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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关于 2022年财政决算及 2023年 1-6月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上接第6版）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1-6 月，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入 28.55 亿元，完成预算数 76.17 亿元
的 37.48%，同比增长 62.77%。其中，
市本级收入完成 24.4 亿元，完成预算
数 63.26 亿元的 38.57%。收入完成较
低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出让收入未达
到预期。

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64.3亿
元，完成预算数 84.15 亿元的 76.41%，
同比减少 18.22%。其中，市本级支出
39.81 亿元，完成预算数 63.26 亿元的
62.93%。主要是用于债务化解、土地
出让前期成本、污水处理运营补贴等
刚性支出。

（三）社 会 保 险 基 金 预 算 收 支
情况

全市社保基金预算收入 48.64 亿
元 ，完 成 预 算 数 100.63 亿 元 的
48.34%；全市社保基金预算支出 41.51
亿 元 ，完 成 预 算 数 93.29 亿 元 的
44.5%。收支结余 7.13 亿元，期末滚
存结余 156.3亿元。

（四）国 有 资 本 经 营 预 算 收 支
情况

1-6 月，全市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19238 万元，完成预算数 6753 万元的
284.88%，全部是本级收入。收入完
成比例高的主要原因是国有股权转
让形成一次性收入。支出完成 284万
元 ，完 成 年 初 预 算 数 8880 万 元 的
3.2%；市本级支出 270万元，完成年初
预算数 6753 万元的 4%，支出进度慢
的主要原因是市级出资国有监管企
业年度审计暨经营业绩考核等项目，
需待年底考核工作完成后才可安排
支出。

（五）争取转移支付及债券资金
情况

今年以来，紧紧把握国家稳增长
政策和自治区“强首府”战略的有利
时 机 ，上 半 年 ，全 市 争 取 上 级 资 金
340.09 亿元，同比增加 85.19 亿元，增
长 33.42%。争取资金额占自治区下
达 盟 市 总 数 的 10.07%，排 全 区 第 5
位。其中，争取上级转移支付资金
269.7亿元，同比增加 77.91亿元，包括

一般性转移支付 165.97 亿元，专项转
移支付 103.73 亿元 ；争取债券资金
65.39 亿元，同比增加 2.28 亿元，包括
一般债券 30.8亿元、专项债券 34.59亿
元；争取上级部门直拨资金 5亿元，分
别是国家乳创中心 4 亿元、草创中心
1亿元。

五、上半年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上半年，全市各级财政部门认真

贯彻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及全市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落实“强首
府”工程，千方百计为落实“五大任
务”提供强有力的财力保障，重点做
了以下工作：

（一）增强造血功能，持续加强财
源建设

上半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完成年初预算的 50.65%，超额完成半
年收入目标。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99.68 亿元，占比 81.32%，较上年同期
提升 17.9 个百分点，财政收入质量明
显提升。一是齐抓共管增收入。依
法依规组织财税收入，严防跑冒滴
漏。一体推进正常收入入库和拖欠
税费清缴，建立分管领导包联地区工
作机制，组建工作专班，一对一帮助
旗县区解决收入和化债问题。落实

《关于调整市区两级拖欠税费分配比
例的通知》，对市四区欠税清缴、土地
出让金清收等给予奖励。二是培养
财源增后劲。重点培育的“六大产业
集群”已初见成效，全市上下大抓项
目、大抓产业、大抓招商引资，积极有
力推进财源建设。继续执行企业上
市激励政策，按时兑现燕谷坊等上市
奖励资金，推进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转
型升级。发展总部经济，落实总部扶
持政策，积极走访企业，争取统一发
电类、供电类和成品油销售企业按最
高比例总部预留增值税；宣传和引导
企业“分改子”增加我市税收，目前已
有 21 家企业同意“分改子”。三是盘
活资产促增收。做到“两个摸清、两
个建立”，即“全面摸清我市行政事业
单位和国有企业资产底数、全面摸清
闲置资产和账外资产；建立我市行政
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平台、建立资产盘
活处置运营机制”。主动对接加快涉

