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全国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1314 万人，年

末城镇登记失业率 4.02%，为多年来最
低。

农村贫困人口减少 1240 万，易地
扶贫搬迁人口超过 240 万。棚户区住
房改造 600 多万套，农村危房改造 380
多万户。

2016年内蒙古
城镇新增就业 26.8 万人，城镇登

记失业率控制在 3.65%的较低水平。
21 万以上贫困人口稳定脱贫，12 个区
贫旗县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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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全国
城镇新增就业 1100 万人以上，城

镇登记失业率 4.5%以内。
再完成棚户区住房改造 600 万套，

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 1000 万以上，完
成易地扶贫搬迁 340 万人。

2017年内蒙古
城镇新增就业 25 万人。
实施城镇棚户区改造 22 万户，货

币化安置比例不低于 60%。确保 20 万
贫困人口脱贫、14 个区贫旗县、3 个国
贫旗县摘帽。

冯玉臻代表：
要在转方式调结构中，筑牢保障和

改善民生的根基。民生问题本质上是
发展问题，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加重要位置，凝
聚全社会支持和参与发展的“共建”力
量。

揭新民委员：
农村危房改造项目是国家和自治

区的重点民生工程。我建议国家进一
步提高农村危房改造补助标准，实现对
特困户政策兜底；将边境一线地区其他

贫困户纳入中央财政支持范围；加大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投入力度。

费东斌代表：
我们主要还是在精准扶贫上发力，

特别是产业扶贫，要加大对同农牧民已
经建立了利益连接机制的龙头企业的
支持力度，把规模迅速扩大，也要带动
更多人加入到产业扶贫的队伍中来。

马瑞强代表：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实现年轻人

就业的好渠道。我相信，随着政策越来
越密集，优惠的力度越来越大，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必将进一步成为缓解就业
压力的有效途径。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报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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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完善强农惠农政策，拓展农民就业增收渠道，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推动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互促共进，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
展新动能。

听一听我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和住我区全国政协委员怎么说——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月英

“报告中强调，要把深化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作为重要任务，抓住了农
牧业发展的关键和核心。深入推进农
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就
是要把增加绿色特色优质农畜产品供
给作为主攻方向，去满足市场和消费者
需求。”全国人大代表段志强说。

巴彦淖尔市有 1100 万亩耕地，河
套小麦、巴美肉羊等农畜产品品牌享誉
国内外，葵花、番茄、羊肉等产品出口到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额连续 8 年居
内蒙古首位。近年来，巴彦淖尔市坚定
建设全国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
的决心，开始探索把“塞外粮仓”打造成

“天下厨房”的路子。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最大的任务，
就是以深化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在产地、产业、产品等各方面、
各环节下足功夫，调绿生产方式、调新
产业体系、调优产品结构，实现农牧民
持续增收。”段志强代表说。

段志强代表认为，推动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巴彦淖尔市要结合地
域特色，从建设绿色河套、推动绿色转
型、打造绿色精品、实现绿色富民着手
去把握关键，掌握核心目标，找到突破
口。

“下一步，我们将大力发展农村牧区
新产业、新业态，做好特色产业精深加工、
发展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促进一二
三产业深度融合，全力推动产业发展绿色
转型。要打好科技创新牌，向创新要动
力，向科技要效益。走农畜产品精深加

工、转化增值之路，吸引更多的上下游企
业搞配套服务。要打好农村电商、乡村旅
游牌，推动河套农村电商打响牌子、趟开
路子，让绿色优质农畜产品插上‘互联
网+’的翅膀；抢抓国家大力发展乡村休闲
旅游产业的机遇，坚持以农兴旅、以旅促
农，使旅游业成为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
新兴支柱产业。在巩固提升粮食生产能
力基础上，积极适应农产品消费升级需
求，从特色农畜产品入手，打好绿色牌，走
好特色路，大力发展绿色特色产品生产，
提高产品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大力推
进农村牧区综合改革，积极发展龙头企
业，完善农企利益联结机制，支持农民以
多种形式参与龙头企业经营；发展农牧民
合作社、家庭农场，不断提高农牧民经营
性、财产性和工资性收入。”段志强代表
说。

