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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改革先锋风采

《内蒙古日报》消息 近
日，庄严肃穆的会场内党
徽闪烁，在雄壮的国歌声
中，呼和浩特市非公有制
经济组织委员会在全区范
围内率先成立，随即召开
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选
举产生了呼和浩特市非公
经济组织第一届委员会委
员、书记、副书记。这是呼
和浩特市非公有制经济组
织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又
一新动作和新尝试。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
和社会组织发展到哪里，
党的组织就要建到哪里，
党的工作就跟进到哪里。
我们把扩大党的组织覆盖
和党的工作覆盖‘两个覆
盖’作为非公党建的前提
基础，精准研判、综合施
策。”呼和浩特市委组织部
部务委员张晓明说。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
把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
会组织党建工作纳入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统筹谋划，
把贡献了80%以上就业岗
位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
社会组织凝聚在党的旗帜
下，成为打造更具活力、更
为美丽、更加和谐首府不
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非公党建要开展得
好，首先是要建立一个能
抓得住、管得好的组织领
导机构，从根本上破解体
制性问题。经过充分调研，
2016年9月，呼和浩特市委
便成立了市非公有制经济
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工委，
出台《呼和浩特市非公有
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
工委工作规则》，在市委组
织部、工商联、工商局、民
政局分别设立党工委办公
室、非公企业党建办公室、
个私经济组织党建办公
室、社会组织党建办公室，
并建立由统战、工商联、民
政、工商等22个部门参与
的联席会议制度。9个旗县

区参照市里的做法成立相
应非公党建组织领导和工
作机构，各开发区、工业园
区均成立了企业党委或综
合党委并配备专职工作人
员99名。通过理顺机制，形
成了市委统一领导、组织
部门牵头抓总、党工委具
体负责、相关部门协作配
合权责明晰、齐抓共管的
工作格局，为全市非公党
建提供了坚强有力的组织
领导保证。

随后，该市制定《关于
全市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
组织“两个覆盖”专项集中
推进的方案》，签订责任
状，按照“人要到户、情况
摸准、不留死角”的要求，
抽调2300多名工作人员，
成立886个调查组，严格按
照法人单位和实体化运营
两个条件，对全市非公有
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进
行“地毯式”排查，对其总
量、发展情况、业主身份、

党组织设置和党员情况做
到“五个清楚”。

按照“有利于党组织
成长发展、党员教育管理、
党的工作有效开展”原则，
根据行业特点、规模大小、
地域分布，采取单独组建、
挂靠组建、行业联建、

“1+N”龙头带建等灵活方
式，做到党组织应建尽建。
对没有党员的非公有制经
济组织和社会组织，选派
党建工作“双指导员”。按
照“一对一、一对多”原则，
从街道选派属地指导员，
从行业管理角度选派行业
指导员。推行“责任制+清
单制+项目制+督导制”，
2094名党建指导员带着工
作规程、操作手册上门手
把手指导党建工作。

此外，32名市级党员
领导干部、212名县处级党
员领导干部建立了438个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
组织党建工作联系点，指
导开展党的工作，帮助解
决发展难题。同时，按照“党
建带群建、党群共建促发
展”的思路，通过“工建铺
路、团建搭桥、妇建跟进、党
建通车”模式，在非公有制
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建立
群团组织765个，形成党工
青妇相互支撑、同步推进的
党建工作新格局。

按照“一企一策一特
色一品牌”的思路，选择非
公党建工作基础好、企业
主支持的非公企业党组
织，成功推选自治区级党
建示范点3个，同时积极打

造市级非公党建示范点16
个，创建“双强六好”非公
企业党组织139个，“六个
好”社会组织党组织54个，
较好地发挥了品牌示范带
动效应和典型标杆作用。还
投入700多万元，建设园区
综合性党群服务中心10个；
依托街道社区，建立了5个
社会组织党群活动服务中
心，辐射服务1077个非公企
业和150个社会组织。

目前，全市5221家非
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已有
2141家建立党组织，覆盖
率41%；1327家社会组织中
已有603家建立党组织，覆
盖率45.44%；党在非公有
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
的工作覆盖率达到100%。

（郑学良）

在湖南省湘东山区的
茶陵县，虽然抗日战争已
结束70余年，但英烈邓永
耀依然被当地人民深切缅
怀。

邓永耀，又名邓永辉，
1912年1月出生于茶陵县
腰陂镇大冲村（今腰潞镇
珍武村）。家庭生活贫苦，
后父母因病去世，他很小
就成为孤儿。

1927年“马日事变”
后，邓永耀在共产党员邓
有禹的启迪下，开始从事
革命活动。1928年加入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

