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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吉格阿妈是锡林浩

特市宝力根苏木牧民。“习

近平总书记来玛吉格老人

家看望老人时， 问的都是

家常事儿：‘看病、 购物方

便不方便？’‘家里养了多

少只羊、 多少匹马？’‘收

入怎么样？’” 时任宝力根

苏木党委书记的哈斯巴特

尔作为总书记的“临时”翻

译， 回想起当时的情形记

忆犹新。

如今， 玛吉格阿妈住

进了爱祺乐牧民养老园

区，老人们起居有人照料，

看病有医保报销。平日里，

大家围坐在明亮舒适的

“幸福大院” 里， 唱唱歌、

打打牌、做做手工、拉拉家

常，安度幸福晚年。

要让广大农牧民过上

好日子， 归根结底还要靠

发展。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

会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从

加快农牧业现代化进程入

手， 为我区今后一段时间

农牧业发展、 农村牧区繁

荣、 农牧民富裕提供了重

要遵循———

完善农企利益联结机

制， 发展壮大农牧业龙头

企业、专业合作社、专业大

户、家庭农牧场、农牧业园

区等新型经营主体；

发展绿色农牧业、节

水农牧业、效益农牧业，加

强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体系建设， 打造优质绿色

农畜产品品牌；

推进农牧业与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 加快实现

农牧业大区向农牧业强区

转变……

有部署，就有行动。在

呼和浩特， 托克托县双河

镇大羊场村党支部书记

赫开旺这几天忙得根本

顾不上着家。“我是自治

区第十次党代会代表。党

代会报告里指出，要发展

绿色农牧业， 从那时起，

我就开始思谋，我们村该

如何发展才能让乡亲过上

好日子。”

一回来， 赫开旺就把

落实党代会精神变成行

动。 他把党代会上的材料

全部带进村委会会议室，

先是自己给乡亲们讲认

识，再请专家来指路子，然

后带着大家看市场， 最后

让大家拿主意。增收法子、

增效路子就是在大家反复

的学习商议和市场考察中

确定了。

“大家一致同意在村

里建一个150亩的北方精

品苗木苗圃。这不，土地平

整已经开始啦，等开了春，

我们的苗圃就能开始引苗

种苗。”指着村头远处空地

上忙碌的身影， 赫开旺难

掩心底的喜悦。

在通辽市开鲁县东风

镇六合堂村， 王继龙去年

种红辣椒50亩， 收入10余

万元。 他说：“只要选准方

向，科学种植，种田照样挣

钱。”

在锡林郭勒盟阿巴嘎

旗吉尔嘎朗图苏木巴雅尔

图嘎查， 牧民塔林托亚完

成了从传统养羊大户到减

羊增牛的转变， 出栏60多

头牛犊的收入就有 27万

元。

在巴彦淖尔市临河

区，通过釆取“农户联建”

“农企联建”和“企业承建、

农民承租”等多种模式，推

进设施农业连片化、 规模

化、园区化发展。仅去年就

建成干召浩彤、城关金榕、

八一联丰、乌兰图克中泰4

个集中连片设施农业示范

园区。

从点到面，从乡镇苏
木到城镇社区，内蒙古做
好民生基础工作，从一件
件“小事”“难事”做起，汇
聚成一股股暖流，流淌进
群众心窝里

“习总书记来家时，我

们的‘板夹泥’房只有38平

方米。现在，咱住上了新楼

房！”阿尔山林区退休职工

郭永财和老伴儿冯秀华说

起家里的变化喜不自禁，

“希望总书记有机会再来

大兴安岭，再到我家做客，

看看我家的新生活、 新变

化，看看林区的新环境、新

气象。”