案资产移交进度，1-6 月接收涉案资
产 359件，实现处置收入 1.36亿元。

（二）增强资源统筹，持续保障重
点支出

用好上级转移支付的“外力”。
紧紧抓住中央增加转移支付和财力
下沉的有利因素，深入研究国家、自
治区政策导向，提前研判资金投向，
主动对接部门策划项目、储备项目、
组织申报。

形 成 集 中 财 力 办 大 事 的“ 内
力”。加强源头管控。按照“零基预
算，三保优先，突出重点，兜牢底线”
的原则编制 2023年预算，压减非重点
非刚性支出 4.97 亿元。上半年，全市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45.69 亿元，增长
12.46% 。 其 中 ，民 生 支 出 196.36 亿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9.92%。
城建交通、医疗科技、基层治理、奶业
振兴、乡村振兴等重点支出得到有力
保障。保持支出强度。加快“三保”、
上级专项、债券资金及急需资金的预
算执行进度，每月对支出进度考核、
通报。制定《呼和浩特市财政局转移
支付预算执行管理办法》，加强对上
级指标接收-分配-下达-支付的全流
程管理。积极协调财政厅调度直达
资金、工资、项目资金等 216.3 亿元，
确保资金支出需求。

发挥财政+金融的“合力”。加大
对乡村振兴、重点产业、科技创新、工
业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等 5 支政府投资引导基金投放力度，
重点支持六大产业集群项目，已累计
完成投放资金 14亿元。今年上半年，
在清洁能源、绿色农畜产品加工、现
代化工方面已储备 8个项目。

（三）聚焦关键问题，防范化解运
行风险

一是全力化解隐性债务。充分挖
掘“三角债”“资金+土地”“资产+资
金”等 6项化债措施，夯实住建、土储、
国土资源、财政等各部门、市属国有
企业责任，全流程分解化债任务，明
确时限和责任人，上半年超额完成半
年化债任务。二是防范化解金融债
务风险。积极协调各金融机构调整
跨年还款计划和计息结息周期，争取

降低贷款利率，对暂时无法支付的项
目协商延期和展期，最大限度减轻本
级债务负担，降低违约风险。上半
年，通过财政资金、以地化债偿还融
资类到期本息 19.27 亿元，展期到期
本息 41 亿元，协调 5 家金融机构降低
贷款利率。同时，积极向自治区财政
厅争取将市本级纳入“贴息一批”支
持范围，争取更多贴息和再融资债券
资 金 支 持 。 三 是 清 偿 民 营 企 业 欠
款。对全市无分歧民营企业中小企
业欠款进行动态监控，定期梳理清偿
台账进度，一案一策推进化解。对有
分歧欠款，督促各地区采取加快推进
清偿进度，逐步实现有分歧账款向无
分歧账款转变。上半年，全市累计偿
还和核销民企欠款 2.98 亿元，市本级
已实现无分歧欠款动态清零。

（四）坚持守正创新，加快财政改
革步伐

完善市本级与旗县区财政体制改
革。成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课题领
导小组，围绕财政体制改革工作开展
专题调研。制定出台《呼和浩特市应
急救援领域市级与旗县区财政事权
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严
格落实政府过紧日子。严格落实《财
政存量资金管理办法》，明确界定沉
淀资金，月报月清理，确保存量资金
只减不增。带头实施全面节约战略，
坚持“勤俭节约办一切事情”，研究制
定《财政资金节约利用行动方案》《进
一步强化市本级预算管理 坚决过好
紧日子的通知》，细化从严从紧安排
预算、硬化预算执行、加强国有资产
管理、加强政府采购管理等 7项措施，
进一步完善“过紧日子”长效机制，把
宝贵的财政资金花在“刀刃”上。

（五）夯实基础工作，提升财政管
理水平

推动预算绩效管理提质增效。选
取城建、卫健、农牧、交通、生态五个
部门作为试点，指导推动建立分行
业、分领域预算绩效指标和标准体
系。围绕“四本预算”，选取涵盖多种
资金类型的 38 个项目开展财政重点
绩效评价。强化国有资产管理。结
合我市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制定印

