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巴彦淖尔 8 月 23 日电 （记
者 韩继旺）8月21至22日，全区综合行
政执法改革现场会在巴彦淖尔市召开，全
面总结改革试点成效，交流推广经验做
法，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布
小林就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工作专门作
出批示，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
副主席张建民出席会议并讲话。

张建民指出，开展综合行政执法改
革，是全面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
要内容，也是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经过一年多的试
点，全区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取得显著成
效，走出了一条“顶层设计、试点带路、
面上推进、持续深化”的改革路径。特

别是巴彦淖尔市等试点地区大胆探索、
积极创新，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借鉴、
可推广的典型经验。

张建民强调，要严格政策要求，抓实
关键举措，进一步摸清行政执法权、行政
执法机构、执法交叉情况，处理好“该谁执
法”与“谁来执法”、跨部门综合与部门内
综合、综合执法改革与其他改革之间的关
系，做好编制保障、制度保障、基础保障，
有计划、有步骤地抓好组织落实，持续深
入推进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工作。

张建民要求，要处理好试点先行与
后续跟进的关系，进一步加强组织领
导，做好协调配合，积极探索创新，营造
改革氛围，凝聚改革共识，把改革不断
推向深入。

全区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现场会
在巴彦淖尔市召开
布小林作出批示

本报 8 月 23 日讯 （记者 王连
英）记者从自治区金融办获悉，截至 6 月
末 ，全 区 金 融 机 构 人 民 币 贷 款 余 额
20892.75 亿元，同比增长 12.52%。贷
款比年初新增 1531.74 亿元，比去年同
期增长104.31亿元。

上半年，全区金融业进一步加大对
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不断扩大信贷规
模，金融资源进一步向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领域、重点行业倾斜，有力地支持了
自治区经济社会稳中有进发展。

金融支持重大项目、重点行业力度
加大。为进一步加大金融对春季重大项
目开工、“七网同建、七业同兴”建设的支
持力度，自治区金融办收集整理了498个
重大项目，推动金融机构重点支持。截至
6月末，全区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余额达
到 12406.65亿元，比年初新增 936.72亿
元，同比增长 18%。同时，协调金融机构
紧跟自治区产业政策，加快调整信贷结
构，重点行业融资规模不断扩大，截至 6
月末，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业、制造业、
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建
筑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业等6
大行业贷款新增额1004.08亿元，占全部
新增贷款的比重为65.55%。

支持脱贫攻坚的金融服务水平有效
提升。围绕《金融支持脱贫攻坚行动计
划》，全力提升金融服务“三农三牧”的质
量和水平。截至6月末，全区涉农贷款余
额 8066.84 亿元，比年初新增 536.61 亿
元，同比增长 12.13%。推动金融机构探
索适合贫困地区特点的业务模式，引导金

融机构推出以土地和草牧场承包权、经营
权等为抵质押物的信贷产品。截至 6 月
末，我区10个试点地区“两权”抵押贷款余
额2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3亿元。

民生领域金融支持力度不断增强。一
是棚户区改造贷款快速增加。截至 6 月
末，全区棚户区及垦区危房改造贷款余额
1570.6亿元，同比增长41.08%，占全区保
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贷款余额的98.94%，比
年初新增183.5亿元。二是信贷资源持续
向小微企业倾斜。截至6月末，我区小微
企业贷款余额 4419.28 亿元，同比增长
21.13%，比年初新增391.97亿元，高于各
项贷款平均增速8.61个百分点。推动建立
健全地方融资性担保风险体系，为小微企
业担保增信，截至6月末，全区融资担保机
构在保责任余额278.3亿元。

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加快发展。大力
发展普惠金融。印发了《内蒙古自治区普
惠金融试点方案》，决定在赤峰市喀喇沁
旗、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开展农村普惠
金融综合试点，在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
旗和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开展牧区
金融与绿色金融相结合的普惠金融综合
试点工作。推动包商银行在巴彦淖尔市、
赤峰市、乌兰察布市农村牧区创建“村口
银行”，应用互联网为农牧民提供全新金
融服务方式，目前已设立“村口银行”186
家。同时，推动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制定
出台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构建
绿色金融体系的实施意见》，创新绿色金
融服务，支持绿色产业发展，推进绿色生
态文明建设。

上半年我区新增贷款
近七成投向重点行业

本报 8 月 23 日讯 （记者 李文
明）记者从 8月 22日召开的全区草原工
作座谈会上获悉，我区积极探索草牧业
发展模式，在全区13个旗县进行草种产
业发展、人工草地建植、天然草原改良、
草产品加工生产和金融服务支撑为主
要内容的试点建设工作。目前，13个草
牧业试点建设工作均已全面展开。

