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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大的短板。要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增强
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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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宏

全国人大代表索曙辉对扶贫工作
格外关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贫困地
区和贫困人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
大的短板。应强化政策保障，着力解决
贫困地区贫困面大、贫困人口多、贫困
程度深的问题，持续加快脱贫攻坚进
程。”

索曙辉来自“三少”民族自治旗、国
家级贫困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
旗。他说，今年，达斡尔旗坚持把脱贫

攻坚作为加快发展头等大事和第一民
生工程来抓，坚持扶贫先扶“志”，注重
思想教育，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持续开
展技术培训，让贫困群众有奔头。坚持
筑牢基础，加强村级组织建设，注重发
挥村干部作用，补齐基层建设短板，让
各级干部有劲头。坚持依托优势资源，
深入挖掘民俗文化，立足民族地区的资
源禀赋，加快发展现代农牧业，补齐产
业发展短板，让扶贫攻坚有抓手。

索曙辉建议，要坚持扶贫必扶智，
大力发展民族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持
续做好民族贫困学生的帮扶救助工作，

用知识和技能斩断穷根，彻底甩掉贫
帽子。针对民族地区因病返贫、因残
返贫等问题，切实完善医疗、养老、救
济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全面完善社会
保障体系，健全长效机制，避免出现返
贫现象，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
果。

“相信随着国家和自治区一系列
精准脱贫政策的颁布实施，我们一定
能够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与各民族
兄弟姐妹一道步入小康社会，共同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索曙
辉表示。

索曙辉：补齐产业发展短板 让扶贫攻坚有抓手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郭俊楼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贫困地区和
贫困人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大的
短板。关注着农村牧区危房改造的住
我区全国政协委员揭新民说：“近几年
来，国家加大了扶贫资金的投资力度，
希望在全国上下的共同努力下，尽快
帮助困难群体解决住房安全问题。”

4年来，为了掌握困难群体危房改
造的一手资料，揭新民调研的足迹遍
及内蒙古大部分地区。他了解到，在

目前农村牧区危房改造政策和补助标
准下，一些困难群众即使获得了政府
补助，也难以通过自身能力建起基本
安全住房。揭新民介绍，建档立卡贫
困户、分散供养五保户、低保户和残疾
人贫困户4类重点对象，是“十三五”期
间脱贫攻坚的工作重点，也是农村牧
区危房改造的重点和难点。

揭新民建议，提高农村牧区危房
改造补助标准，实现对特困户的政策
兜底。国家相关部门要加快深入调研
各地农村牧区建材成本、运输成本和
贫困农户经济状况等，及时研究提高

危房改造补助标准的可行性方案。并在
此基础上，适当提高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农村牧区危房改造的补助标准。同时对
省级配套、市县级配套比例做出明确规
定。

揭新民建议，在农村牧区危房改造
中采取特殊政策，将边境一线地区贫困
户纳入中央财政支持范围，采用统一标
准，以维护边疆稳定，民族团结；国家重
点加大对农村牧区生活垃圾、污水治理
和环境整治投入力度，或研究制定相关
激励措施，加快改善农村牧区人居环境，
促进新农村、新牧区建设。

揭新民：农村牧区危房改造要对特困户政策兜底

索曙辉代表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袁永红 摄

揭新民委员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韩卿立 摄

用法治红线守护绿色生态
□白江宏

3月12日，内蒙古代表团张学勤代表在审议两高报告时建
议，应当加大调研力度，完善长效法律机制，确保生态建设成
果。

实践证明，建设生态文明，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更离不
开法治的保障。近年来，我区的环境公益诉讼工作不断推向
深入，亮出法律之剑，有效震慑了各类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
违法行为，为内蒙古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提供了强大
的法律支撑。

绿色是内蒙古的底色和价值，生态是内蒙古的责任和潜
力。坚守生态底线，打好蓝天保卫战，必须依靠刚性制度，依
靠法治思维，才能釜底抽薪，确保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两不
误、两促进。我们要加快完善生态保护的法律制度，用法治红
线守护绿色生态，变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

账本公开 权力“上锁”
□李振南

3月 5日，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深入推
进政府预决算公开，倒逼沉淀资金盘活，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每一笔钱都要花在明处、用出实效。”5天后，全国人大常委会
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刘修文介绍，中央现有119个预算部门
中，今年除了涉密部门以外，104家都提请了全国人大审议，这
些部门预算都将依法公开。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不涉密的政府部门公开预决
算，就是把自家账本摊开给群众看，一切不合理的开支都将暴
露在阳光下，从制度层面给权力上了一把锁，有助于遏制腐败
和浪费。换而言之，预算的公开与否，不光是花多少钱、怎么
花钱的问题，也是推进反腐倡廉，建设透明政府、阳光政府的
重要举措。

需要强调的是，预决算公开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公开是
为了透明，透明为了更方便群众监督。所以，各级政府部门公
开账本时，不妨少些专业名词，多些通俗易懂，让老百姓看得
懂，更好地发挥监督作用，让加诸在权力上的这把锁更加牢
靠。

“重兵把守”食品安全
□籍海洋

“食品药品安全事关人民健康，必须管得严而又严。”李克
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句话，说到了老百姓的心坎
上。如今，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已
经成为普遍诉求。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加强食品安全工作，关系到每
个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食品安全不能局限于某个部
门、某个系统、某个领域，而是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完善监管
体制机制，充实基层监管力量，夯实各方责任。