发《呼和浩特市本级行政事业性国有
资产盘活处置及收入管理办法》，进
一步规范和加强资产管理，完善行政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制度体系。
强化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常态化开
展“呼包鄂乌”远程异地评标工作，完
成全区首个政府采购“1+N”跨省、省
内远程异地评标项目。全面推广电
子履约保函和电子发票，开函数量及
替代保证金数额均位居全区第一。
优化财政投资评审管理。制定《呼和
浩特市财政投资评审管理办法》，进
一步规范财政投资评审行为。加快
推进财政投资项目评审，完成结算评
审项目 112 项，核减资金 7.6 亿元，有
效节约财政资金。积极推进财会监
督工作。制定我市财经纪律重点问
题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成立专项
整治领导小组，聚焦减税降费、基层

“三保”、政府债务等 9 类财经纪律方
面重点问题，按时完成分领域的自查
自纠和复查工作。

六、下一步重点工作
下半年，我们将紧紧围绕市委各

项工作部署，在市人大的有力监督下，
聚焦统筹财政资源、优化支出结构、防
范化解风险、提升管理效能等重点工
作，强化有解思维，坚定发展信心，抢
抓发展机遇，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在 做 大 收 入 总 量 上 下 功
夫。一是加大财源培植。认真落实
各项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推动稳增
长稳预期，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二是
加强收入征收管理。继续做好欠税
欠费清缴工作，形成财政-税务联动
工 作 机 制 ，分 类 处 置 ，增 加 税 费 收
入。三是加大土地出让力度。及时
兑付土地成本和返还市四区收益，形
成财政、收储、地区之间的高效联动，
加快实现土地收入。四是积极争取
上级支持。用足用好“强首府”政策，
紧盯上级专项资金预算安排下达情
况，会同主管部门提前谋划储备项
目，对正在评审的重点项目全程跟踪
对接，争取更多项目资金落地。五是
加大国有资产盘活处置力度。盘活
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闲置低效
的存货和资产等，助推形成收益。六

是发挥“财政+金融”作用。加快推进
5 支基金投放，助力全市重点产业发
展。积极与法开署对接，争取大气污
染防治清洁热源入呼工程 10.8 亿元
外贷资金支持。

（二）在 重 点 领 域 支 出 上 补 短
板。一是提高支出效率。聚焦专项
资金、债券资金、重大项目资金三条
主线，加快预算执行。二是保障民生
支出。落实“三保”在财政支出中的
优先顺序，着力在就业、教育、社保、
医疗、生态环保、乡村振兴、安全生产
等重点领域补齐民生短板，解决好人
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三是支持重
点项目。对三环路、新机场等重点项
目，研判支出形势，加强库款运行管
理，保障支出需求。

（三）在 化 解 债 务 风 险 上 花 力
气。一是确保完成年度化债任务。
严格落实化债方案，进一步推动“资
产+资金”“资产+土地”等模式取得实
效。二是全力防范金融债务到期风
险，加快推进债务置换等工作。三是
用好争取到的国家隐性债务风险化
解试点再融资债券资金，切实缓解刚
性兑付风险。四是做好民企账款清
欠工作。细化分类处置措施，实现无
分歧账款动态清零。

（四）在提高财政管理水平上求
突 破 。 一 是 加 快 完 成 财 政 体 制 改
革。紧盯自治区财政体制改革方向，
争取自治区在税源下划、提高地方分
成等方面对我市予以倾斜。二是提
升绩效管理水平。加快完成农牧、住
建、卫健、生态领域项目指标体系建
立和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三是
全面加强政府采购管理和财政投资
评审管理。提升工作质效，优化营商
环境。继续梳理我市行政事业单位
闲置低效超标准配置资产，提升资产
使用效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
委员，我们将认真落实本次会议审查
意见，更加自觉接受人大监督，以“时
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积极担当作
为的精气神，扎实做好财政各项工
作，努力为首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有一种美，不必远行就能看到，譬
如呼和浩特的秋天，少了夏的炽热，多
了几分清凉，又不像冬那般刺骨，一切
都是刚刚好。

