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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盟乌兰布和生态沙产业示范区
2019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0 年预算（草案）

一、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情况

2019年，财政总收入 3067万元，比上年增加 1274万元，

增长 71.0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度任务 1270 万元，同比

增长 10%，实际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767万元，比上年增

加 613万元，同比增长 53.12%，完成年度任务的 139.13%。

按预算级次划分：上划盟本级收入 695万元，示范区本级完

成 1072万元；按收入构成划分：税收收入 1336万元，非税

收入 431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情况

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18394万元，比上年增

加 2380万元，同比增长 14.86%，完成年度预算的 106.6%。

按功能分类划分，主要项目为：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544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2.96%。公共安全支出 99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0.54%。

教育支出 242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1.32%。文化旅

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50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2.72%。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5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0.24%。

卫生健康支出 66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0.36%。节能

环保支出 35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0.19%。城乡社区

支出 6798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36.96%。农林水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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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186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1.01%。交通运输支出

9144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49.71%。自然资源海洋

气象等支出 33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0.18%。住房保

障支出 7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0.04%。灾害防治及

应急管理支出 1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0.01%。债务

付息支出 675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3.67%。债务发

行费用支出 19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0.1%。

（三）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结余情况

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 19622万元。其中，一

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1072 万元，上级财力性转移支付补助

收入 1776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16653 万元，

上年结余 121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19622万元。其

中，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18394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495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653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7

万元。收支相抵后，年终结余 63万元。

二、2019年政府性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一）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情况

2019年，政府性基金本级收入完成 5053 万元，比上年

增加 2704万元，同比增长 115.11%，完成年度预算 72.18%。

收入主要构成：土地出让价款收入 4793 万元，缴纳新增建

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 12万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117

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155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情况

2019年，政府性基金支出总计 9073万元。比上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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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5万元，同比增长 70.61%，完成年度预算 129.61%。支出

主要用于：示范区生态新区城镇基础设施配套等支出 4964

万元；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支出 4000 万元；政府债券付息支

出 80 万元；政府债券发行费用支出 4 万元；大中型水库移

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20万元；其他支出 5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收支结余情况

2019年，政府性基金收入总计 9178万元，其中：政府

性基金本级收入 5053 万元，上级下达政府性基金专项补助

收入 25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4000万元，上年

结余 100万元。年内实际完成支出 9073万元，收支相抵后，

年终结余 105万元。

三、2019年国有资本经营收支执行情况

2019年，未安排执行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算。

四、2019年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执行情况

2019年，未安排执行社会保险基金收支预算。

五、2019年“三公”经费执行情况

2019年示范区“三公”经费支出完成 25万元，较上年

减少 11万元，同比下降 30.56%。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用 2万元，较上年增加 2万元，同比增长 100%；公务接待费

12万元，较上年增加 8万元，同比增长 200%；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维护费 11万元，较上年减少 21万元，同比下降

65.6%。

六、2019年主要工作

（一）着力保障“三保”和重点项目。按照盟委、行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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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高新区与示范区一体化发展的部署要求，切实发挥高新

