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水

完成水源建设工程、老旧小区供排
水管网及二次加压设施改造工程、供排
水管网建设工程、污水处理厂建设工程、
分质分类供水工程等八项重点项目，并
在201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大
庆前完成105个城区老旧小区供排水管
网，以及二次供水设施改造项目一期工
程中剩下75个片区的改造任务。

2016年，春华水务集团公司负责实
施的水源建设工程、老旧小区供排水管
网及二次加压设施改造工程、供排水管
网建设工程、污水处理厂建设工程、分
质分类供水工程等重点项目列入本年
度“勇于担当、攻坚克难”任务。同时
按照市政府部署，本年度实施的重点
项目还有万通路建设工程、内蒙古少
数民族群众文化体育运动中心给排水
设 施 建 设 、黑 臭 水 体 治 理 等 任 务 。
2016 年 1~10 月，呼和浩特全市给水
管网总长达到 931 公里、雨水管网总
长达到 794 公里、污水管网总长达到
741 公里、再生水管网总长达到 149 公
里；供水 12924 万吨，处理污水 10360
万吨，污水收集处理率达到 95%，再生
水回用率达到35%。

自 2014年 7月 31 日开始，呼和浩
特市委、市政府启动对城区105个老旧
小区供排水管网及二次供水设施改造
项目一期工程。2015 年完成 30 个片
区的改造任务。2016 年呼和浩特市
委、市政府将剩下 75 个片区的改造任
务列入“勇于担当、攻坚克难”任务。截
至目前，75 个片区已全部实现通水试
运行，同时二期工程已经提上日程，第
一轮初步摸底、核查已经结束。

城区老旧小区改造

据呼和浩特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
理局和市四区统计，呼和浩特市四区
范围内共有符合改造条件的老旧住宅
小区 1755 个，总建筑面积约有 2327
万平方米，主要分布在新城区、回民

区、玉泉区和赛罕区四大城区的中心

地带，涉及居民约 37 万户，100 万人。

从 2011 年开始，呼和浩特市老旧

住宅小区进行包括环境综合整治、房
屋整修养护、完善配套设施、建筑节能
改造和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在内较彻底
的 综 合 整 治 改 造 ，其 中 ，2011 年 至
2015 年全市投入资金超过 36 亿元，完
成了 1471 个，1861 万平方米老旧小
区的改造。受益居民超过 76 万人。
2016 年全年投入超过 15 亿元，计划改
造 284 个老旧小区。截至目前，老旧
小区开工率为 100%，已完工 272 个，
完工率为 96%，受益居民近 30 万人。

地铁

呼和浩特地铁 1 号线一期工程共

有 16个站点，截至目前已有 13 个站点
开始了主体围护结构的施工，其中 4
个车站已经开始了主体结构的施工，
呼钢东站主体施工已经结束，呼和浩
特地铁的首台盾构机已经在呼钢东站
吊 装 下 井 ，正 在 进 行 设 备 组 装 和 调
试。呼和浩特地铁 2 号线共设置 24 个
站点，截至目前，呼和浩特地铁 2 号线
有 11 个车站正在进行交通疏解路的
修建，6 个站点预计到年底可实现主体
围护结构施工，施工进度最快的帅家
营车站已经进入到了主体围护结构的
施工作业中。

快速路

快速路作为首府路网主骨架，促
进和引导了首府城市空间结构的合
理调整，满足城市持续发展的需要。
2016 年，呼和浩特快速路兴安南立
交、土默特立交、云中路立交等陆续
完工并全面投入使用。同时完善了
道路标线、标识，完成了道路亮化工
程，安装了智能化的道路电子监控设
备。39 座 BRT 途中公交站台也已经
建设完成。