若仅是气候适宜，也算不得什么，
冰蓝的天空，高远而清澈，淡淡的云随
秋风而动，空灵、纯净，须臾间就已净化
了烦躁不安的心，躺在青城公园的长椅
上，透过树叶间的缝隙，安静地观赏着，
便有独属于秋天深情且温柔的声音靠
近你的耳边，“绝美的金秋长卷正在徐
徐展开。”

呼和浩特市区内的秋天不似山野
间那般华丽与浓烈，却在我们熟悉的大
街小巷里风轻云淡地留下一番韵味，在

不经意间，把无与伦比的秋景馈赠予我
们的点滴生活中。

金、橘、红的秋叶悄然为将军衙署
的游廊染色，与红墙交相辉映，院内虽
不再有竞相绽放的丁香，不再有淡雅的
海棠，却更加让人感到幸福与愉悦。灿
烂的秋叶不止于树梢，更会随风而舞，
飘落在青城公园的湖中，散落在满都海
公园的小径上，飘落在扎达盖公园的古
桥旁……树林、古桥、笔直的油松林，以
及铺满秋叶的小路，湖中岛、门洞、凉
亭，以及独具古香古色的栏杆，景观湖，
在阳光下波光粼粼地倒映着秋色，那偶
尔间停在黄的发红芦苇上的小蜻蜓，在
顷刻间将秋日的氛围拉满。

最妙的还是秋意中各色建筑，看
吧，始建于清雍正年间的五塔寺，塔身
均以琉璃砖砌成，塔身下层是用三种文
字刻写的金刚经经文，上层则为数以千
计的鎏金小佛，刻工精巧，玲珑秀丽。
掉落的油漆，有裂缝的柱子，留下时光
漫过的痕迹，在金黄色银杏叶的衬托下
颇有点相见恨晚的味道。漫步于大召
寺，不由被融合了藏、唐、尼泊尔、印度
的建筑风格成为藏式宗教建筑所吸引，
彩色的经幡随着秋风在蓝天的映衬下
翩翩飘动，整座寺庙在秋日暖阳的照射
下鲜艳夺目，银佛、龙雕、壁画，这些具
有极高艺术水平的历史遗物逐渐呈现，
不断向前，直至深处，寺前终日香火缭

绕，信徒们虔诚的叩拜在门前的青石地
板上留下了等身叩头的深深印痕，万盖
酥油灯长明，留下了岁月和朝圣者的痕
迹。席力图召比起大召寺显得更幽静，
也小很多，但也可以吹吹风，闻闻香，在
里面安安静静坐好久。日光渐软，重走
一遍塞上老街，老街两旁各式各样的仿
古店铺，悬挂着老字号牌匾，案板上整
齐堆放的玛瑙、玉石、木雕……处处都
能感受到历史沉淀下来的痕迹，在旧物
堆里，往日的生活场景轮番上演，充满
浓浓烟火气。

呼和浩特市区的秋意还很内敛，郊
外的秋意早已张扬肆意，一上又一上，
上至大青山，一簇红，一缕黄，再稍加些

墨绿……尤其是秋雨过后，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彩色山林倒映在碧水之下，
雾海逐渐模糊了界限，还有那悄然而至
的雪，与巍峨的大山、磅礴的森林、山间
的生灵、潺潺的溪流描绘出如油画般的
童话世界。也不能忘了哈素海那片金
灿灿的芦苇荡，远处是连绵起伏的阴
山，边上是风吹草低的敕勒川草原，芦
苇迎风摇曳，发出唰唰声响，烟波浩渺
的湖面霎时呈现出优美画卷，尤其是日
落时分，鸥鸟翻飞低空，野鸭出没苇丛，
远处渔歌嘹亮，近旁鱼跃出水，像极了
诗里的风景。

