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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牢民生底线 触摸幸福温度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霍晓庆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爱国情 奋斗者

上个月，李海庆一家
又收到了第二季度的低保
金。生病一年来，他们已经
收到了多笔来自民政部门
的救助资金。

李海庆是赤峰市巴林
左旗富河镇人，2018年4月，
年仅27岁的他被确诊为急
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为了治
病，家里花得山穷水尽。旗
民政部门得知情况后，为他
们一家申请了低保，每个季
度3375元低保金定期发到
一卡通上。当地还先后两次
为他们发放临时救助资金
共6000元，去年年底还给予
医疗救助资金15万多元。

“我们能做的就是在生
活上尽力帮助他们，给他们
安慰和希望。今年还要为他
们一家申请急难救助，如果
申请通过，最高可一次性救
助10万元。”巴林左旗民政
局救助中心主任张家俊说。

“兜牢民生底线，让困

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及
时。”庄重承诺的背后，是逐
渐完备的社会救助制度和

“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
伴随着《关于进一步

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
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内
蒙古自治区社会救助办
法》《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
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开展重
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意
见的通知》《内蒙古自治区
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
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的
出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医疗救助、教育救
助、临时救助、特困人员救
助供养等一系列社会救助
制度不断施行和完善。

作为兜底性的制度安
排，社会救助从1997年只
有低保制度到形成8+1社
会救助体系，从单一的救

助变成合力救助，救助对
象从城乡低保对象、特困
人员覆盖到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低收入家庭、支出型
贫困家庭等困难群体，困
难群众安全保障网越兜越
牢，越兜越实，人民的幸福
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这样的幸福感、安全
感，来源于强大的资金支
持。从1997年低保制度建
立的20多年间，自治区本
级财政共安排下拨社会救
助补助资金120.14亿元，其
中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105.57亿元，医疗救助补助
资金4.88亿元，社会救助工
作经费等其他专项经费共
计9.69亿元。

2018年，全区城乡低保
保障标准增幅均高于全区
GDP增幅和城乡居民收入
增幅，实现了自2010年以来
8连涨。城乡低保保障标准
均位居全国第8位。

同时，城市低保由1997
年的0.33万人增加至2018
年的41.27万人，农村牧区
低保由2006年的42.8万人
增加至2018年的121.41万
人，特困供养由2016年的
8.63万人增加至2018年的
9.53万人，城乡医疗救助达
到201.79万人次，临时救助
达到30.46万人次。不落下
一个贫困家庭，不丢下一个
困难群众，社会救助实现了
应保尽保、应救尽救。

为加强社会救助规范
管理，让有限的资金用到真
正需要的人身上，我区建立
了低保对象认定标准体系，
以盟市为单位初步实现了
收入核算一把尺子、救助认
定一套程序，程序严谨、公

开透明、民主公正的认定标
准化流程。2013年，自治区
全面开展家庭经济状况核
对工作，建立了统一的家庭
经济状况核对软件平台。

细微之处见真情，我区
还出台了一系列解民忧、暖
民心的机制措施：建立“一
门受理、协同办理”机制，在
所有苏木乡镇和街道办事
处依托政府办事大厅建立
受理社会救助申请窗口
1010个，确保困难群众“求
助有门、受助及时”；建立

“救急难”工作机制，全区所
有旗县（市、区）通过社区网
格化管理、民生服务热线等
及时了解掌握辖区内居民
遭遇到的临时性、突发性生
活困难，主动开展急难救

助，做到早发现、早救助、早
干预；建立医疗救助“一站
式”即时结算机制，全区647
家定点医疗机构直接为救
助对象办理医疗保险补偿
与医疗救助同步结算，救助
对象只需缴纳个人自付费
用，极大地方便了困难群众
就医结算……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头
号民生工程。目前，全区各
级民政部门正全力聚焦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最紧迫、最
直接、最现实的兜底保障需
求，确保将所有完全或部分
丧失劳动能力的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纳入低保范围，到
2020年，将稳定实现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
穿、基本医疗有保障。

刘丽芬是内蒙古蒙西
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化验室
主任，25年来，她和同事们用
青春和汗水浇筑出蒙西水
泥这个“内蒙古自治区主席
质量奖”品牌。2015年，刘丽
芬放弃了作为全国劳动模
范去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
表彰的机会，为了热爱的事
业，当工作与荣誉冲突时，她
选择了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她能这样做，缘于她精
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也源于
她骨子里的责任担当。

1994年，刚从水泥专业
毕业的刘丽芬被分配到专

业不对口的陶瓷厂工作，志
在水泥行业的她，竟然放弃
这份环境舒适清闲的工作，
辗转来到当时偏僻荒凉且
初创的蒙西水泥厂。软磨硬
泡后领导留下了她，从此，
她暗下决心：“蒙西的起点
就是我的起点，一定要做无
悔的事业。”