公交

2016 年，呼和浩特市为方便市民
出行，继续加快智能公交建设、新能
源公交车的购置、公交场站基础设施
建设和快线路优化调整。2016 年，开
通生态旅游线路两条、微循环线路两
条、乡村线路两条，优化整合公交线
路 6 条。在已有 100 公里公交专用道
的基础上，围绕城市“三横、三纵、一
环”骨架网线，完成 50 公里公交专用
道开通任务。新开通公交线路 5 条，
调整延伸线路 12 条，共延伸 25.6 公
里，延伸线网 14.1 公里。完成 427 台
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采购招标工作，
GPS 智能调度系统、IC 卡电子收费系
统、车内监控系统等公交智能化应用
不断升级。

在公交场站建设方面，田家营公
交场站和土默特大桥公交场站已交付
使用；东客站公交场站正在办理相关
土地组件、报建等手续，调度楼主体已
完工，并完成了部分二次结构和充电
桩地下管廊建设，高低压配电室及修
理车间还在紧张施工当中，东侧路面
硬化大部分也已完成；内师大附属第
二中学公交场站已完成院面大部分硬
化，调度室主体已完工。其他规划中
的公交场站目前正在办理前期选址及
办理征地等相关手续。

路网

2016 年，呼和浩特市继续完善城
市路网，加紧新建小区、开发区周边道

路建设，改造老旧、破损道路，打通断
头路，市政道路面积从 1848 万平方米
增加到 2654 万平方米。

竣工道路包括：乌素图村生态项
目下环路道路工程、远经二路新建道
路工程、杭盖路旧路改造专项工程、呼
伦南路道路工程、正康巷改造、东西五
十家街道路工程、光华街道路改造、光
明大街西机务段巷改造、呼伦路公铁
桥西巷改造、兴安路跨小黑河桥东辅
道新建工程、东库街道路改造、裕隆南
路道路工程、裕隆西路道路工程、裕隆
东路道路工程、东芝路道路工程、赛马
场北路道路工程、安全厅 16 米规划路
道路改造、北站规划三路道路工程、万
达东巷道路铺设、金盛巷道路工程、文
博路道路工程、玉泉区政府西路道路
改造工程等。

城市环境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提升行动截至
到 2016 年 11 月，全市共清除各类违
法广告牌匾 8046 块; 拆除各类灯箱、
店招牌匾、小型 LED 广告 8296 块；清
理积存垃圾 7171 处、394789.1 万吨；
绿地景观提升面积 23385 平方米，栽
植各类花草树木 29315 株，清洗沿街
楼体 13166 万平米；查处临建和各类
违 章 建 筑 865 处、107872.58 万 平 方
米；整治露天烧烤、店外经营、流动商
贩 37304 处；查处占道经营和乱停乱
放车辆 27000 辆；整治机动车争道抢
道，加塞，违法调头，处罚 31 余万；签
订门前三包责任状 20953 份。2016
年 11 月 14 日，呼和浩特市政府召开
城区道路疏堵保畅交通秩序大整治工
作动员大会，截至目前，市交管支队累
计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36348 起，
其中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
通行的 4703 起，不按规定停车 18251
起，违反禁令标志指示 4883 起，不按
导向车道行驶 5450 起，交通秩序有所
改善，取得了明显的整治效果。

150 平方公里的大青山前坡生态
治理工程成为了首府的“后花园”；出
城口综合整治和景观提升项目，使首
府“门户”形象明显改善；二环快速路
绿地景观建设项目成为城市中的新亮
点。截至 2016 年 7 月 1 日，两带、两
环、六个出城口、八个公园、二十条景
观街等七项园林绿化建设项目完成投
资 8.9 亿元，完成绿化建设面积 1508
公 顷 ，栽 植 各 类 苗 木 4146.2 万 株 。
300 米见绿，500 米见园的园林格局基
本实现。