四时风景，各有不同，各具风韵。
而我，独爱呼和浩特的秋天。

白二爷沙坝，就是艰苦奋斗的代
名词。初秋的阳光洒在浑河南岸这
片绿洲之上，昔日漫漫的沙漠、光秃
秃的六号山早已消失，满眼是绿色，
满耳是鸟鸣。当我们踏上这片神奇
的土地，一下子都被深深地震撼了。

和林格尔县白二爷沙坝，位于大
红城乡浑河南岸，1982 年之前，这里
还是一片十多万亩的大沙漠，素有

“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小风难睁
眼，大风活埋人”之说，此前，四号村的
最后一批居民被滚滚黄沙逐出了他们
的家园，只留下被黄沙掩埋了半截墙
体的废墟。然而，追溯历史，这里还是
一片肥沃的土地。清代，这里被划为
右卫八旗马场地，乾隆年间，清政府放
垦了马场地，以百亩为一号，而四号地
恰恰位于浑河岸边。久而久之，前来
垦种的关内农民不断增多，于是便聚
民为村，以四号为村名。却不料经过
两百余年的无止境掠夺，这里便成为
一片荒漠。1982年春，和林格尔县决
定组建专业队，对白二爷沙坝进行彻
底治理，而时任县长云福祥便挑起了
这副重担。他立即着手，组建了一支
由 120 名男女青年组成的专业队，开
赴白二爷沙坝，拉开了治理序幕。

作为土生土长的和林格尔人，我
自然见证了白二爷沙坝的治理进程，
并且，在老县长云福祥生前还曾不止
一次专程采访过他，还采访过许多和
他一起治理大沙漠的专业队员，创作
并发表了诸如报告文学《山川警戒

线》、散文《大漠绿洲》等文章，可以
说，对这块新生绿洲，我是比较熟悉
的。当我再次踏上这块土地，那浓密
的绿色，那清新的空气，那治沙人的
故事，仍然使我感动不已。

曾记得，我第一次到白二爷沙坝
大约在 1987 年，是骑着自行车行程
30 多公里才来到这片土地。当时的
白二爷沙坝，虽然绿化造林已有成
就，但仍然可以看到成片的沙漠，风
沙依然肆虐，水土仍然流失。特别是
六号山下，一大片黄沙特别显眼，仿
佛是人脑袋上的一块牛皮癣。但是，
在四号村周边，成片的绿色已然出
现，治沙站甚至开辟了农田，防护林
也已有两三米高，但田地里仍不时刮
起沙尘，危害着农作物。

此后，我更是多次来到白二爷沙
坝。记得有一次，我陪同一位来自集
宁 的 作 家 潘 树 武 先 生 来 探 访 云 福
祥。此时的云福祥，已经从政协乌兰
察布盟委员会副主席的岗位上退休，
按理说，他应该住在条件更好的县城
享受悠闲的退休生活，但老人却牵挂
着白二爷沙坝，他带着老伴儿，干脆
住在那里，每天戴着一顶草帽，拄着
一根木棍，在山林里转悠着，生怕哪
里着了火、树木被牲畜啃咬坏了，他
的脸膛和胳膊都晒得黝黑黝黑的，根
本看不出他曾是一位“领导”。由于
整日在山林里巡查，云福祥已经和周
围二三十个羊倌成为了好朋友，并发
展他们成为义务护林员，积极参加护

林防火工作。此次，潘树武先生来到
这里，其实是来看望退休后的老朋友
的，他曾多次采访云福祥，创作了颇
有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品。而我，也在
阅读潘先生作品过程中，对以云福祥
为代表的一代治沙人有了更加深刻
的认识。从此，关注绿化造林，创作
关于生态建设的文学作品，成为我的
日常所爱，诸如乔义、张志、李俊、马
玉英等等，这些治沙造林的骨干，都
曾作为我笔下的主人公或重要角色
出现在作品之中。