她的拼劲在蒙西水泥
公司人尽皆知。企业初创，
派她和其他职工去大同水
泥厂学习技术。但在那里，
他们这些徒弟只被允许看，
不让实操，根本学不到技
术。这可把刘丽芬急坏了，

于是，她申请上夜班，因为
她发现夜班管得松，可以上
手操作。5个月下来，她掌握
了水泥化验真功夫。

为了精通技术，刘丽芬
在蒙西水泥公司化验室的
每个岗位都干过，当技术员
期间，为了熟悉每个关键
点，她8小时都盯在生产现
场，由于负压较大，每次现
场取完料，她都变成了谁也
认不出的“水泥人”。为了验
证出库配比的准确性，要爬
到25米高料塔上测量空尺。
为了确保出厂水泥质量稳
定性，每天12点以后下达完

所有品种水泥出库通知单
她才睡觉。当时，很多男同
事都说，这个姑娘坚持不了
多久就会离开这个岗位。但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她不仅
坚持下来，而且对内对外的
沟通、协调井然有序，得到
了领导一致好评。

凭着这股子拼劲儿和
钻劲儿，刘丽芬自学了大
量的书籍、资料，在她任物
理组组长期间，通过严格
的技术管理，使公司在与

国家质检机构对比检验
中，连续多年对标及抽查
合格率达到100%。

为了响应国家节能降
耗号召，刘丽芬研发了机场
跑道专用水泥，完成了高钙
粉煤灰、铬渣作为矿化剂生
产熟料的基础性试验，成功
利用硅废石、铁矿石粉末2
种工业废渣替代2种原料生
产熟料，直接降低了水泥的
生产成本，并取得了2项专
利。2015年，她还利用火电

厂排放的高硫粉煤灰生产
道路基层专用水泥，既降低
了生产成本，又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效益。2018年4月，她
荣获了自治区“北疆工匠”
荣誉称号。

2018年3月，刘丽芬用
不懈的拼搏赢得了再次走
进人民大会堂的机会，她
作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的代表与全国各地
的代表共商国是，终于圆
了自己的梦。

位于河北邯郸的晋冀
鲁豫烈士陵园内，苍松翠
柏，庄严肃穆，抗日骁将肖
永智烈士长眠于此。同时，
在山东聊城的鲁西北革命
烈士陵园以及英雄的家乡
河南新县，每到清明时节，
肖永智的英勇事迹就会被
再次传扬。

肖永智，1916年生，河
南新县人。1927年参加儿
童团，1931年参加中国工
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肖永智曾
任红4军第10师少共团委
书记、红31军政治部宣传
队队长、第91师政治部宣
传科科长、91师政治部主
任等职，参加了鄂豫皖苏
区反“围剿”、川陕苏区反

“围攻”和长征。
1932年6月，肖永智带

领20多名战士，经过1个多
小时的激烈战斗，将偷袭箭
厂河的一个营的敌人歼灭，
创造了速战速决、以少胜多
的模范战例。同年，在鄂豫

皖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
他率领百余名指战员伪装
主力，吸引牵制了敌人一个
师的进攻，掩护了鄂豫皖中
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
及红军主力2万余人安全转
移。由于他机智勇敢，屡建
战功，多次受到鄂豫皖苏区
创建人吴焕先的称赞。到达
陕北后，肖永智被派到中央
党校学习。

全国抗战爆发后，肖永
智任八路军第129师386旅
772团政治处副主任、政治

委员，先后参加长生口、神
头岭、响堂铺战斗和晋东南
反“九路围攻”。1939年，肖
永智任第129师先遣纵队政
治委员，率部在鲁西北地区
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1940年，肖永智任第
129师新编第8旅政治委员，
参加了百团大战和冀南地
区反“扫荡”作战。1943年7
月，肖永智任冀南军区第7

军分区政治委员兼中共地
委书记。他经常深入前线，
开展战场政治工作，并参与
作战指挥，锻炼成为八路军
的一员骁将。

1944年，肖永智率部
抗战时，在山东清平县陈
官营（今属山东临清市）遭
日军突袭，突围时英勇牺
牲，年仅28岁。

2014年，民政部公布

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
烈和英雄群体名录，肖永
智名列其中。每年清明时
分，肖永智的继子肖良发
和家人会到烈士陵园，一
起为肖永智烈士扫墓。“作
为英雄的后人，我们会继
承革命意志，发扬优良传
统，比如参军这样的传统，
在我们家传承得很好。”肖
良发说。（据新华社报道）

有勇有谋的抗日骁将———肖永智

她用拼劲儿和钻劲儿成就无悔的事业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于海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