年，在共青团茶陵县代表
大会上，当选为秘书长。
后任茶陵县苏维埃政府
总务处长。1933年参加红
军。曾任军团政治部文
书、总务处处长、军团宣
传队队长、军政治部宣传
部长等职。

1934年8月，邓永耀随
红六军团西征。1936年7
月，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
面军在甘孜会合，他随萧
克调到红四方面军工作，
任师政治部主任。在长征
中，邓永耀注重在部队及
群众中宣传鼓动，注重社
会调查，注重扩大新兵，

对敌斗争坚决勇敢。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

后，邓永耀调任八路军第
129师骑兵团政治委员，
率部转战冀南一带，为开
辟冀南抗日根据地做出
重要贡献。在刚进入冀南
的战斗中，他带领400名
新兵，击退了由40多辆汽
车运载的日寇，从此以骁
勇善战著称。后调任冀南
第5支队政治委员，率部
转战于武邑、阜城、枣强
一带，粉碎了日、伪军多
次“扫荡”。

1939年初，邓永耀调
任第129师东进纵队政治

部主任。3月3日晨，率部在
武邑东南徐村与日军遭
遇，他命令一部分战士掩
护群众转移，一部分战士
撤向邓庄村南设伏，自己
带领30多名战士担负阻击
任务。

在激战中，邓永耀打
退了敌人的第一次冲锋，
正准备向伏击地段转移
时，不幸头部和腿部中弹
昏倒在地。他在片刻的苏
醒过程中，敦促战士赶快
将敌人引入伏击圈，并举

枪向敌人射击。最终，因
流血过多牺牲，时年27
岁。

邓永耀牺牲后，《新
华日报》（华北版）于1939
年4月11日刊载了《纪念
邓永耀同志》一文，对他
的抗日功绩给予了高度
评价。武邑县军政民各界
在他墓前立碑记述：“邓
公永耀先生，江南有志之
士也……领导东纵驻军
来武，以身作则，英勇杀
敌先后数十役……武邑

群众相见最切，相感最
深。”

在邓永耀家乡茶陵
县，他的英勇事迹被广泛
宣传。1949年后，茶陵人民
继承革命先烈遗志，发扬
战争年代拼死向前的革
命精神，投入创造美好生
活的建设大潮之中，将一
个偏僻边远的贫困县建
设成了交通便捷、产业兴
旺的湘赣边界中心县，并
于2018年6月实现脱贫摘
帽。 （据新华社报道）

呼和浩特市：拓展“两个覆盖”有实招

“中国民营企业必须
调整结构，依靠自主创新，
增强企业竞争力，提升品牌
价值。结构性改革一定要和
改革开放连在一起，这样的
经济才能够上新路。”

“中国经济进一步发
展，不能再只是从前那样
单纯引进来机器设备了，
更重要的是进行制度创
新、技术创新、品牌创新，
这些都涉及企业结构性改
革的问题。中国民营企业
必须调整结构，依靠自主

创新，增强企业竞争力，提
升品牌价值。结构性改革
一定要和改革开放连在一
起，这样的经济才能够上
新路。”在近日举行的第二
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
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
院名誉院长厉以宁说。

88岁的厉以宁仍然每
年坚持到基层调研，始终
关注民营企业发展、产权
改革等，为中国经济发展
建言献策。

“经济学界泰斗”“股份

制改革第一人”“经济体制
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厉
以宁是中国经济改革制度
设计的建言人和参与者。
1986年，厉以宁在北京大学

“五四”科学讨论会上提出
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不
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
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
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
当时围绕着股份制是姓

“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学术界出现了激烈的争论，
厉以宁不畏压力，继续积极

推动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
革。他还主持起草证券法和
证券投资基金法，为中国资
本市场建设和国有企业改
革做出重要贡献。

厉以宁一直关注非公
经济、民营企业的发展，提
出应大力鼓励支持引导非
公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
健康发展，发挥其在国民
经济中的重要作用。2005

年，国务院出台关于鼓励、
支持和引导非公经济发展
的若干意见，厉以宁就是
这份文件的最初倡议者和
主要推动者。随后“非公经
济新36条”出台，对我国经
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农村发展问题始终萦
绕在厉以宁的心头。“当前
我们对‘三农’问题高度重
视，这与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密切相关。”厉以宁说，
农民最关心的是土地确权
问题，只有保持土地承包
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农
民才能安心。而尊重土地
的经营权，保护经营者的
利益，才能更好地发挥其
积极性。农村土地制度改
革的目标，就是要让农民
的承包权稳下来，经营权
活起来。（据《人民日报》）

深入调研 为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身先士卒抗日寇———邓永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