业布局、积极争取林业项目、承

接国家造林任务并拟定具体实施办法；资金管理办负

责引导各村成立村集体性质的生态绿化合作社，对接

林业部门、造林合作社等，落实造林资金和各项补贴

资金；项目监管办负责对合作社造林成效进行监管，

配合相关部门对造林成果进行验收，对实施绿化后的

林地后期管护情况和领取退耕还林、禁牧补贴的林地

草场现状进行监管。引导各村成立村集体性质的生态

绿化合作社，不仅让梁外贫瘠荒山绿起来，还增加了

当地农牧民务工收入、护林收入和经济林收益，让梁

外贫困群众富起来，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景观效

益和经济效益的共赢。

成果共享 农民又多一份收入

树林召镇利用冬季农闲时间多次组织人员下村

社宣传动员，召开社员会为村“两委”和群众讲解合作

造林的模式和效益，解答村民提出的造林款给付等问

题，大家逐渐对这样的造林模式有了认识。镇里趁热

打铁，植树季一到，马上与林业局协调，争取到 210 国

道两侧 700 多亩的绿化任务，交给所在村的造林合作

社。由于春耕还没到，村里有的是劳动力，大伙挥锹抡

镐，干得热火朝天。

幼林都有大约三年的缓苗期，为确保造林成果稳

定，造林款分三年支付，当年验收合格后支付工程款的

40%，第二年支付 30%，第三年付清尾款。新造林交付

使用后，树随地走，林地、林权不变，林地产生的经济

效益归农民，政府购买的是造林成果。

按照合同约定，今年年底验收合格后，合作社就

能拿到造林款，加入合作社的村民不但可以拿到工资，

还能拿到分红。村民就住在当地，随时可以照看树木，

及时浇灌，防止牲畜啃食。

全面推广 绿水青山指日可待

有了这次的成功经验，更多的村民表示希望加入

合作社，参与植树造林。近期树林召镇计划在林原村、

田家营子村、树林召村村庄主干道栽种 4862 株山桃、

金叶榆、樟子松等景观树种，扮靓美丽乡村。耳字壕村

500 亩、哈什拉村 200 亩全旗义务植树基地已经建设

完毕，马上投入使用。

生态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绿了这片山，合作社

又会带着人员、机械和经验转战下一片荒山，相信动员起

群众的力量，建好绿水青山，就一定能创造金山银山。

通讯员 刘博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