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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印：心中装着百姓，再大的阻力也能变为动力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皇甫美鲜

在城市棚户区拆迁
改造中难免有上访的，然
而在乌兰察布市察右前
旗这个边远旗县，竟然连
续4年没有上访的。

“4年拆迁了 4900 多
户，即便有上访的，那也
是要求拆迁的”，该旗拆
迁办主任贾耀自豪地说，

“这主要得益于杨书记的
3个95%工作法。”

今 年 52 岁 的 杨 印 ，
1.78米的个头，别看像个
书生，可干工作敢担当。
自1983年参加工作以来，
他一直在城建部门工作，
2011年11月调任察右前
旗旗长，2015年9月转任
察右前旗旗委书记。

“棚户区改造是最大
的民生问题，3个95%工作
法，说白了就是通过干部
们艰辛的入户工作、切实
解决问题，换来居民的由

‘让我拆’向‘我要拆’转
变。多年来，我最大的体
会就是，只要心中装着老
百姓，思路对、敢担当，再

大 的 阻 力 也 会 变 为 动
力！”杨印不仅这样说，更
是把这种“敢担当”贯穿
到整个工作中。

察右前旗作为国贫
旗，曾经是一方水土养不
了一方人，历年来外出人
口高达10多万人。如何尽
快脱贫致富？杨印带领一
班人重新审视旗情、确立
发展定位，全面贯彻中
央、自治区方针政策和决
策部署，牢牢抓住发展这
个第一要务，把发展与脱
贫攻坚相结合，提出统筹
推进全旗经济社会全面
发展的思路和意见，从而
使全旗经济社会迅猛发
展。2017年底，全旗主要
经济指标稳居乌兰察布
市前列，固定资产投资总
额位居全市第一。

“这几年，我们通过
招商引资，调结构，促进
高质量发展和解决就业。
如农业坚持走生态路、打
绿色牌、做特色文章，全
旗水浇地达25万亩，蔬菜

种植突破10万亩，其中设
施蔬菜达2万亩，让农民
们年年增加收入，培育引
进的优势企业起到了强
大的带动作用。如瑞田合
作社是全市大型机械连
片耕作的代表，‘蒙福缘’
建立了从田间到客户的
农产品直销渠道；‘朋诚
养殖’全区第一家引进英
国种猪；工业上规模化引
进的森诺木材产业园区，
一下子引进16家企业，直
接解决了农民在家门口
打工的问题。”杨印书记
高兴地说，“今年已签约
项目21个，协议投资额为
87亿多元，在谈项目25
个，都要落地了，这对乌
兰察布市的发展都有极
大地促进。”

面对艰巨的脱贫攻
坚任务，近两年来，杨印
每年有一半以上时间下
乡调研，他走遍了全旗
120个行政村和85%的自
然村，77个贫困村中有的
去过20多趟。2017年国庆

假期，针对中央、自治区、
乌兰察布市督察、检查反
馈的识别不精准、程序不
规范问题，他用6天时间
走了4个行政村，召开了
两场村民代表座谈会，深
入了解扶贫对象精准识
别问题，最终促成旗委统
一认识，形成“四次会议”

“三张表”精准识别程序，
做实精准识别工作，确保
一户不落。为让所有贫困
家庭都有持续稳定的增
收渠道，又把引进培育龙
头企业、发展壮大集体经
济作为补齐农村产业短
板的有效途径，引进农牧
业龙头企业22家，大力推
进村集体经济“清零递
增”行动，年内120个行政
村集体经济项目全部实
施，65%以上的收入达到5
万元以上。

投资8亿元的内蒙古
薯都凯达食品有限公司
是该旗2016年引进北京
的一家企业，主要加工
薯条、薯片等薯类制品，

该 企 业 实 现 了 当 年 签
约、当年建设、当年投产
并一直赢利的业绩，目
前是乌兰察布市最大的
马铃薯深加工基地，该
企业与428户贫困户建立
了利益联结关系。该公
司项目经理张杨感慨地
说：“杨书记每个星期准
来一趟，询问有什么需
要解决的困难。企业能
发展这么快，离不开市、
旗两级党委政府‘保姆
式’的服务。”

家住平地泉镇、今年
31岁的贫困户杨利军说：

“我父亲得了重病、母亲
没有劳动能力，我回来照
顾二老。得知凯达公司为
贫困户预留就业岗位时，
我便来应聘班长了，企业
还安排我去北京学习了4
次。现在每个月能挣5000
多元，足够负担家里的开
销了。”他还喜滋滋地告

诉记者：“最近我竞聘车
间副主任了，正等结果
呢！”

“察右前旗要发展，
更要绿色发展！”杨印作
为“班长”深知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为此，该
旗始终以绿色发展为理
念，提前谋划布局。拿黄
旗海来讲，为恢复昔日水
草丰美的景象，在他直接
领导推动下，黄旗海湿地
保护及生态建设世行贷
款项目成为自治区首家
被国务院批准纳入世行
备选项目规划的生态恢
复治理项目。

一分耕耘，一分收
获。当得知自己被评为全
区党员干部先进典型时，
杨印谦虚地说：“这是集
体的荣誉，更是一种激
励！它激励我们更要努力
地为地区发展、为人民幸
福竭尽全力！”

新时代 新担当 新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