段志强：把“塞外粮仓”打造成“天下厨房”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白代兄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完善强农惠农政策，拓展农民就业
增收渠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
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互促共进，加
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全国两
会上，政府工作报告释放出的政策信
号，让住我区全国政协委员莎娜感到
振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找对了
当前中国农业的薄弱环节和发展方
向。”

莎娜介绍，近年来，我国农业发展
取得显著成就，粮食连年丰收，农业基
础进一步巩固，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
升。但是，农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总
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
为阶段性的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
存。以我区土默特左旗为例，在价格
等因素的影响下，种植玉米的经济效
益优势不断增强，由此产生玉米出现
阶段性供过于求的现象，大豆、杂粮等
一些效益比较低的农作物种植面积萎
缩，供求缺口逐渐扩大。“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综合效益

和竞争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
农业政策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向。”莎娜
说。

如何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莎娜认为需要“三管齐下”。一是统
筹粮经饲种植结构，发展规模高效养殖
业，做大做强特色农业，培育壮大具有区
域特色的主导产品、支柱产业和特色品
牌。二是充分尊重农民经营自主权，让
农民自主决定农业生产经营，切实保障
农民的合法权益。三是发挥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利用市场信息、需
求和办法，确定调整方向、规模和内容。

莎娜：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三管齐下”

段志强代表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袁永红 摄

莎娜委员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韩卿立 摄

有民族团结才有发展进步
□安华祎

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说：“民族团结要像糌粑和糍粑那样，捏成
团、聚成团、抱成团。”这是各民族大团结惟妙惟肖的贴切比喻，更充分
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民族团结的高度重视。

内蒙古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团结关乎大局、关乎长远、关乎
根本。回首我区近年来的发展，各族群众生活越来越富裕，看病就医越
来越方便，住房条件越来越好。这些变化和成就的取得，无不得益于安
定团结和谐的社会环境。内蒙古的发展实践充分证明，有民族团结才
有发展进步。

事成于和睦，力生于团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只要各族兄弟姐
妹们捏成团、聚成团、抱成团，就能开出最鲜艳的花、结出最香甜的果，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以创新壮大实体经济
□白江宏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根基。对于内蒙古这样的欠发达地区
来说，实体经济更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以创新
引领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推动实体经济优化结构，不断提高质量、效益
和竞争力”，这为振兴实体经济提供了遵循、注入了信心。

实践证明，振兴实体经济要靠新业态新产业引领，要靠创新提升核
心竞争力。近几年，我区发展起来的优势产业，都与创新分不开。比
如，煤化工产业规模和发展水平全国领先，核心是拥有 100 多项专利技
术；电力产业的快速发展，也得益于空冷机组、特高压输电技术等先进
技术的应用。

实体经济强，内蒙古才能筋强骨壮。振兴实体经济，必须紧紧扭住
创新驱动要素，以创新成果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让我区的优势产业“老
树发新芽”，以“高精尖”技术搅动新兴产业的“一池春水”，让新兴产业
尽快挑起经济增长的“大梁”，形成新老产业双轨并行、提质增效的良好
局面。

精准发力促进就业创业
□籍海洋

3 月 8 日，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在“部长通道”上表示，今年就业形势
仍然错综复杂，必须综合施策、精准发力，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确保今年
就业任务完成。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
撑。大力促进就业增收，内蒙古一直在努力。去年，我区城镇新增就业
26.84 万人，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 5.83 万人；今年我区确保实现全年城
镇新增就业 25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以内。

精准发力，力在重点。做好就业创业工作，不仅需要鼓励多渠道多
形式就业，抓住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代服
务业的重大机遇；还需逐步建立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提高劳动者就
业创业能力，完善创业扶持政策和激励机制，努力让每个人都有干事创
业、实现梦想的机会。

