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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群

■新思路新动能

本报鄂尔多斯3月6日电 （记者 王
玉琢）近年来，鄂尔多斯将可用财力的80%
以上用于民生和社会事业发展，学有所教、
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这些温暖民心的实事，一年接着一年，件件
落地有声。

2016年，鄂尔多斯在对贫困人口实行
费用报销“双提、双降、两不”倾斜政策的基
础上，又为国贫户和重点人群配发“扶贫健
康小药箱”13970个；在各旗区设立了医疗
救助基金，落实医疗扶贫专项资金1109万
元，救助贫困人口1934人。全市投入教育
扶贫专项资金 1100 万元，救助贫困学生
5962人。无论是品质城市、美丽乡村建设，
还是脱贫攻坚、就业创业，医疗保障，点点

滴滴饱含温情。
2017年，鄂尔多斯的民生“礼包”更厚

实。
脱贫攻坚“礼包”：帮扶力度不减、措施

不变、投入不降，继续落实好“六个精准”和
“五个一批”要求，因户因人精准施策，确保
脱贫群众不返贫，力争市低保线下贫困人口
年收入增长 20%以上，并设立产业扶贫基
金，全面实施产业扶贫项目，扶持脱贫人口
发家致富，提高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

就业创业“礼包”：深入实施“创业鄂尔
多斯”行动，完善创业扶持政策和激励机制，
创业带动就业1万人以上。实施就业服务工
程，加大对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化解过
剩产能下岗职工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帮扶力

度。全年新增城镇就业2.9万人，城镇登记
失业率控制在3.1%以内。

社会保障“礼包”：深化收入分配制度
改革，提高社保保障水平，城乡低保标准再
提高6%，农村牧区特困人员集中和分散供
养标准分别提高到每人每年1万元和6852
元。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和临时救助制度，
促进社会福利、妇女儿童、残疾人事业健康
发展。

教育“礼包”：继断改善办学条件，新
建、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26所，推进寄宿
制学校生活设施标准化。加快教育信息化
建设，实现城域网教育教学全覆盖。实施

“名师梯队工程”，改善农村牧区教师生活
条件和待遇。

健康鄂尔多斯“礼包”：建立全市统一的
健康档案数据库，推进同级医疗机构检查检
验结果互认，逐步实现异地住院医疗费用直
接结算。开工建设市儿童医院项目，确保市
中医院新住院大楼投入使用。加快蒙中医
药事业发展，建设一批知名蒙中医药馆。

文体事业“礼包”：持续推进“十个一”文
化工程，推出一批文艺精品，开展好文化下
乡、文化进社区活动。弘扬红色文化，确保
鄂前旗“1+6”红色培训教育基地建成开放。
扎实推进足球运动改革发展，建成自治区级
足球训练基地，引导全民重视健康、主动参
与健身。

民之所想、政之所向。鄂尔多斯让民生
“红包”实实在在落入百姓“腰包”。

鄂尔多斯市：民生红包实实在在进了百姓腰包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近两年，锡林郭勒盟充分发
挥流动卫生服务车和健康保障小
药箱的作用，采取固定+流动相结
合的方式为农牧民提供医疗服
务，就连行动不便和居住偏远的
牧民也能享受到贴心的医疗服
务。

家住阿巴嘎旗别力古台镇奔
德尔嘎查的钢巴特两口子都患有
高血压。过去，因出行不便，根本
做不到找医生调整药量，还时不
时断了药。

“自从家里有了小药箱，我俩
的高血压得到很好的控制。小药
箱里放置了常用基本药物，若是
感觉血压不稳定了，可给镇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医生打电话，然后
按医嘱吃药。”钢巴特说。

截至目前，锡盟已建成以旗
县市（区）医疗卫生机构为龙头，
苏木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为枢纽，嘎查村卫生室和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为网底，医疗卫
生流动服务车和健康保障小药箱
为补充的固定与流动相结合的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该盟所有
旗县级公立医院均实行药品零差
率销售；建成了覆盖 13个旗县市
（区）及盟本级的医院系统、全员
人口信息化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信息系统；“银医一卡通”正式运
行让患者从就医第一步开始就能
享受到方便、快捷的医疗服务；锡
盟蒙医医院与旗县市区医院开通
远程会诊，4个旗县实现了与内蒙
古医院的远程会诊。

据悉，该盟将锡林郭勒蒙医
医院人员经费全额列入财政预
算，中医医院人员经费财政补助
达80%以上。该院将针灸、手法、
针刀、针刺、熏蒸、药浴、沙疗、拔
罐、敷疗、整骨术、脑震荡、蒙医中
医刮痧、蒙医中医清肠术、酸马奶
疗法等蒙中医特色诊疗项目纳入
新农合和医保住院报销范围。