区的产业优势和示范区的区位优势。2019年，示范区地方财

力稳步增长，在保障人员工资按时发放、机构正常运转、基

本民生项目的前提下，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坚持

统筹兼顾、有保有压，通过加大财源培植力度、加强税收征

管、优化调整支出结构、压缩“三公经费”和一般性支出、

盘活财政存量资金、争取上级财力性补助等措施，着力解决

重点项目资金需求。一是统筹医疗卫生资源共享，发挥高新

区综合医院专家医疗团队作用，与巴彦木仁苏木卫生院共建

医疗共同体，每周五选派专家坐诊，有效缓解了巴彦木仁地

区农牧民就医难的问题。二是统筹教育资源共享，投资新建

乌兰布和民族幼儿园并配套建设学校餐厅，与巴彦木仁民族

学校合署办公，并通过社会购买服务方式配齐师资力量，妥

善解决苏木适龄儿童教育问题。三是实施农村牧区饮水安全

提升工程，投入 112万元，用于水源地水质提升改造，安装

净化水设备 100套。全力推进“厕所革命”项目建设和生活

垃圾治理。

（二）坚定不移打好三大攻坚战。一是防范化解地方政

府债务风险。示范区 2019年，计划化解隐性债务 3.72亿元，

实际化解隐性债务 3.73亿元，完成年度任务 100.3%。二是

坚决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示范区托管巴彦木仁苏木，现有

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共 167户 362人，稳定脱贫户 145户 312

人，正常脱贫户 22户 50人，现行标准下无贫困人口。三是

污染防治情况。加强沿黄河农业面源污染防治，集中开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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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排查整治工作，严格农药、化肥的使用管理。严格落

实阿拉善盟第一河湖长调研指示精神，结合河湖长巡河制度，

相关业务部门联合执法 4 次，排查各类隐患 16 个，已全部

完成整改。

（三）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协同推进区域基础设施建设，

完成“双乌”公路、乌兰布和浮桥连接线等道路工程建设。

开展敖伦布拉格至乌斯太石油输送管线设计工作，推动乌磴

一级公路升级工作，乌兰布和至敖伦布拉格公路磴口段已全

线贯通。

（四）突出全域旅游统领作用。编制全域旅游规划。“巴

彦木仁文旅小镇”规划编制工作有序推进，进一步完善渔村

的配套服务设施。建设城市之门游客服务中心并配置停车场

等基础设施，重点吸引乌海及周边地区人群周末休闲度假游。

依托示范区户外徒步旅游品牌，引入驼帮文旅、沙海等多家

户外旅游公司，提高示范区旅游服务质量和保障水平。

（五）沙漠生态综合治理有序推进。大力实施沙漠综合

治理，2019年新增沙漠治理面积 2万亩，累计达到 28万亩；

加大沙漠土壤化研究团队科技研发力度，启动技术研究推广

工作。组织召开以“菌草技术、生态治理、产业发展”为主

题的黄河菌草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和菌草新兴产业发展推进

会，进一步推进黄河流域菌草生态治理和菌草绿色产业发展。

（六）强化预算管理，加强绩效评价。严格落实预算编

制及预算绩效评价工作，增强绩效管理理念，严格建设项目

及政府采购审批程序，切实提升绩效管理工作成效；同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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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评价工作与相关业务管理工作将结合，加强专项资金监

督检查，确保资金高效安全运行，持续推进预算绩效评价工

作。

七、2020年预算草案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落实盟委、行署关于高新区和示范区一体化发展部署

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结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示

范区财力状况，提出 2020年财政预算草案初步编制方案。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

1.收入预计数。2020年预计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目标

任务 1944万元，同比增长 10%，其中：示范区本级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预计完成 1500 万元，同比增长 42.18%，按收入构

成划分：税收收入 1375 万元，占比 91.67%，非税收入 125

万元，占比 8.33%。

2.支出预计数。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计完成 4757

万元，同比下降 72.26%（上年年初预算包括新增债券资金

16000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安排 4697万元。

按照支出类别划分：基本支出 1290万元，占总支出的 27.46%；

项目支出 3407万元，占总支出的 72.54%。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按功能划分，主要支出项目为：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095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23.31%。公共安全支出 149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3.17%。

教育支出 113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2.41%。社会保

障和就业支出 69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1.47%。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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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支出 43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0.92%。节能环保

支出 2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0.43%。城乡社区支出

2248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47.86%。农林水支出 307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6.54%。交通运输支出 10万元，

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0.21%。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41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3%。住房保障支出 29万元，

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0.62%。预备费 30万元，占一般公共

算支出的 0.64%。债务付息支出 230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的 4.9%。其他支出 213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4.53%。

3.结余预计数。2020年，预计可用财力为 4757 万元，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1500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3177

万元；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2872万元，（均衡性转移

支付收入 31万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 38

万元，结算补助收入 2722 万元，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

入 81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305 万元；上年结余 63 万

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7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