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随着各项促进就业政策和措
施的深入实施，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就业创业大有可为！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大显身手

携手人民日报中央厨房推出“千万级”产品
登上全国两会省级党报官号社交传播力榜首

本报 3 月 9 日讯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王坤）正在北京进行的
全国两会上，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报道团队运用丰富的新闻报道形式，以
内蒙古日报蒙汉文官方微信、客户端、新闻网、官方微博“两微一端一网”为
媒介，紧密契合两会热点话题，全方位传播、立体化呈现，融媒体舆论引导
能力和传播水平显著提升。

以蒙汉文“两微一端一网”和索伦嘎融媒体外宣平台为主力阵容的融
媒体矩阵，不仅强化了内蒙古日报社的品牌影响力，更扩大与补充了省级
党报的受众群。内蒙古新闻网、中国蒙古语新闻网、内蒙古客户端、呼陆客
客户端同时推出《撸起袖子加油干》专题。各客户端还开设了两会特稿、聚
焦内蒙古、两会好声音、两会快发布、两会看点多、两会深阅读等专栏和评
论讨论留言专区。

依托客户端及时、迅速、海量的平台特点，使两会权威声音迅速传播。
文字、视频、图表、图片、H5 等新闻产品，内容丰富、形式新颖、表达活泼。
蒙汉文客户端推出的微电视栏目《知会 1+N》，采访地点从北京两会会场到
后方演播大厅，再到各盟市旗县区——政策解读迅速落地，新闻传播与受
众无缝对接，在第一时间为各族群众奉上一道道精美的融媒体大餐。

新媒体发布端秉承党报一贯的严谨规范，始终把内容和质量要求放在
第一位，力求更加贴近目标群体。内蒙古日报官方微信 5 日刊发的《振
奋！咱内蒙古这件大事上了政府工作报告》一文，阅读量达到 4 万以上，转
载阅读量突破 10 万+。内蒙古日报社与人民日报社合作建立的融媒体工
作室——大青山工作室，也精心打造出了的第一道佳肴——《奔跑吧，内蒙
古！》，以万马奔腾的动态图、轻快的马头琴曲、详实的内容、精确的数据，展
现了朝气与强大感染力。作品 8 日晚在人民日报中央厨房供稿平台推出
后，人民网、海外网、环球网、经济网、网易、新浪、内蒙古新闻网、内蒙古旅
游网等媒体同时发布，内蒙古客户端、内蒙古日报官方微信迅速推送，截至
9 日 12 时，全网总阅读量突破 1000 万！

全国两会期间，内蒙古日报开通了 Twitter（推特）账号 InnerMon-
goliaDaily（@IMDChina）。6 日，用英语发布了首条推文，将壮美内蒙古

“推”向世界。
以微博、微信传播效率为评估对象，由《新闻战线》杂志和第三方监测

机构泽传媒推出的 2017 全国两会省级党报官号社交传播力榜单，首日排
行内蒙古日报即进入十强、位居第六；在 7 日的排行榜上，内蒙古日报跃居
第一，荣登榜首。

知会·数说·说数

安居乐业内蒙古

3 月 9 日 ，内 蒙 古 代 表 团 邓 伟 代 表
（左）在内蒙古日报社全国两会融媒体演
播室接受记者采访。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于涛 摄

3月9日，内蒙古代表团白晓光代表（左）在分组审议
常委会工作报告时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中小企业
法时，在融资、税收、人才引进和创新发展等方面要有相
应条款。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袁永红 摄

3 月 9 日，住我区全国政协委员孟松林（左）、乌恩（右）在内蒙古日报社全国两会
融媒体演播室接受记者采访。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于涛 摄

数说 说数

住我区全国政协委员杜江涛（中）建议：要善于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去产
能。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韩卿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