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今年的春节对我们家来说不仅仅是个节
日，还是个时间节点。因为，在过去的一年，我
们家成功摘掉了贫困的帽子。2017 年，我们
一家人铆足了力，要向小康新生活进军。”2月2
日，大年初六这天，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巴
彦哈拉图嘎查牧民苏宁高兴地对记者说。

苏宁家的房子虽然小了一点，但却收拾得
干干净净。柜台上放着 1台无线路由器，一家
人用手机连上WiFi，坐在家里，和亲朋好友们
聊着天。

2016 年，苏宁家还是国家级建档立卡的
贫困户。年内，苏宁一家人政策性补贴和生产
总收入达到了 43717 元，减去全年的支出
19765元，纯收入剩下23952元，以全家4口人
计算，家里人均纯收入达到了5988元，这比国
家级贫困户的标准3100元整整高了2888元。

人逢喜事精神爽。就在年前，苏宁一家 4
口人为了庆祝脱贫，每人做了身崭新的蒙古
袍。

初六中午，与苏宁同嘎查的斯琴毕力格两
口子特地做了孩子们最爱吃的饭菜，为大姑娘
阿乙斯送行。由于读高三，阿乙斯初七就得返
回学校。

说起鸡年新春的感受，斯琴毕力格第一件
事就说到了去年12月末发放的草原生态保护
奖励补助资金：“当时，手头的现金全部购买了
饲草料，还有一些缺口，奖补资金真是解了燃
眉之急。”

斯琴毕力格家有 5500 亩草场。按规定，
去年底，他家拿到了12100元的草畜平衡奖励
资金。“我用6000元购买了饲料。年前还专程
跑了趟二连浩特，准备了点蒙古国年货，花了
3000元。剩下的钱准备给孩子带上。”斯琴毕
力格向记者介绍奖励资金的支出情况。

据悉，为了让广大牧民群众过上个舒心的
大年，锡盟各旗县于春节前夕，把草原生态保
护奖励补助金全部发放到位。

室内恒温达到 24 度，房子一尘不染，3 岁
的小儿子光着脚丫子在地上撒欢儿，84岁的老
父亲安详地坐在沙发正中央，手捧蓝色哈达，
迎接着新春客人，⋯⋯记者来到阿巴嘎旗洪格

尔高勒镇阿拉腾图古日格嘎查牧民达胡巴雅
尔家时，幸福景象入眼来。

看到家里来客人了，达胡巴雅尔两口子穿
着工作服，从牛圈里赶了回来。“过年过节虽重
要，但生产可不能落下呀。”他开玩笑地说道。

论牲畜头数，达胡巴雅尔家在当地并不是
大户，但算起收入那绝对是拔尖儿的。原因就
在于他整整念了10年的养牛经。

去年秋季，他家出栏了40头牛，收入达到
40多万元。长期精养少养良种牛后，他家的草
场得到了有效恢复，秋季打的草不仅够用，还
能剩下不少。再加上旗里按每头良种牛 480
元的补助，全部购买饲料后基本上没有生产性
开支了。

2016年，锡盟大力实施“减羊增牛”战略，
无疑给达胡巴雅尔提供了再次良化畜种的机
遇。就在年前，他给旗里递交了购买 50 头纯
种西门塔尔牛的申请。“每头牛自己出 11000
元，旗里政策性补助5000元。明年这50头牛
回来后，我家畜群就真正成了纯种西门塔尔牛
群了。”

达胡巴雅尔家拥有9400亩草场。按当地
的草畜平衡标准可以养 140 头牛。可是在他
的生态和经济账上，最大的盈利点就在 80 头
牛左右。他说：“只有保护好草原生态，我们的
畜牧业才能迈进现代化。”

今年春节真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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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霍小光 张晓松 胡浩 罗争光

“我们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完成 97 个重点改革任务，中央和国
家机关有关部门还完成 194 个改革任务，各方面共出台 419 个改革方
案，主要领域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主体框架已经基本确立。”

2016 年岁末，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言简意明
勾勒出过去一年全面深化改革持续强劲纵深推进的良好态势，充分肯
定了一年来改革取得的成果。