截至 2016 年 11 月，呼和浩特市
2016 年燃煤锅炉拆并任务已基本完
成，计划拆并市区内 10 蒸吨/小时以
下燃煤锅炉 188 台，已拆并 192 台，计
划治理 10 蒸吨/小时以上的燃煤锅炉
共计 160 台，已治理完成 158 台，计划
燃煤茶浴炉清洁能源改造 103 台已
全部完成。预计削减二氧化硫 785.4
吨 ，氮 氧 化 物 194.04 吨 ，烟 粉 尘
371.25 吨。

便民便民

：：群众生活更舒心群众生活更舒心

惠民惠民

：：资源配置更均衡资源配置更均衡

教育

2016 年呼和浩特在教育上要强化问
题导向，继续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创
新体制机制，推动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
展。继续实行全市小学、初中、高中招生
信息全部上网，加强呼和浩特招生考试信
息网建设，最大限度公开各类招生政策、
考试规定、招生章程，让广大群众能第一
时间了解最新政策。落实随迁子女在当
地就学升学政策，最大限度地保障外来务
工 人 员 随 迁 子 女 在 呼 和 浩 特 市 接 受 教
育。幼升小、小升初、初升高招生工作完
成年初设定的目标。年度确定新建续建
的 23 个公办中小学、幼儿园项目，目前建
成、在建项目 23 个，开工率达到 100%。

职业教育方面，目前，呼和浩特市共
有中等职业学校 64 所 ，在 校 生 达 4.2 万
人 。 重 点 建 设 了 3 个 校 企 合 作 深 度 融
合 的 现 代 学 徒 制 学校。中高职就学通
道打通，市属中职“双师型”教师平均比
例达到 50%。

蒙汉双语教育方面，学前教育接受双
语教学比例达 31.5% ，实 现 蒙 汉 双 语 授
课 学 前 三 年 教 育 普 及 率 高 于 全 市 平 均
水 平 。 现 有 独 立 设 置 的 公 办 民 族 中 小
学 、幼 儿 园 41 所 ，在 校 生 4.4 万 人 ，其
中 少 数 民 族 学 生 1.6 万 人 ，占在校学生
总数的 36.4%。

医疗

2016 年呼和浩特市进一步推进公立
医院综合改革，加快重点卫生项目建设。
完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取消药品加成，
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解决群众看病贵的问
题；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下沉优质医
疗资源，解决群众看病难的问题。目前，
全市 46 家公立医院已全部取消药品加
成，完成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全市已建立
医疗联合体 5 个，涉及医疗机构 97 家。

同时，4 个重点卫生项目中，投资 6.3

亿元的市蒙中医院现已投入使用；投资

4.8 亿元的市妇幼保健医院主体和内装修

已完工，2017 年初投入使用；投资 1.22 亿
元的市第一医院全科医生规范化临床培
养基地和科研实验综合楼，已完成主体 8
层建设；新建的 6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现
已全部投入使用。

文化

2016 年，呼和浩特市从提升公共文
化服务的效能和质量、推进迎接自治区成
立 70 周年文化献礼工程、广泛开展群众
文化活动、组织“两节”工作、“文化客厅”
项目建设、增强文化产业市场发展的活力
和动力全面增强。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效能和质量方
面：成立创建组织机构，出台实施方案,定
期召开创建工作推进会，建立工作档案，
对各旗县（区）情况进行实地调研，举办创
建培训班，开通呼和浩特市公共文化微信

公众平台。文化馆 10 个馆中已达标 3 个
（新城区、回民区、赛罕区），图书馆 10 馆
中已达标 2 个（新城区、赛罕区）；文化站
建设目前已完成 42 个，完成 78%的目标
任务量；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已完成
575 个，完成 81%的目标任务量；新建市
图书馆项目可研及能评、稳评、环评确定
中标单位。