计 4697万元，收支相抵后，年终结余 60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预算

1.收入预计数。2020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 18105

万元，其中：本年土地出让金收入 3000 万元；其他地方自

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收入 15000万元；上年结余 105万

元。

2.支出预计数。2020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计 18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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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安排支出 2892 万元，其

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15000万

元，债务付息等支出 213万元。

3.结余预计数。预计政府性基金收支相抵后，年终结余

为零。

（三）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算

2020年，未安排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算。

（四）社会保险基金收支预算

2020年，未安排社会保险基金收支预算。

（五）“三公经费”支出预算

2020 年示范区本级预算编制严格按照党政机关厉行节

约和国务院“约法三章”的要求，从严控制“三公”经费预

算规模，确保示范区“三公”经费支出保持在合理水平。

本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安排）

预算数 25 万元，较上年决算数无增减变动。其中，因公出

国（境）费用未安排预算；公务接待费 10万元,较上年减少

2 万元，下降 16.67%；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15 万元，较

上年增加 4万元，增长 36.36%。

九、2020年的主要工作

2020年示范区地方可用财力增长仍然有限，要牢固树立

“过紧日子”的思想，坚持统筹兼顾、有保有压。同时，继

续加大财源培植力度、加强税收征管、优化调整支出结构、

压缩“三公经费”和一般性支出、争取上级财力性补助等措

施，着力保障“三保”支出和示范区重点项目资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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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强化履职担当。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加强年

初预算保障力度，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系列配套规定，

坚决遏制“四风”问题反弹回潮；扎实推进脱贫攻坚腐败与

作风问题专项治理，“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矿产资源领

域，特别是煤炭资源领域违法违规问题专项整治；深入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工作，安排专项经费保障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二）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事业。

一是坚持教育优先发展，重点抓好巴彦木仁民族学校、

乌兰布和民族幼儿园教育工作，持续强化“名师名校名园”

建设，实行校长“年薪制”，引进中小学重点学科教师，实

施教师轮岗交流，适时开展小学课后延时服务，全面提升教

学质量。着力构建社会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普惠托育服务中

心，全力破解园区托育难题。二是积极推进群众文化建设，

建成投用巴彦木仁体育馆及全民健身体育活动中心，组织民

间艺术团体、体育协会，举办各类文化体育活动，丰富农牧

民群众业余生活。三是强化医疗卫生保障，继续深化医疗卫

生体制改革，统筹高新区、示范区医疗卫生资源，不断完善

硬件保障，覆盖巴彦木仁苏木，有效缓解农牧民就医难问题。

（三）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

一是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坚决守住不发

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底线，严格落实中央“坚定、可控、有

序、适度”要求，厘清示范区及辖区国有企业的债务规模，

准确划分债务类型，采取预算资金安排、土地出让收益、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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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上级专项资金、新增地方政府债券以及审计核减等方式，

确保今年 4.49 亿元债务化解任务全面完成。同时完善防控

监管机制，加大非法集资打击力度，确保政府债务风险和各

类金融风险总体可控。

二是坚决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不断加大扶持力度，确

保脱贫成效得到持续巩固。严格按照扶贫资金使用管理规定，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将到期收回的产业扶贫资金投向高新

区范围内收益更加稳定持久的项目，推动入股分红向资产收

益方向转变。对所辖 6个行政嘎查继续推动实施“一村一品”，

充分发挥本地资源优势，推进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

和市场化建设，帮助农牧民脱贫致富。

三是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落实好示范区环境保护

网格化和河湖长制管理责任，继续深入开展生态环保大排查

大整治活动，加大产业区、黄河沿线、巴彦木仁苏木辖区生

态环保监管力度，结合美丽新乡村建设，重点加强农村环境

整治和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持续保持示范区生态环境优美。

2020年拟投资 0.5亿元开工建设乌兰布和生态新区城镇居民

安全饮水工程和污水处理工程。

（四）坚定不移推动示范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020年是高新区与示范区一体化发展的承上启下之年，