这一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
行”的勇气大刀阔斧、攻坚克难，以“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的智慧运
筹帷幄、总揽全局，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决心严明责任、狠抓落实，推
动全面深化改革奋力前行，积厚成势。

全面深化改革，翻过一山又一山，快马加鞭未下鞍。
一年来，党中央统揽全局、系统谋划、突出重点、狠抓落实，全面深

化改革蹄疾步稳，各领域改革向纵深推进
“如果把全面深化改革比作建造大厦的话，头 3 年是夯基垒台、选

材备料、立柱架梁的 3 年，今年要力争把主体框架搭建起来。这是一个
重要的阶段性目标。这个阶段性目标达到了，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
标就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 ——习近平

2016 年，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期和深水区特点更加明显，改革协调
推进难度继续加大，改革落地生根任务愈发艰巨。

习近平总书记以深邃的政治眼光和敏锐的洞察力，深刻把握全面
深化改革阶段性特征和各领域改革特点，提出一系列改革新理念，始终
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引领着改革正确方向。

2016 年元旦刚过，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重庆市，深入港口、企业考察
调研，对改革形势作出科学研判：今年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关键意
义的一年。

明确阶段性目标，对改革走向至关重要。
回到北京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第 20 次会议，为全年改革把脉开方：“把各领域具有四梁八柱性
质的改革明确标注出来，排出优先序，重点推进，发挥好支撑作用。”

中央深改组统筹推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部署
的改革任务，实现 4 次中央全会部署的总计 616 项重点改革任务统筹
谋划、前后接续、梯次推进。各领域改革向中心聚焦、向深处发力，呈现

“大潮奔涌逐浪高”的壮阔景象。
——经济生态领域改革抓住阻力大、利益调整难的硬骨头持续攻

坚，推出一批标志性、关键性改革举措，努力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
用，改革支撑发展的动力作用逐步显现。

——民主法制领域改革稳慎论证、主动作为，破解体制机制障碍，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发展更加广泛、更
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关键性改革取得重要进展。

——司法领域改革大步向前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全面铺开，优化
司法职权配置等改革举措顺利推出，司法公正对法治的保障支撑作用
进一步凸显。

——文化领域改革围绕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把牢改革方向，坚定文化自信，推进制度创新，基础性
改革基本推出，文化创新发展的强劲势能得以释放。

——社会领域改革聚焦民生领域的热点难点，集中推出一批重点
改革举措，办成了一些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事难事，带给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进一步增强。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体制机
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进一步
解放和发展战斗力，军队活力显著增强。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紧扣全面从严治党，组织制度、干部人事制
度、基层组织建设制度、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等改革齐头并进、互相支撑，
制度体系更加健全。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相关改革任
务基本完成。

⋯⋯
面对改革的复杂形势和繁重任务，一年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统筹改革方案制定和改革举措落实，科学谋划改革大棋局，改革
路线图更加清晰，改革方法论日臻成熟。

突出重点抓关键——
2016 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开局之年。这一年，各项改

革任务、制度建设不断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目标聚焦、向构建发展
新体制聚焦。

全面深化改革，新在全面、难在深化。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改
革需要整体推进，但不能是平均用力、齐头并进，而是要注重抓主要矛
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注重抓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做到牵一发而动全
身、落一子而活全盘。

随着改革深入推进，牵涉的体制矛盾和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改革
抓重点、抓关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更加突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牵
住改革“牛鼻子”，既抓重要问题、重要任务、重要试点，又抓关键主体、
关键环节、关键节点，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这是重要的改革方法论。

国有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构建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教育体制改革、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要啃的硬骨头、要
涉的险滩一一标出，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稳步向前，一石激浪，以点带面，牵引带动其他改革一并推进。

明确责任抓主体——
“改革争在朝夕，落实难在方寸。”实践表明，改革能否顺利推进、扎实落地，关键在人，关键在责任主

体。特别是作为“关键少数”的地方和部门一把手，对改革抓和不抓大不一样，虚抓和实抓大不一样。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不同改革主体责任划分清楚、明确下来，理清责任链条，拧紧责任螺

