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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乡村 看振兴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的最后一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锚定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严防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任务，指明以特色产业激活县域经济、以多元路径拓宽农民“钱袋子”的实践方向。

本版推出“走乡村 看振兴”系列报道，聚焦产业兴旺的活力图景、生态宜居的乡土变迁、治理有效的基层探索，以脚力丈量土地，以笔
端讲述故事，在田垄间、村巷里，解码乡村振兴的时代密码。

本报讯 （记者刘春霞）今年以
来，我市持续落实国家及自治区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以“真金白
银”的补贴和高效服务为抓手，全
面激活汽车消费市场。截至 6月
11 日，全市汽车报废更新提交申
请 1476 份 ，发 放 补 贴 2361.5 万
元；置换更新提交申请 3040 份，
发放补贴 3706.4 万元，累计使用
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超 6000 万
元，带动众多家庭实现汽车升级
梦。

我市构建起“政府主导、企业
联动、群众受益”的工作格局，通
过召开 20 余次政策解读会和调
度会，按照“市场为主、政府引
导”原则，确保政策执行不走样。
在宣传层面，创新开展消费品以
旧换新政策“进机关、进社区、进
企业、进展会”四进活动，累计发
放宣传海报 1 万余份，发送惠民
短信 140.7 万条，并在全市 60 余
个公交电子屏滚动播放政策视频
2 万余次，实现政策知晓率全覆
盖。

资金保障是政策落地的关
键。我市提前谋划，结合汽车保
有量、消费意愿等因素精准测算
需求，成功争取到两批超长期特
别国债资金 8208 万元，叠加自治
区配套 430 万元，形成 8638 万元
的补贴“资金池”，为政策持续实
施提供坚实支撑。在审核环节，
建立“日调度、周通报”机制，专
人专岗全流程跟进，实现补贴从
申请到拨付平均缩短至 10 个工
作日，让群众“早申请、早受益”。

在政策红利下，我市汽车消
费市场呈现“供需两旺”态势。

“我想选一款 SUV，估算了一下，
各项购车补贴能优惠 1 万多元，
再加上车企优惠的 4 万元，挺划
算的。”市民贺先生说。今年海勃
湾区“约惠乌海 畅享生活”“五
一”车展成为消费热潮的缩影
——这场车展累计订车 641 台，
其中新能源汽车 416 台，燃油车、
混 动 车 225 台 ，单 车 平 均 价 格
15.17万元，累计销售金额达9724
万元。

“我们是负责覆盖巴彦淖尔、
阿拉善、乌海地区华为问界汽车
用户中心，今年以旧换新政策叠
加厂家补贴，新能源车订车需求
特别旺盛，仅 5 月订单就达 43
台。”内蒙古奥捷华达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店长、华为问界汽车
用户中心负责人毛燕说，“我们针
对内蒙古消费者，5 月购车可享
5000 元店补，新上市的 M8、M9
等车型支持颜色、车饰定制，30万
元至50万元价位的置换补贴力度
很大，客户对智能驾驶和AI配置
的接受度也越来越高。”

下一步，市商务局将持续优
化消费服务环境，丰富消费场
景，通过举办惠民车展、新能源
汽车试驾周等活动，同步引入智
能家居等关联消费，形成“以旧
换新+品质生活”的消费生态。
同时强化资金监管，联合财政、
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专项督查，确
保补贴资金精准直达消费者，杜
绝套取补贴等违规行为。

在蒙宁交界的交通要道上，海南
区巴音陶亥镇渡口村扼守着我市的
西大门。109、244国道与310省道
在这里交会，这个曾因大货车乱停乱
放、尘土飞扬的边陲村落，如今凭借

“交通枢纽+集体经济”的双轮驱动，
蜕变为蒙宁交界线上的“黄金驿站”。

六月的骄阳炙烤着柏油路面，蒙
宁交通枢纽干线迎来长途运输高
峰。在渡口村村口的免费停车场，停
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型运输车。
货运司机李凯正在维修铺前检修车
辆，他对记者说：“我在这里跑运输五
六年了，经常路过这里，这里环境变
化很大。停车场免费还干净整齐，大
车司机维修、加水、买东西这类需求
在这里都能满足，对我们来说很方
便。”这片由闲置土地平整而来的场
地，采取边建设边运营模式，规划了
大货车车位和临时彩钢房，提供车辆
加水、清洗、检修等基础服务，成为长
途跋涉中的可靠港湾。

“两条国道在此交会，过去大车
临时停靠多，路两侧环境差，有不少
安全隐患。”村党委书记王锁平道出
了曾经的痛点。停车场的改造不仅
改善了环境，消除了隐患，更将闲置
土地转化为增收机遇，吸引了商铺入
驻，为村民提供了新的就业岗位。“土
地生金，一举多得！”王锁平说。

在停车场入口处的“暖心驿站”，
免费热水、休闲食品、应急药箱、电源
插座一应俱全。“我们要做司机兄弟
的‘加油站’。”王锁平说。这座驿站
作为党建融合阵地的心脏，精准对接
司机需求，将服务链延伸至汽修整
备、休息乃至未来的餐饮住宿。

而在一路之隔的手套生产车间，
“哒哒哒”的机器声不绝于耳。由乌
海军分区和海南区人武部共同出资
援建、废旧教室改造而来的工厂内，
四台智能手套机全速运转。46岁的
村民刘忠熟练地操作着机器，一批刚
下线的手套整齐码放在旁等待装
车。“自从村里建了这厂子，家门口就
能上班，每年多挣2万多元！”刘忠家