迎接自治区成立 70 周年文化献礼工
程方面：将军衙署文物保护本体维修项目
工程完工，消防、安防工程推进，周边环境
整治工程完成工程量 85%，正在完善展陈
提升设计方案，预计 2017 年“5·18”博物
馆日部分对外开放；昭君文化旅游区项目
展陈设计招投标已完成，展陈设计方案正
在完善，配合昭君文化旅游指挥部完成各
项工作；呼和浩特博物馆（旧馆）改造、加
固工程完成改造，2016 年“5·18”国际博
物馆日正式免费开放；公主府周边环境整
治项目稳步推进。

“文化客厅”项目建设方面：2016 年
已完成项目建议书审批工作，完成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环评、能评、稳评等报告编
制的政府采购工作和项目设计、勘察、场
地平整（包括监理）的公开招投标工作，同
时积极开展了考察调研工作，为编制展陈
大纲，开展布展工作做准备。

群众文化活动广泛开展方面：2016
年举办春节·元宵节文化庙会、第十二届
文化进社区大型公益活动，百人百组百万
人带动工程会员达 6038 人，开展活动千
余次。举办全国少数民族地区风情摄影
展、纪念乌兰夫同志诞辰 110 周年书画
展、杨鲁安书法作品、珍藏品学术研讨会
各类展览及研究活动百余次。

完成“两节”组织工作方面：2016 年
圆满完成第六届中国·呼和浩特少数民族
文化旅游艺术活动、第十七届中国·呼和
浩特昭君文化节各项活动的组织开展。
包括全国少数民族戏剧优秀作品展演等
共 25 项重要活动，开展了 60 场惠民演出。

增强文化产业市场发展的活力和动
力方面：2016 年完成内蒙古自治区首届
文化产业博览会筹备工作，参加深圳文博
会，对全市文化产业 23 个重点项目建设
进行跟踪管理和督查。全市文化产业重
点 项 目 已 开 工 建 设 17 个 ，计 划 投 资 约
10.8 亿元。完成 2016 年国家、自治区文
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工作。

创城

2016 年是呼和浩特市创城工作的攻
坚之年，是推进呼和浩特市十三五规划的
开局之年。继续拓展“三百”示范活动，深
化“五在青城”主题活动，以打造“好人之
城”为目标，推进道德模范、最美青城人、
青城好人的评选表彰。

截至目前，呼和浩特市已产生市级道
德模范及提名奖 102 人、自治区道德模范
及提名奖 47 人、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 8
人，产生“中国好人”4 人、“内蒙古好人”
20 人、“青城好人”30 人。2016 年 11 月，
呼和浩特市 5 个先进典型入围由中央宣
传 部 、中 央 文 明 办 等 部 门 联 合 开 展 的
2016 年宣传推选 100 个最美志愿者、100

个最佳志愿服务组织、100 个最佳志愿服
务项目、100 个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等学雷
锋志愿服务“4 个 100”先进典型活动，彰
显了首府城市文明程度。

养老

积极推进“公建民营”、“民办公助”、
政府购买社区服务等养老形式。落实现
有优惠补贴政策，引导鼓励更多民间资本
和社会组织进入养老服务领域。2016 年
呼和浩特市累计新建、改建老年人日间照
料中心 87 个，建筑面积 2.53 万平方米。
同时，服务场所面积达到 300 平方米以上
的社区居委会都设有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或老年活动中心。2015 年 10 月，12349
便民为老服务信息平台正式启动运营，积
极构建“一平五网”，即依托 12349 便民为
老服务呼叫中心和居家养老信息化服务
系统组成的智能化养老服务应用平台，构
建呼叫救助、生活照料、远程看护、电子商
务、健康管理等 5 个智能化的养老服务网
络。截至目前，共有 248 家服务加盟商提
供咨询、生活帮助、家政服务、维修、配送、
保姆、月嫂、养老护理等服务。从 2016 年
10 月份起，呼和浩特市将百岁老人的高龄
津 贴 由 300 元/人/月 提 高 到 600 元/人/
月。截至 10 月底，共为 22306 名低收入
老 年 人 发 放 高 龄 津 贴 1876.97 万 元 ，为
7149 名 城 乡 低 保 老 年 人 发 放 高 龄 津 贴
577.96 万元。