丝，提高履责效能，以责促行、以责问效。党员、干部特别是地方和部门一把手，既要当改革的促进派，又
要当改革的实干家。

2016 年首次中央深改组会议清晰划分了各类改革主体的责任：专项小组对本领域改革负有牵头抓
总、特别是协调解决矛盾的责任，既要抓统筹部署，也要抓督察落实； ■下转第 3 版

改革

，快马加鞭未下鞍

—
—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2016

年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工作述评

本报 2 月 2 日讯 （记者 刘晓冬）近日，
自治区党委书记李纪恒主持召开会议，专题听
取乌兰察布市社会矛盾排查化解工作情况汇
报，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脑中，坚持
领导带头，强化责任落实，扎实开展社会矛盾积
案化解“百日攻坚”行动，带着深厚感情解决好
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着力维护社会公平
正义。

1月 9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专题研究社会
矛盾积案化解问题并制定工作方案，决定从
2017 年 1 月份开始，在全区开展社会矛盾积案
化解“百日攻坚”行动，集中时间和力量化解一
批重点信访问题和社会矛盾积案。每位省级领
导干部既要指导相关盟市、旗县“百日攻坚”行
动的工作开展，又要督办具体案件的化解，推动

盟市、旗县扎实抓好社会矛盾排查化解工作。
对全部纳入台账的社会矛盾和积案，各地各部
门要逐案明确包案领导，实行“一个案件、一名
领导、一套班子、一个方案、一抓到底”的机制，
对各类社会矛盾和信访积案盯紧抓实、精准化
解。

自治区党委作出社会矛盾积案化解“百日
攻坚”行动决定后，李纪恒率先听取了乌兰察布
市社会矛盾排查化解以及部分具体信访问题化
解情况的汇报。李纪恒强调，群众工作是党的

“生命工程”，信访工作是“送上门的群众工作”，
各级各部门和领导干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创新社会治理、处理信访突出问题
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脑中，
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区分不同信访和

矛盾问题的特点分类施策，诉求合理的解决问
题到位、诉求无理的思想教育到位、生活困难的
帮扶救助到位、行为违法的依法处理，着力解决
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各级党委、政府及各部
门单位要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
负责”的原则，扎实做好包括积案化解在内的各
项信访维稳工作，主要负责同志要对本地区本
部门社会矛盾积案化解工作负总责，亲自上手
抓好工作落实。各地各部门要在“百日攻坚”行
动中认真总结经验，研究社会治理的规律特点，
着力探索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长效机制，切
实出实招、使硬招，拿出解决问题管用的招，全
力推动社会矛盾化解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效
果，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和自治区成立 70周
年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李纪恒在听取
乌兰察布市社会矛盾排查化解工作汇报时强调

带着深厚感情
解决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问题

□本报记者 徐永升

大年初六，赤峰市元宝山
区元宝山镇的花果山上游人
如织。由赤峰和润农业公司
举 办 的 农 业 嘉 年 华 ，吸 引 了
1500 多名游客。什么是农业
嘉年华？元宝山镇党委副书
记钟颖鹏给了一个通俗的解
释：就相当于农业庙会，集农
业生产、生态、休闲、教育、示
范功能于一体，它是农民的节
日，更是市民的盛会！”

2016 年，赤峰市作出建设
环中心城区 50 公里半径生态
经济圈的决定。元宝山区依
托近郊优势顺势而上，推出了

“和润农业嘉年华”休闲农业
的品牌。企业投资 2000 多万
元，建成了 4.8 万平方米的日
光温室展区，设立了创意农业
馆、智慧农业馆、农事体验区
和农业科技文化长廊等景观。

随着摩肩接踵的人流，记
者来到创意农业馆，一处“江
山如画”的景观，让人眼前一
亮。这座 120 米的“姜山”气势
磅礴，用 30 多吨鲜姜造景，用
一根根极细的铁丝把生姜一
个个穿上去，然后固定在假山