在锡盟，只要患者在蒙医中
医医疗机构就医，新农合将包括
成药、制剂、饮片在内的蒙药全部
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药物目录，并
执行甲类药品政策；医保新农合
报销起付线降低 50%，报销比例
提高20%。

锡盟农牧民享受到
方便快捷医疗服务

本报兴安3月 6日电 （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兴安盟旅游发展大会近日在阿尔

山市召开，国家旅游局副司长蔡家成在会上
宣布：国家旅游局确定兴安盟为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创建单位。

蔡家成介绍道，旅游业是现代服务业
的龙头，是兼具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的综
合型产业。兴安盟位于内蒙古东北部，地
处大兴安岭山脉中段。在国内处于东北经
济区，在国际上处于东北经济圈，地理位置
优越。三分之一是草原、四分之一是森林、
五分之一是湿地，拥有温泉、火山、冰雪、林
海、草原等众多生态资源，春季山花烂漫、
夏季浓绿清凉、秋季色彩斑斓、冬季银装素
裹，是名副其实的绿色净土、养生福地。国
家旅游局根据这几年对兴安盟旅游的调查
研究，决定将这里确定为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

兴安盟

获批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创建单位

本报满洲里3月 6日电 据满洲里海
关统计，今年 1 月，满洲里关区出口钢材
1309.3吨，同比增加59.5%；价值907万元，
增长9.7%。

满洲里关区钢材出口呈现特点是，从
贸易国看，向俄罗斯出口 1233.3 吨，增加
50.2% ，占 同 期 关 区 钢 材 出 口 总 值 的
94.2%，其余出口蒙古国；从贸易方式看，九
成以上为一般贸易出口，边境小额贸易猛
增；从企业属性看，民营企业主导出口，外
商投资企业出口减少；从企业属地看，山东
省企业领军出口，北京市企业出口暴增；从
出口商品种类看，钢铁板材为主要出口品
种。目前俄罗斯钢材消费逐渐转向机械设
备、汽车和复杂管道用钢等高附加值产品，
有效拉动了满洲里关区钢铁板材出口。

（贺惊涛）

满洲里海关

关区钢材出口量
同比增长59.5%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姜晓莹 摄影报道

为了真正使“扫黄打非”走进基层，锡盟文化执法部门创新工作思路，结合区域特
点，以畜牧业和半农半牧两类地区划分，设立了西乌珠穆沁旗和太仆寺旗两个“扫黄
打非”进基层工作试点，在嘎查村成立“扫黄打非”工作站，以点带面，通过组建基层

“义务监督员”、送法入户，把“扫黄打非”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做到全方位、无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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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执法部门工作人员与党员中
心户李耀文（中），进行交流。

近日，呼和浩特市赛罕区
水文社区院内多了一个用蒙、
中、英三种语言书写的“楼内卫
生间对外开放”的醒目提示标
牌。为弥补首府公厕不足，方
便行人救急，首府出台新策，从
本月起，将沿街所有机关单位
（学校和涉密单位除外）楼内卫
生间全部对外开放使用，解决
市民如厕难题。

本报记者 皇甫秀玲 摄

沿街楼内卫生间
可外用了

■镜观

“扫黄打非”下基层

本报呼和浩特3月6日讯 （记者 刘
洋）记者从呼和浩特市近日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获悉，呼和浩特市注册志愿者达
25万。

目前，呼和浩特市已有各类志愿服务组
织500多个，公共场所的志愿服务站1200
多个，志愿者年龄结构日趋多元，党员志愿
者的先锋模范和示范引领作用更加凸显，社
会力量日益活跃。

据了解，呼和浩特市志愿服务内容已
拓展到教育、科技、文化、卫生、治安、环保
等领域，实现有组织、有规模、经常化、常态
化活动的转变。特别是在首府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以来，广大志愿者自觉参与、主动践
行，在首府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五大专项行
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五在青城”
活动、公民道德建设“三百示范”活动、以及
各类重大节庆和重要会议活动中均发挥了
积极作用。

呼和浩特市

注册志愿者达到25万人

本报赤峰 3月 6 日电 （记者 徐永
升）总投资200亿元的正威赤峰林西电子信
息产业园项目日前签约落地。该项目完全
达产后，能够实现从电解铜、精铜加工到精
密线缆加工再到印刷电路加工等铜产品的
全产业链生产。