食品药品安全

2016 年，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将食
药安全监管工作纳入“两学一做”、“勇于
担当、攻坚克难”重要内容，严格落实“四
个最严”和“四有两责”要求，食品药品安
全形势总体稳定向好，质量安全水平不
断提高，饮食用药安全得到保障，食品药
品监管工作走上了体制不断健全、措施
不断强化、形势不断向好的良性发展轨
道，食品药品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显著
提升，没有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重大食品
药品安全事件。

2016 年，全市共检查食品药品生产
经营企业 56132 家次，受理办结投诉举报
1328 起，立案 1718 起，取缔无证食品生产
经营户 40 户，移送公安机关案件 7 起；完
成食品抽样任务 9072批次、药品抽样任务
947 批次；上报药品不良反应病例 1725
例，药物滥用监测病例 221 例，医疗器械可
疑不良事件病例 483 例，化妆品不良反应
监测报告 6 例；健全完善市、县、乡、村四级
监管网络，设立了 85 个乡镇（街道）食药监
管所，聘请食药安全协管员 1710 名。

2016 年，组织开展餐饮服务“百日会
战”、百姓关注热点食品安全、非法经营疫
苗案件查处等 50 多次专项整治和隐患大
排查和大整改工作；加大案件查办力度，
完善行刑衔接机制，与公安机关联合办案
10 家次，被国家食药监总局评为全国食品
药品稽查优秀案例 2 起，被最高检察院评
为优秀案例 1 起。

□本报记者 郑学良 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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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委市政
府将始终把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
标，深入细致做好社会托
底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让老
百姓的“口袋”更充实，让
群众有底气花钱消费、过
上更好生活。让政府的

“口袋”更充实，拿出更多
财力完善公共服务、增进
民生福祉，健全完善社会
保障体系，把全市民生保
障安全网织得更密更牢。

改造老旧住宅小区
1755 个，涉及居民约 37
万户，超过百万人；全市
46 家公立医院已全部取
消药品加成，完成医疗服
务价格调整；呼和浩特地
铁 1 号线、2 号线主体围
护结构施工有序进行，城
市快速路 39 座 BRT 途中
公交站台建设完成，智能
公交、新能源公交、线路
优化调整不断升级，城市
公共自行车租赁能从路
边推车代步。件件实事
可感可触，想民为民可圈
可点⋯⋯

2016 年 ，呼 和 浩 特
市委市政府紧紧围绕关
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
问题，强化民生保障，突
出共建共享，实现公共服
务优质均衡新跨越，民生
热 度 再 沸 腾 。 前 不 久 ，
2016 年《公共服务蓝皮
书》发布去年我国 38 个
主要城市基本公共服务
满意度评价排名，呼和浩
特仅次于青岛和珠海位
列全国第三。

呼和浩特市委市政
府提出，农业发展紧紧围
绕市场需求变化，以增加
农民收入、保障有效供给
为目标。从今年起，通过
3 年努力，开展便民、增
绿、水清、文明大行动，改
善城市生态、方便群众生
活，提高城市宜居水平。

首府首府：：公共服务优质到位公共服务优质到位 民生幸福更有厚度民生幸福更有厚度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呼和浩特新闻网提供

）

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

。

丝绸之路公园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本报记者 皇甫秀玲 摄

教育事业快速发展。

和谐宜居的现代城市。本报记者 皇甫秀玲 摄

农业科技事业欣欣向荣。本报记者 皇甫秀玲 摄

污水环保处理后循环再利用。本报记者 皇甫秀玲 摄

交警查处违章行为。本报记者 皇甫秀玲 摄

爱心企业为环卫工人送去温暖。本报记者 皇甫秀玲 摄

道路两旁景色怡人。本报记者 皇甫秀玲 摄

城市绿化率逐年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