上，再用草花和蕨类植物点缀装饰。在“瓜
廊秘境”景观区，形态各异、颜色新奇的南
瓜 ，让 人 目 不 暇 接 。 味 如 奶 油 的“ 奶 油 南
瓜”，状如皇冠的“皇冠南瓜”，形如长蛇的

“蛇瓜”等各种南瓜，悬挂在 72 米长的廊架
上，蔚为壮观。

以七彩果蔬装扮，以五谷杂粮拼贴，让
一处处景观有了土地的味道。“欧亚农业大
陆桥”景观，穿山越岭的动车模型呼啸而过；

“海运传蔬”的景观，一艘船满载果蔬谷物航
行四海。随行的工作人员毕雪道出塑造此
景的深意：内蒙古是“一带一路”建设圈定的
重点省份之一，这两处景观寓意：在新的一
年里内蒙古将加快对外开放、融入全国、走
向世界。

在太空农业展区，中国空间站、玉兔号
月球车、运载火箭等模型，激发了孩子们的
浓厚兴趣。“小朋友们，你知道我手中的茄子
为什么这么大吗？这是因为我们把种子带
到太空，让它的基因发生了突变，所以果型
大了，产量高了⋯⋯”讲解员讲得认真，孩子
们听得入迷，而虚拟现实的互动体验，则把
太空场景呈现在眼前，让孩子们体验到了航

天科技的无穷魅力。
在家庭农业馆，有一个模拟客厅的场

景。沙发背后，几株绿叶黄果的南瓜长势正
旺，爬上了背后的黑色铁丝网架。这种植物
做得背景墙整齐简约，生机盎然，吸引游客
纷纷坐到沙发上体验拍照。工作人员介绍，
设立这个展区的目的就是教育引导市民推
广园艺疗法，让市民在栽培和管理蔬菜、花
卉、果木中，回到绿色怀抱，在植物的清香中
愉悦心情、陶冶情操。

“只有把旅游和农业嫁接起来，一体化
推进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才能放大农业产
业的价值！”和润农业公司董事长赵广叡介
绍，企业将把嘉年华打造成为一个常年性的
项目，将陆续举办“牡丹展”“菊花展”等一
系列活动，真正把传统农业变成好看可玩的
风景。

休闲农业

﹃
玩
﹄
创意

太空农业

。

本报记者

徐永升

摄

本报阿拉善 2 月 2 日电 （记者 刘宏章）近
日，地处阿拉善右旗巴丹吉林镇西南城郊的全区
首家骆驼产业科技园——阿右旗骆驼产业科技
园内生产车间里，一罐罐罐装液态奶通过最后一
道封装程序下了生产线，这标志着由内蒙古沙漠
之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投资的一期骆驼乳制品
工程生产线正式建成投产。

阿右旗于 2014 年注册成立了特色乳制品深
加工企业——内蒙古沙漠之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计划总投资 3 亿元，分四期建设总面积 4 万平
方 米 的 骆 驼 产 业 科 技 园 。 一 期 工 程 计 划 投 入
3000 万元，于 2016 年 12 月末全部完工，设计年
加 工 骆 驼 奶 6000 吨 ；二 期 工 程 2017 年 开 工 建

设，计划投入 7000 万元研制开发驼乳保健食品；
三期工程 2018 年开工建设，计划投入 5000 万元
研发驼乳系列化妆品和驼绒系列纺织品；四期工
程 2019 年开工建设，计划投入 1.5 亿元研发驼乳
生物制药。

据了解，阿右旗骆驼产业科技园是全区首家
集骆驼良种繁育、驼产品加工、驼功能研发、驼文
化传承、专业合作社联营于一体的骆驼产业科技
园。一期工程完成成套水处理、巴氏消毒成套、
奶粉生产成套、高压灭菌机、罐装机、压片机、空
压机、奶粉生产成套、空气净化、冷藏机组等设备
安装，上市产品有液态奶系列、骆驼奶粉系列、驼
乳益生菌活性片系列等 20 余种产品。

全区首家骆驼产业科技园
一期工程建成投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