深圳正威（集团）有限公司是该项目的
主要投资方，是位居世界500强第190位的
企业。项目规划用地3000亩，其中工业用
地1500亩，配套商住用地1500亩。项目分
两期建设，一期计划投资100亿元，主要建
设内容为年产10万吨电解铜、年产25万吨
精铜的加工生产线和精密线缆生产线。并
建设与生产配套的办公研发中心、物流中
心、培训教育基地、专家、高管及技术人员公
寓等；二期计划投资100亿元，主要建设内
容以精密铜箔、高级覆铜板、印刷线路板电
子信息产品生产为主的生产线及其配套设
施。其中，项目生产的柔性印刷电路板，可
用于笔记本电脑、折叠或滑盖手机等需要弯
折的电子产品。

赤峰市

总投资200亿元的
电子信息产业园项目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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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9版 毕业学生16.1万人。年末
有小学 1730 所，招收学生 22.8 万人，增长
1.7%；在校学生133.8万人，增长1.9%；毕业
学生19.9万人，下降1.3%。全区幼儿园在园
幼儿人数60.8万人，增长2.4%。全区初中阶
段毛入学率 98.7%，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
100%。

全年共取得重大科技成果 558 项，其
中，基础理论成果95项，应用技术成果460
项，软科学成果3项。获得国家级奖励的科
技成果1项。全年专利申请10672项，授权
专利5846项。年内共签订各类技术合同数
2711个。合同成交金额144.2亿元，其中，
区内成交技术金额10.6亿元，向区外输出技
术成交金额1.5亿元，吸纳区外技术成果金
额132.1亿元。

全区共有56个有产品质量检验证书的
机构，其中，国家检测中心5个。

年末全区有艺术表演团体97个，其中，
乌兰牧骑71个；艺术表演场所19个。现拥
有文化馆106座，公共图书馆118座，博物馆
87座，档案馆139座，已开放各类档案281.1

万卷。年末全区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
99.2%，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99.2%。年末
全区有线电视用户330.6万户。自治区和盟
市两级出版报纸29601.8万份，出版各类期
刊1849.7万册，出版图书6169万册。全年
生产故事影片8部，蒙语译制片100部。

年内全区体育健儿在国内外重大竞赛
中获奖牌241枚。其中，国外获奖牌13枚，
国内获奖牌228枚。

十一.卫生和社会服务
年末全区共有卫生机构 24001 个，其

中，医院720个，农村牧区卫生院1321个，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117个，妇幼卫生机构113
个，专科疾病防治院（所）54个。年末全区医
疗卫生单位拥有病床13.9万张，增长3.6%，
其中，医院拥有病床10.9万张，乡镇卫生院
拥有病床2万张，妇幼卫生机构拥有病床0.4
万张。全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16.9万人，增
长4.3%，其中，执业医师、助理医师6.6万人，
注册护士6.6万人。农村牧区拥有村卫生室
1.4万个，拥有乡村医生和卫生员1.8万人。

年末全区城镇建立各种社区服务设施
3385个，比上年增长11.9%。其中，社区服
务中心1000个。全区各类社会福利院床位
1.8万张，各类福利院收养人数1.4万人。全
年共有162.5万人得到国家最低生活保障救
济。全年筹集社会福利资金16.2亿元，销售
社会福利彩票58.0亿元，分别增长2.5%和
8.2%。接受社会捐赠306.7万元。

十二.资源、环境
初步统计，全年完成营造林面积100.8

万公顷。其中，人工造林36.7万公顷，飞播
造林7.5万公顷，封山育林13.7万公顷，完成
中、幼林抚育（作业）面积30万公顷。完成退
耕还林和荒山荒地造林面积3.9万公顷，完
成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造林面积 8.1 万公
顷，完成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造林面积14.2
万公顷，完成“三北”防护林五期工程造林面
积8.8万公顷。年末全区森林面积2487.9万
公顷，森林覆盖率达21.0%。

全区确定的自然保护区182个。其中，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9个，自治区级自然保护

区60个。自然保护区面积1268.0万公顷。
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单位25个。

初步核算，万元生产总值能耗超额完成
年度下降目标和“十三五”进度目标。万元
GDP能耗比上年下降4.1%，万元工业增加
值能耗（1）下降 5.9%。全年规模以上工业综
合能源消费量（2）增长0.9%，其中，七大高耗
能行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增长0.8%。主要耗
能工业企业（3）吨原煤生产综合能耗增长
1.1%，单位电石生产综合能耗增长1.0%，吨
水泥综合能耗增长1.4%，吨钢综合能耗增长
0.4%。

注释：
本公报中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部分

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着与分项合计
不等的情况。

（1）规模以上工业口径，按当量值计算。
（2）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口

径，按当量值计算。
（3）主要耗能工业企业是指年综合能源

消费量1万吨标准煤及以上的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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