身处互联网时代，食品安全监管不仅要在技术上更新换
代，更要在思维上跟上潮流。在“重兵把守”的前提下，建立和
完善食品安全的预警机制，引入多方实现食品安全的社会共
治。如此，才能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全国两会视频专题报道《知会·1+N》
内蒙古“撸起袖子”来脱贫

【前方主持人 包·萨茹拉】大家好，在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
少。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
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大的短板，要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前方主持人 包·萨茹拉】
内蒙古将扶贫攻坚作为头号民生工程，要“撸起袖子”来脱贫。

我们一起来听听代表委员们怎么说？
【冬云代表】
今年两会我的建议是加强农村低保体制机制建设，进一步规范

农村低保工作，全面提高低保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更好地惠及困难
群众。

【费东斌代表】
扶贫工作要在精准扶贫上发力，特别是产业扶贫。要加大对已

经和农牧民建立连接机制的农村企业的支持力度，并把规模迅速扩
大，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到产业扶贫队伍中来。

【乌恩委员】
建议国家级贫困县取消项目配套资金的要求，扎实推进农村扶

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优化扶贫投入结构、增强有效供给来提高
扶贫质量，进而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潘刚委员】
国家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我们要响应国家号召，给广大农

牧民提供贷款、提供技术支持，提供培训机会。
【后方主持人 尤琨】
今天我们邀请到内蒙古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永军，跟大家一

起聊一聊关于内蒙古脱贫攻坚的话题。
【内蒙古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永军】
脱贫攻坚是最大的政治任务和头号民生工程。到2020年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全力脱贫攻坚是关键之举。近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
不断加大民生方面的投入，增加脱贫攻坚任务完成的资金保障。不
断创新扶贫方式，实施产业脱贫、易地搬迁等多种形式的创新扶贫模
式。建立比较完善的考核监督体制。下一步，在扶贫工作中要突出
脱贫攻坚的精准性。多措并举、多管齐下，营造全社会共同来参与扶
贫开发的良好氛围。

【后方主持人 尤琨】
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基层干部群众的心声！
【赛罕区榆林镇榆林村委会党支部书记 张虎威】
我们村里具体实施扶贫项目有3个，一是利用扶贫资金购买基础

母羊。二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肉牛养殖，实行贫困户分红。三是安
装太阳能光伏设备85套，贫困户每户每年受益1300多元。

【扎赉特旗阿尔本格勒镇哈日础鲁嘎查黑木耳合作社负责人 图布斯】
这是我们今年生产的菌棒，从去年元旦开始生产，现在已经生产

40多万棒，有30多户贫困户，靠发展黑木耳脱贫了。现在，老百姓对
发展黑木耳产业积极性特别高，打算今年生产80多万棒菌棒，带动
200多户贫困户脱贫。

【后方主持人 尤琨】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脱贫攻坚的成果，引发现场

热烈的掌声。相信完成今年脱贫攻坚的任务，2017 年基本消除绝对
贫困现象，内蒙古定将赢得广大群众的掌声。

知会·数说·说数
绿水青山内蒙古

数说
2016年全国
全年完成造林面积679万公顷。
截至年底，自然保护区达到 2750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446个。
2016年内蒙古
初步统计，全年完成营造林面积100.8万公顷。
全区确定的自然保护区182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9个。

2017年全国
今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要分别下降3%，重点地区细颗

粒物（PM2.5）浓度明显下降。完成以电代煤、以气代煤300万户以
上。今年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要分别下降2%。

完成退耕还林还草1200万亩以上，积累更多生态财富，构筑可
持续发展的绿色长城。

2017年内蒙古
深入实施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退牧还草和区域绿化等重点

生态工程，完成营造林1400万亩、种草3000万亩。
加强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实施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计

划，完成1000万千瓦火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

说数
全国人大代表朱瑞莲：
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抓紧划定生态保护红线，还要启动第二轮

山水林湖保护工程，对于我们科尔沁沙地的治理来讲是个利好机
会。我认为，生态治理和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是相辅相成的，生态效益
好了，农牧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也会变好。

全国政协委员王召明：
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要完善主体功能区

制度和生态补偿机制，建立资源环境监测预警机制，开展健全国家自
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试点，出台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为生态文明
建设提供有力制度保障。这让我们看到国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魄
力与决心。

全国人大代表秦义：
我区有着横跨三北、东西距离长的独特地理位置，一直被誉为我

国北方最重要的生态屏障。这也是内蒙古自治区肩负的责任和光荣
使命，这些年来，我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全国人大代表邓伟：
总理在报告中指出要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和治理力度，我觉得内

蒙古作为北部边疆生态安全的屏障，应该顺势而为，乘势而上。两会
之前，我对加大内蒙古生态治理做过一次调研，并形成了建议报告。
内容为加强科尔沁沙地综合治理力度，建议国家加大投入和政策扶
持。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报道组）

3月13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胜利闭幕后，少数民族界别委员走出人民大会堂。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韩卿立 摄

3 月 13 日 ，内
蒙古代表团朱瑞莲
代 表 在 分 组 审 议

“两高”工作报告时
建议，加强对减刑、
假释、暂予监外执
行等刑罚执行和监
管工作的监督。

内蒙古日报社
融媒体记者 袁永
红 摄

3 月 13 日 ，内
蒙古代表团费东斌
代 表 ，在 审 议“ 两
高”工作报告时建
议，加强普法宣传
教育，培养和提高
法律意识，加大对
知识产权和造假行
为的打击力度。

内蒙古日报社
融媒体记者 袁永
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