“只要还有一家一户

乃至一个人没有解决基本

生活问题， 我们都不能安

之若素； 只要群众对幸福

生活的憧憬还没有变成现

实， 我们都要毫不懈怠团

结带领群众一起奋斗。”总

书记考察内蒙古时的嘱托

言犹在耳。

让群众基本生活有保

障， 内蒙古使命担当，从

“保”上见行动。

翻开自治区第十次党

代会报告，“大力推进住房

保障工作， 扎实开展棚户

区改造， 将进城落户农牧

民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

系， 帮助住房困难家庭逐

步实现安居梦” 的目标清

晰可见。

刚刚过去的2016年，

我区城市棚户区改造开工

23.3万套， 农村牧区危房

改造完成32.5万户， 均超

额完成全年任务。此前，包

头市北梁棚户区完成470

万平方米房屋征拆任务的

实践， 形成了“敢啃硬骨

头”的北梁棚改精神，为全

国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

可推广的棚改成功经验。

未来5年，内蒙古将实

施全民参保计划， 完善养

老保险参保缴费和转移接

续政策， 整合城乡居民医

保政策和经办机制， 稳步

提高保障待遇水平。

未来5年，内蒙古将完

善城乡社会救助、 法律援

助体系， 加强对城乡困难

群体的生活保障， 统筹推

进扶老、助残、救孤、优抚

等福利事业发展， 使所有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都得到

保障。

未来5年，内蒙古将通

过健全完善以社会保险为

主体、社会救助为托底、社

会福利为补充的多层次保

障体系， 把民生保障安全

网织得更密更牢。

“要切实解决好困难

家庭孩子上学问题， 决不

能让困难家庭孩子输在起

跑线上。”习近平总书记的

叮嘱牢记心间，时不我待，

让孩子“学有所教 ”，从

“优”上下功夫。

去年， 我区提前一年

完成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

行动计划，34个旗县通过

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验

收，职业教育改革、高等教

育“双一流” 建设步伐加

快，《民族教育条例》 颁布

施行。

对“着力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自治区第十次

党代会报告举措明确：“要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提高教育质量， 促进教育

公平，扩大教育开放，构建

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格

局。”

让群众“病有所医”，

内蒙古斩钉截铁，从“全”

上补差距。

“我是自治区第十次

党代会的代表。党代会让

我跳出专业领域，对健康

内蒙古有了更多思考 。”

在党代会上，潘小平就开

始把自己的心得体会写

到自己手中的党代会报

告上。

圈圈点点， 笔迹颜色

各不相同， 是他不同时期

的认识和思考。“从党代会

回来， 我一直把这份党代

会报告带在身边， 有了新

想法、 新认识就赶紧记上

去。”

报告上，“抓好重大疾

病防控， 重视重点人群健

康， 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

式， 营造绿色安全健康环

境……” 潘小平在这儿用

黑笔画了重点， 用蓝笔批

注着“2015年，乌海市一次

疾病普查结果显示， 心脑

血管疾病、 恶性肿瘤排在

死因的前两位”。他又用红

笔醒目地写下“对严重危

害人民生命健康的传染

病、 地方病和慢性非传染

病，绝不可掉以轻心”。

针对“优化基本医疗

和公共卫生服务， 强化医

疗卫生三级网络建设”和

“重点推进分级诊疗、现代

医院管理、全民医保、药品

供应保障、 综合监管制度

改革”的表述，潘小平一边

标注一边思考。

“全面提高人民健康

水平。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

有全面小康。”这是自治区

党委“始终把人民放在心

中最高位置”的明确表达。

从上到下，从因户施
策到量身定制，内蒙古为
脱贫攻坚这个头号民生工
程信心满满地列出了时间
表，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
措迅速推进

“努力为各族群众提

高就业创业能力创造条

件” 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内

蒙古“打好扶贫开发攻坚

战”作出的重要指示。

如何才能为各族群众

提高就业创业能力创造条

件， 特别是为贫困家庭学

生创造条件？ 兴安职业技

术学院的高爱军老师，把

这份对总书记嘱托的思考

带上了自治区第十次党代

会。

兴安盟是我区精准扶

贫、 精准脱贫的主战场之

一。为了助力全盟的农牧

民早日脱贫致富，高爱军

所在的兴安职业技术学

院一直在做积极尝试 。

“党代会报告提出的‘建

立覆盖城乡全体劳动者

的技能培训制度’给了我

深深的启发。用职业教育

助力脱贫攻坚 ， 职教一

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

这种职业教育扶贫新模

式一定会在精准扶贫中

大有作为。”