此次旧地重游，已然物是人非，
所谓的白二爷沙坝，已经成为一个地
名存在于世，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
是一片 12 万亩的绿洲，松柏、杨柳、
沙棘柠条充溢着整个沙区，当年威胁
山西和内蒙古两省区三个县的大沙
漠，已经成为保护数万民众 40 余万
亩农田的绿色屏障。可是，谁能想
到，这一成就的取得，治沙人曾经付
出了多大的代价啊。正在办理退休
手续的刘俊钱，是一个资深的治沙队
员，他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献给了
白二爷沙坝的治沙事业，他不止一次
告诉我，那时的沙坝可以说是一块不
毛之地，只长沙和尚（一种小蜥蜴）不
长草，地表温度超过 70 摄氏度，能烫
熟鸡蛋；工地上到处光秃秃的，烈日
炙烤着治沙队员；中午吃干粮，大家
只能把衣服搭在锹把上用于遮荫，而
饭盒里的饭上面的干了，中间的酸
了，沙子甚至不请自来，碜得人不敢

咀嚼。但是，面对艰苦的环境，治沙
队员们干劲不减，大家比学赶超，男
队员与男队员比，女队员甚至与男队
员比，看谁挖的树坑多，你挖五十他挖
八十，你挖一百他挖一百五。有的女
队员因为比不过他人，甚至急得边哭
边挖，加班加点也要完成当天的任
务。最苦的是一连七天的连阴雨，队
员们抓住千载难逢的时机，全员出动，
利用雨天播种柠条。男女队员不畏艰
难，连续奋战，雨里爬，泥里滚，大家人
人都糊成了“泥人”“猿人”，个个累得
一下工便急着往宿舍赶、往床上躺。
然而，当第一片 3500亩绿色神奇地出
现在白二爷沙坝时，人人脸上都挂满
了自豪的笑脸，那付出的辛苦、汗水、
泪水，此刻都已化作了幸福。

也许有人会说，不就是 12万亩大
沙漠嘛，也没啥了不起的。可是，请别
忘记，在这片不毛之地，哪怕种活一棵
牧草、一棵松柏、一丛柠条，都不可能是
一蹴而就的事，为了绿化一块沙漠，往
往三番五次返工、重种，再加上精心护
理，才会最终出现一片绿色。治沙队曾
有一个统计，在40年的治沙进程中，12
万亩的白二爷沙坝，他们累计植树造林
达到 17万余亩，治理难度由此可见一
斑。光是一个六号山，就反复植树多
次，才最终锁住黄龙，绿化了荒山。

多年的征战，在白二爷沙坝治沙
队 员 的 身 上 留 下 了 除 之 不 去 的 印
迹。在我采访过的众多治沙队员身
上，大多留下了腰腿痛、关节炎等病

证，有些队员得了大骨节病，就连手
指都变了形，每遇阴雨天或天气变
化，关节处便剧烈作痛，痛苦万分。
看着这些为了治沙而付出健康的队
员，我从心底里感到疼痛。是的，他
们牺牲的是青春与健康，得到的是绿
洲与沃土，得到的是金山与银山，这
种获得充分揭示了奉献的深刻内涵。

行走在绿荫中，我触摸着治沙人
曾经使用过的镐锹、锅灶、饭盒、土
炕、床铺，观赏着“全国绿化先进单
位”“全国绿化模范县”等一块块闪光
的牌匾，那一个个荣誉的获得，使得

“三北”精神在白二爷沙坝得到了完
美的诠释，我这辈子恐怕也读不够、
写不完了。

一
钱江潮涌情澎湃，
人间天堂歌似海；
五环旗下襄盛会，
西子湖畔争金牌；
圣火熊熊燃斗志，
英姿飒飒竞风采；
心心相融同筑梦，
共创亚洲新未来。

二
熠熠烁烁大莲花，
惊艳绽放举世夸；
健儿争雄拼实力，
激情引爆亚细亚；
青春盛宴蕴无穷，
友谊团结爱相加；
文明树立新标杆，
全球彩笔赞中华。

三
丹桂飘香又金秋，
亚运续史展风流；
赛场奏凯扬国威，
雄风犹劲震天吼；
山水诗韵承一脉，
人文画境醉双眸；
华夏文明传千古，
江南最忆是杭州！

杭州亚运会
随吟

呼和浩特的秋色如锦
■■王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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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
文联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