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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嘱托再出发

（上接1版）
截至2016年11月

底，全区棚户区改造23.3万

套， 货币化安置17.5万套，

安置比例达75%，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

“减免50%契税， 贷款

利率打9折， 还款按季度。”

武川县农民王二锁沾了新

政的光， 在呼和浩特买了

房。2016年，内蒙古有8.6万

农牧民，像王二锁一样欢天

喜地进了城。

一位诗人曾经说过：

“人生至关重要的事是有远

大的目标和达到这个目标

的雄心壮志。”

站在新起点，眼前出现

的是新的图景， 未来5年的

经济转型升级目标不断激

励着人们砥砺前行———

“构建多元发展、 多极

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一核

多中心、一带多轴线的新型

城镇体系，富有特色、具有

优势的区域创新体系，适应

发展、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

网络体系， 形成优势突出、

结构合理、创新驱动、区域

协调、城乡一体的发展新格

局。”

2016年，全区实现生产

总值18632.6亿元， 按可比

价格计算， 比上年增长

7.2%，高于全国平均增速0.5

个百分点。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

中有进、稳中提质、稳中向

好，彰显了内蒙古对加快推

进经济转型升级的自信与

从容。

关于未来，自治区第十

次党代会提出了更加具体

稳妥的举措———

必须坚持发挥优势和

补齐短板一起做、调整存量

和做优增量同步抓，做好资

源转化增值这篇大文章，着

力推动我区产业向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方

向发展；

更加注重运用高新技

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

升能源、化工、冶金、建材、

装备制造、农畜产品加工等

产业，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

力、增强竞争力；

更加注重立足现有基

础和优势，统筹部署、集中

力量， 加快培育打造新能

源、新材料、节能环保、高端

装备、大数据云计算、生物

科技、蒙中医药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使其成为支撑我区

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对未来生活的自信，

是理智的期望。” 我们有理

由相信，内蒙古构建多元发

展、多极支撑的现代产业体

系的目标指日可待！

转型升级、 工业化思

维，不是第二产业、第三产

业和新兴产业的专利。内蒙

古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着力

抓好农牧业和牧区工作”的

殷切期望，重视加强农牧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优

化农牧业产业体系、生产体

系、经营体系，大力推进农

牧业现代化进程。

2016年4月30日清晨，

百余辆货车搭载着来自新

西兰的2500头纯种安格斯

牛和西门塔尔母牛，陆续驶

入锡林郭勒盟贺斯格乌拉

牧场……锡林郭勒盟畜牧

业的转型升级，又向前迈出

了坚实的一步。

“锡盟大庄园， 世界共

分享。”2016年9月， 自治区

党委书记李纪恒在锡林郭

勒盟大庄园生态牛羊肉产

业示范园调研参观时的讲

话， 不仅是对企业的勉励，

更是对内蒙古畜牧业融入

市场、放眼世界的指引。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

指出， 要坚持用工业化思

维、产业化理念谋划和发展

农牧业， 壮大新型经营主

体，培育优质产品品牌。

内蒙古大力推进农牧

业现代化进程，由农牧业大

区向农牧业强区转变的信

心饱满、底气十足。

转型升级紧锣密鼓，大

开放的新格局已经奠定。

登高望远， 谋求发展。

北上南下、东进西出、内外

联动、八面来风，内蒙古再

一次拿出“一览众山小”的

气势，内陆开放的内蒙古样

本呼之欲出。

这样的气势来自习近

平总书记“要跳出当地、跳

出自然条件限制、跳出内蒙

古”的指导，来自习近平总

书记“通过扩大开放促进改

革发展”“把内蒙古建成我

国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

的重要指示。来自自治区第

十次党代会深化改革开放

的战略部署———

“要以更加坚定的决心

和勇气全面深化改革，以更

加宽广的视野和胸襟全方

位扩大对内对外开放，通过

大改革、大开放，激发全社

会的创造热情，拓展各领域

的发展空间，不断增强经济

社会发展的动力活力。”

2016年9月， 二连浩特

公路口岸旅检通道两侧的

边民互市贸易区开放，上千

种质优价廉的商品可供中

蒙边民和游客选择。

2016年12月，4辆大型

集装箱货车缓缓驶过满洲

里综合保税区卡口，通关入

区，标志着满洲里综合保税

区正式封关运营。

内蒙古现有各类口岸

20个，是我国拥有对外口岸

数量最多的省区之一。其

中，满洲里口岸和二连浩特

口岸，承担了中俄之间70%

的陆路货运量和中蒙之间

95%的货运量。

在2016年6月召开的上

合组织塔什干峰会上，中俄

蒙三方共同签署了建设中

俄蒙经济走廊规划纲要，为

中俄蒙的战略对接打开新

局面。

“一带一路” 核心在于

互联互通， 其中最易推动、

最易见效的是道路上的互

联互通。“中俄蒙经济走廊

方案主要解决的就是跨国

交通路线问题。” 中国社会

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

究所研究员李建民说。

“经济走廊”一旦建成，

将形成经济带式的辐射效

应，实现东北亚、欧亚等广

大区域经济的互联互通。

以宽广的胸襟谋划全

局，前进的脚步必将振奋人

心。 未来5年内蒙古对外开

放的目标格外清晰———

“向北开放桥头堡建设

取得突破性进展，在更大范

围和更广领域融入全国、走

向世界，形成充满活力的全

方位开放新局面。”