高爱军把党代会精神

带回了学院。“大家觉得，

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就

是要主动服务大局。 学院

将职业教育与脱贫攻坚深

度融合， 根据产业发展方

向，调整设置专业方向。”

现在， 兴安职业技术

学院完成了对全盟建档立

卡贫困户的走访， 动员适

龄学生来学院学一技之

长， 部分专业还优先招录

贫困家庭学生。截至目前，

自治区扶贫办、 扶贫基金

会和兴安盟盟委行署已经

在兴安职业技术学院举办

150余期培训班，培训农牧

民1.8万多人次。

对待就业这个“民生

之本”，这样的务实之举只

是我区编织就业创业社会

体系的一个“纳米”节点。

内蒙古的努力从未停歇，

这种努力，从今年的《政府

工作报告》 就可见一斑。

2016年， 城镇新增就业

26.8万人， 农牧民转移就

业257万人。

这样的喜人态势如何

延续？

“实现经济发展与就

业增长良性互动 ”“努力

使人人都有干事创业、实

现梦想的机会”“形成合

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努力缩小城乡居民收入

差距”……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

报告， 用平实的话语和务

实的举措作出回答， 为全

区上下带来万众同心、干

事创业的坚定信心。

在赤峰市阿鲁科尔沁

旗天山口镇新风村9组，56

岁的村民崔秀华早早就把

家里过节用的一切收拾妥

当。“我是3级残疾，平时干

不了重活， 家里唯一的自

主经济来源就是在自家3

亩地的院子里种些菜，拿

到集市上去卖， 一年下来

最多收入两三千块钱。”

现在不同了， 崔秀华

算起收入账心里乐滋滋

的：“去年夏天， 咱园子里

的菜上了‘网’，一下子就

卖了近1万元。”崔秀华所

说的“网”是去年阿鲁科

尔沁旗试点的电商精准

扶贫项目，旗职教中心的

老师帮着崔秀华在电商

平台上开了个网店。因为

她自产自销的蔬菜不上

化肥，所以一上平台她就

被旗里的一家宾馆选为

新鲜蔬菜供应商。双方通

过电话沟通信息，宾馆上

门取货， 崔秀华家园子里

的菜比往年多卖了两倍的

钱还多。

2016年10月， 李纪恒

书记在赤峰调研时， 听说

赤峰隆兴蔬菜产销农民专

业合作社发挥带动作用，

使30户贫困户实现脱贫致

富后非常高兴。他说，各级

党委、 政府要坚持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帮

到点子上、扶到根子上，支

持新型经营主体向贫困户

提供全产业链服务， 帮助

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奔小

康。

崔秀华就是这新型经

营主体扶贫的直接受益

者。 她盼着今年自己的菜

种好卖好。崔秀华的期盼，

正是内蒙古80多万贫困人

口的期盼。 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一个都不能少、一户

也不能落。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这是头号民生工程，是

沉甸甸的责任。”针对这个

头号民生工程， 自治区第

十次党代会报告指出———

深入实施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创新

扶贫体制机制，落实“六

个精准 ”“五个一批 ”和

“三到村三到户”要求，深

化京蒙扶贫协作，加大对

口帮扶、 定点帮扶力度，

因户因人施策， 提高脱贫

成效。

大力推进特色优势产

业、 基础设施网络和基本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推动

贫困地区尽快步入自主发

展轨道。

严格实行脱贫工作责

任制和贫困退出机制，用

好考核“指挥棒”，兑现脱

贫“军令状”，层层压实责

任、传导压力，确保如期实

现脱贫摘帽目标。

看准了的事情义无反

顾， 定下来的事情一抓到

底。 一幅内蒙古民生建设

的宏伟蓝图清晰展现———

“人民生活水平实现

新提高。 脱贫攻坚任务圆

满完成，收入差距缩小，中

等收入人口比重上升，覆

盖城乡、 趋于均等的公共

服务体系更加健全， 城乡

居民收入和基本公共服务

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据《内蒙古日报》）

用行动提升百姓幸福指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