要坚持以创建国家级高新区为统领，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为中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项目建设为抓手，

实现示范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一是全力打造工业反哺生态的示范区，培育示范区经济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3%81%E7%89%8C%E5%8C%96/1099250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3%81%E7%89%8C%E5%8C%96/10992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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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新动力。将高新区的工业经济优势转化示范区高质

量呈生态建设优势。一是在扶持已划转示范区 13 家企业做

大做强的基础上，按照全盟“飞地经济”布局，深化旗区项

目合作，为示范区治理乌兰布和沙漠提高更多的资本支撑。

二是优化产业布局。依托区位优势、功能定位、产业拓展等

特点，大力吸引“高、精、尖”等新能源、高技术和绿色环

保产业，加快培育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三是强化基础设施

保障。做好园区规划和配套完善好水、电、路、网等基础设

施，为入园企业和项目提供优质服务。四是确保园区收益使

用效率。紧紧抓住盟委行署关于园区 5年内不分税的重大利

好政策，主要将利税等收益用于化解债务、改善民生和强化

基础设施建设等重要突出领域，确保物尽其用、财尽其能。

二是继续实施沙产业及配套项目，加大沙漠生态治理力

度。着力扶持和发展一批具有治沙能力、治沙技术和发展前

景的沙产业项目，纳入高新技术企业统筹管理和服务范畴。

总投资 75 亿元，重点实施内蒙古铭洋生态沙产业示范园项

目、春雷乌兰布和沙产业科技园项目、浩川生态沙产业示范

园项目等 8个项目，提升科技治沙能力，提高沙漠生态综合

治理效果。

三是完善“旅游+”发展模式，大力推动全域生态旅游。

立足黄河几字湾，依托乌兰布和沙水相依的资源优势，争取

纳入自治区沿黄生态旅游规划，以“旅游+生态+健康”为抓

手，大力发展全域生态旅游产业。重点实施好国际沙雕展览、

金沙堡地生态旅游区、乐源生态沙产业园等项目，打造集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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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验、主题沙雕、极限运动、生态观光田园综合体等功能

为一体的国际沙漠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

四是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推进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一是创新黄河治理办法。积极协助编制

单位完成《黄河水域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工作，落实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加强黄河水域岸线管控，统筹岸线资源

有效保护。二是强化河滩地管理。持续开展河滩地种植户清

退工作，积极开展“退耕还湿”工作。三是继续开展黄河“清

四乱”专项整治行动。巩固黄河治理成果，继续加强沿黄“四

乱”问题的排查整治。四是加强水资源管理。根据已批复的

示范区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合理配置水资源，争取科泊尔分

滞洪区工程早日获批实施。

（五）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升财政管理效能。

一是严格财政预算管理，管好用好财政资金。严格执行

预决算公开相关规定，实现政府预决算和部门预决算公开的

全面化、规范化。落实自治区、盟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改革任务，合理界定支出责任。强化预算执行约束力，加快

资金支付进度，确保重点民生领域资金需求。二是深入推进

各项税制改革，深化部门预算、非税收入、政府采购、国有

资产管理等各项改革，提高财政科学化管理水平。加大税收

征管力度，支持税务及非税收入执收部门依法依规组织收入，

确保应收尽收，提高财政收入质量。三是加大跑上力度，积

极争取上级专项资金、严格落实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申报工作，

不断壮大地方财力。同时加大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力度。四是



13

探索建立绩效评价结果运用机制，推行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

安排相结合，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加大财政投资评审力

度，有效节约财政资金。五是推进财政法制建设。进一步健

全依法行政工作机制，完善依法理财运行体系，加强内控制

度建设，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依法理财水平。

新的一年，奋斗是最鲜明的底色，实干是最嘹亮的号角，

团结是最强大的力量。示范区在盟委、行署的坚强领导下，

团结奋斗、埋头苦干、锐意进取，确保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圆

满完成，以优异成绩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