内联八省， 外接俄蒙。

内蒙古满怀激情，拿出充分

彰显区位优势的举措———

主动融入和服务“一

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

发展、 长江经济带建设等

国家发展战略， 提高开放

型经济发展水平， 加快形

成北上南下、东进西出、内

外联动、 八面来风的对外

开放新格局。

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

局，积极推进中俄蒙经济走

廊建设……

坚持“走出去”“引进

来”并举，深化国际产能合

作和人文交流……

全方位深化区域经济

协作，加强同周边省区的务

实合作……

大力发展口岸经济，加

强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抓好

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合作

先导区和跨境经济合作区、

边境经济合作区、综合保税

区、跨境旅游合作区等对外

开放平台建设……

可以想见，内蒙古这片

充满活力、更具魅力的发展

热土， 会以海纳百川的胸

怀，成为通达天下的枢纽。

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
心中脑中，坚持富民与强区
并重、富民优先，决不让一
个困难群众在全面小康路
上掉队。内蒙古牢记嘱托，
让北疆亮丽风景线幸福满
满

千里草原，一片壮美。

如期而至的凛冽寒风

并未驱散高原上的万丈豪

情。

澎湃的信心在辽阔草

原奔腾，火热的激情在2500

万各族人民心中涌荡。

习近平总书记“着力保

障和改善民生”“只要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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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

指示，成为万千草原儿女的

力量源泉。

自治区党委“以人民为

中心”的使命担当，成为万

千草原儿女幸福生活的坚

定保障———

“守住民生底线， 就是

要坚持富民与强区并重、富

民优先， 扎实做好普惠性、

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工

作，决不让一个困难群众在

全面小康路上掉队。”

克鲁伦河之畔，新巴尔

虎右旗年轻的嘎查党支部

书记米吉格道尔吉，带领牧

民在芒来嘎查创办了牧民

养羊专业合作社， 整合草

场、牲畜，合作经营，为了富

裕的生活，大家把劲儿往一

处使。

额济纳河之滨，额济纳

旗推日木音陶来嘎查党支

部书记郭刚，在工作中推广

着自己的算账工作法，“老

百姓最需要的就是两个

字———明白。只要账算得明

白， 老百姓就跟着你干，富

裕的日子就跑不了。”

全区上下到处响彻着

增强各族人民福祉的号角

声。

未来5年内蒙古的民生

目标， 如同高耸的灯塔，在

前方熠熠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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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是隆冬，与外面冰天

雪地截然不同的是，兴安盟

突泉县赛银花现代农业生

态园的温室大棚内春意盎

然、充满生机，绿油油的香

菜长势正旺。

“一年能种三茬菜，虽

然累了点， 但是挣得多，要

是光指着过去那几亩田，肯

定脱不了贫。” 种植户张英

富家曾是永长村出名的贫

困户。

赶上了突泉县扶贫移

民的好政策，他被转移安置

到赛银花现代农业生态园，

拥有了一座100米长的温室

大棚。

“现在园区里还有20多

户农民不止种菜，还搞运输

销售， 年收入8万多元不成

问题，这日子过得带劲儿！”

张英富开心地笑了。

“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

花钱，但单靠钱是堆不出来

的”，要从完善制度机制、改

进工作作风抓起，进一步做

好民生基础工作，真正把实

事办好、把好事办实。总书

记的嘱托和自治区党委的

号召振聋发聩。

突泉县创新思路，找到

了让人民群众点赞的好办

法。

把有一定劳动能力、致

富愿望强烈的贫困农民，转

移至赛银花园区，发展蔬菜

种植，取得“一户移民、四户

受益”的效果———

一户农民入住园区，即

可得到一座配建管理房的

温室大棚产权，成为受益第

一户； 转移户原有房屋，无

偿分配给本村无劳动能力

的危房户， 惠及第二户；危

房户原有危房，由村委会拆

除变成宅基地，转售给没有

宅基地的农民， 惠及第三

户；转移户承包田，流转给

其他村民，增加了留守农民

耕地面积和经营收入，惠及

第四户。

入住园区的496户贫困

户， 到2016年年底全部脱

贫。

张英富的命运转折，是

内蒙古80多万贫困人口的

期盼， 更是内蒙古各级党

委、政府最重要的民生目标

之一。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 这是头号民生工程，是

沉甸甸的责任。”

自治区党委书记李纪

恒在第十次党代会报告中

对于脱贫攻坚的表述，字字

千钧。

57个贫困旗县、8个国

家集中连片特困片区、80多

万贫困人口。

贫困，就像万里晴空上

的一块阴霾， 当需浩荡长

风。

内蒙古拿出了气吞山

河的决心， 利在千秋的举

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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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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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实施脱贫工作责

任制和贫困退出机制，用好

考核“指挥棒”， 兑现脱贫

“军令状”……

2017年基本消除绝对

贫困现象，26个自治区贫困

旗县全部摘帽， 2020年31

个国贫旗县全部摘帽。

内蒙古已经挥起饱蘸

曙光的如椽巨笔，笔端已经

显现出更多人不懈追求的

梦想与幸福。

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

民为罪。内蒙古靠着金子般

的信念，认真落实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决守住

民生底线， 想群众之想、急

群众之急、 解群众之困，在

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

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上持续取得新进展。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

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

点。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

的召开，开启了内蒙古波澜

壮阔的新征程。

自治区党委庄严承

诺———

要坚持既尽力而为又

量力而行， 进一步加大投

资于人的力度， 突出抓好

脱贫攻坚工作， 统筹做好

教育、文化、就业、收入分

配、医药卫生、住房保障等

工作， 加快社会保障制度

体系建设， 提高基本公共

服务供给能力和供给质

量，编密织牢社会安全网，

让各族群众更多更好地共

享改革发展成果。

到广袤的内蒙古大地

上，走一走，看一看吧。从草

原深处， 赶往大河之畔，赶

往高山之巅，去与那些忠厚

淳朴的一张张笑脸不期而

遇吧！

（下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