种着52亩田地。“自从高标准农田改
造后，播种施肥都是水肥一体，农活
省心不少。这份家门口的工作，让我
既能贴补家用，又能照顾家庭。”刘忠
说。这个村集体领办产业的标杆，日
均产量已达800双，去年为村集体增
收5.5万元。“别看现在规模不大，销
售渠道稳着呢！我们有信心让这小
厂子变成村里发展的强引擎。”王锁
平信心满满。

据了解，2024年，渡口村集体经
济收入达58万元。村集体经济发展
突破传统依赖土地租赁的单一模式，
通过集思广益、整合资源，逐步形成
了“土地租赁+集约化产业+手工制
造业”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物质丰盈催生文明新风。村党
委推动的“文明团结超市”，以“小积
分”撬动“大文明”，有效提升了基层
治理效能，促进了乡村和谐与道德建
设。如今，乡村环境更加整洁，私搭
乱建现象彻底杜绝，和谐美丽乡村建
设稳步推进。

为精准服务村民，渡口村推行
“党建+网格化”管理，常态化走访收
集民意,对特殊群体建立“一对一”
帮扶机制。村民线上反映问题，如
高速公路施工扬尘，就通过“反映—
响应—协调—解决—反馈”闭环快速
处理。同时科学划分了5个网格片
区并配备专职网格员，做到重点户必
访、矛盾应排尽排，仅今年已成功调
解2起纠纷。

广泛听取民意后，村里完成了一
系列惠民工程：改造自来水管道5千
米、安装大型饮水机8台，保障饮水
安全；安装路灯140盏（其中村集体
出资为46个厕所安装太阳能灯100
盏）；完成“煤改电”459户、户厕改造
161户，显著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感和
获得感。

从昔日国道旁尘土漫天的边陲
小村，到今日蒙宁线上的“黄金驿
站”，渡口村以路兴业、以产富民的生
动实践，正稳稳托起一个村庄的振兴
之梦。

本报讯 日前，乌海能源公司传来
捷报：截至6月10日，公司已生产原煤
748.81万吨，超计划18.81万吨，完成
年度计划的51.29%；商品煤销售完成
615.47万吨，超计划34.91万吨，完成
年度计划的53%，提前20天完成上半
年生产任务，为“迎峰度夏能源保供”
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

今年以来，乌海能源扎实做好能
源保供各项工作，通过严格遵守“十个

强化”“十项措施”“十条禁令”等工作
要求，始终坚守安全生产红线底线，抢
抓时机、加快增量补欠，全方位提升生
产一线及工作现场安全管理质效，确
保安全生产形势总体保持平稳有序。

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上，公司以“十
个强化”为抓手，扎实推进重大灾害系
统治理，通过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
防等综合措施，从根本上堵漏洞、解难
题，形成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的常

态化机制。科学规划采掘接续，简化
优化生产系统，坚持“一矿一策、平稳
接续”工作思路，加快“一井一面一充
填两掘进”生产布局，研究解决制约生
产接续的问题，千方百计稳住高效开
采的基本盘。大力总结推广集中生
产、集中检修模式，积极应用充填开
采、无煤柱开采、沿空留巷等工艺技
术，释放“三下”压覆、边角块段、巷道
煤柱等资源潜力。通过系统、装备、技

术、管理的协同保障作用，最大限度释
放矿井产能，为生产运行高效推进提
供有力保障。强化设备全生命周期管
理，盘活闲置设备物资，提高设备周转
率和物资利用率，努力向装备升级和
盘活设备要效益。坚定“创新是企业
的责任”的发展理念，强化公司科技创
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
化工作，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助力安全
高效生产。 （刘春霞 付兰伟 杨俊峰）

乌海能源公司提前20天完成上半年生产任务

渡口村停车场。

渡口村：小村大枢纽托起振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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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提振·记者跑市场

补贴超6000万元

“以旧换新”激发汽车消费新活力

渡口村手套加工厂。

本报讯 （记者刘春霞）今年以
来，我市紧扣“高效办成一件事”改
革目标，以数据共享筑基、制度创新
护航，推动“免证办”服务扩围增效，
持续深化政务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助力营商环境优化升级。

数据筑基，服务扩围。依托信
息化技术手段，我市建成“免证办数
据调用核验系统”，与自治区统一电
子证照库对接，在实现电子证照、证
明事项、文件批复“三类数据”类型
全覆盖的基础上，今年新增接入企
业投资项目备案、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核准等5类关键文件批复。至此，
全市72类高频电子证照、证明及文
件批复实现办事免提交，累计调用
共享资源达628万次，推动政务服
务加速从“减证便民”向“无证利民”
迈进。

标准先行，制度护航。为保障
“免证办”服务规范高效运行，我市
先后制定了《政务服务“免证办”工
作运行规则》《政务服务“免证办”工

作数据核验运行机制》等制度，围绕
数据调用核验途径、方式、时限、形
式等要素标准，固化数据调用与核
验流程，设计标准化“免证办”协查
申请书和反馈通知书，并明确协查
AB角制度，为改革提供坚实的制度
保障，确保服务高效、有序推进。

宣培并举，服务升级。构建立
体宣传矩阵，以市、区两级政务服务
中心及基层便民服务中心为前沿阵
地，通过市融媒体中心、智慧政务
公众号、窗口宣传栏等多渠道推送

“免证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服务
流程等内容，提高公众知晓 率。强
化队伍专业化建设，组织综窗人员
开展专题培训6场，覆盖200余人
次，确保窗口人员“政策清、流程熟、
服务优”。

下一步，我市将聚焦“高效办成
一件事”改革，持续拓展“免证办”应
用场景，推动更多跨部门、跨层级数
据互联互通，为政务服务质效提升
与优化营商环境注入新动能。

我市“免证办”服务再升级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

◀村民刘忠在打包手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