据悉，13 个草牧业试点旗县结合
实际，先试先行，深挖潜力，提质增效，
努力在草牧业发展上开辟新途径，积极
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试验试点经验。

其中，达茂旗重点探索国家生态补偿政
策与提高一年生牧草供给能力相结合
的草牧业发展模式；阿鲁科尔沁旗重点
探索以人工草地划区轮牧为技术核心
的草牧业发展模式；陈巴尔虎旗重点探
索以天然草场改良和饲草料贮运能力
建设为主的牧区草牧业模式；凉城县发
挥区域优势，重点探索建设规模化苜蓿
人工草地，促进三元种植结构调整的农
区模式。呼伦贝尔农垦重点探索标准
化、集约化、产业化的现代草牧业发展
模式，争做现代草牧业发展排头兵。

今年，我区推动转变草牧业发展方
式同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相结合，把转
方式有效融入调结构之中；推动转变
草 牧 业 发 展 方 式 同 延 长 产 业 链 相 结
合，把转方式有效融入资源转化增值
之中；推动转变草牧业发展方式同减
少草牧业面源污染相结合，把转方式
有效融入绿色低碳发展之中；推动转
变草牧业发展方式同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相结合，把转方式有效融入改革开
放之中。加快推动草牧业转型升级，
着力补足牧草产业弱小，优质牧草供

给严重不足，草原畜牧业组织管理水
平粗放的短板，推动我区草牧业向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方向发
展，全面提升草牧业综合生产能力。
按照稳粮、优经、扩饲的要求，我区加
快构建粮经饲协调发展的三元结构，
并大力发展青贮玉米、高产优质苜蓿、
燕麦、冰草、羊草、无芒雀麦等优质牧
草种植。积极改良天然草场，大力发
展人工草地，扩大优质牧草种植面积，
大力发展草牧业延伸加工、仓储、运输
产业，提升草牧业产业化经营水平。

全区草牧业试点建设工作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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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北 京 8 月 23 日 电 （记
者 史 竞 男 白 瀛）《习 近 平 谈 治 国
理 政》国 际 出 版 成 果 展 示 会 23 日 在
第 二 十 四 届 北 京 国 际 图 书 博 览 会 上
举行。

《习 近 平 谈 治 国 理 政》自 2014 年
9 月 出 版 发 行 以 来 ，在 国 内 外 引 起 热
烈反响，目前已出版 21 个语种，累计
发 行 642 万 册 ，发 行 到 世 界 160 多 个
国家和地区。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国际
出版成果展示会在京举行

新华社北京 8 月 23 日电 （记者
史竞男 白瀛）由中国外文局下属的

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的《摆脱贫困》英
文版、法文版 23 日在第二十四届北京
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国内首发。

《摆脱贫困》是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个
人著作，收录了他 1988 年至 1990 年任
中共宁德地委书记期间的重要讲话和
调研文章，共 29 篇。还收录有 10 张彩
色照片，其中包括他在宁德工作期间
的 6 张工作照片。

全书紧紧围绕闽东地区如何脱贫
致富、加快发展这一主题，提出了一系
列的制度、理念、观点和方法，深刻回

答了推进闽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涉及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
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重要内容，思想
丰富深刻，文风生动亲切，具有很高的
理论价值，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一脉相承、
相互呼应。同时，该书也是习近平同
志在宁德两年艰苦工作的全面写照，
体现了他扎根艰苦地区带领群众摆脱
贫 困 的 坚 定 理 想 信 念 和 深 挚 为 民 情
怀。该书中文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于
1992 年 7 月 第 一 版 印 制 出 版 ，并 于
2014 年 8 月重印，深受国内广大读者
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欢迎。

出席首发活动的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副局长吴尚之说，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纳入“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取得
了举世公认的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
验，也为其他国家脱贫发展提供了有
益的借鉴。

中国外文局局长张福海说，为向
国际社会深入介绍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扶贫脱贫工作的思想，促进广大发展
中国家在脱贫减贫领域的经验交流，
中国外文局所属外文出版社与福建人

民出版社合作，翻译出版了《摆脱贫
困》一书的英文版和法文版，并面向全
球发行。这本书刚一出版，就得到了
国际社会的热烈反响。

几 内 亚 驻 华 大 使 特 别 代 表 、政
治 文 化 参 赞 巴·迪 埃 赫 诺·马 德 儒
说，这本书将为几内亚摆脱贫困、发
展 经 济 提 供 重 要 的 思 路 和 方 法 ，也
将 借 此 进 一 步 巩 固 几 内 亚 同 中 国 的
传统友谊。

据悉，《摆脱贫困》英文版、法文版
翻译出版后，第一时间在非洲举办的
多个减贫发展高端论坛和智库交流活
动中亮相，受到了非洲各国政要、学者
和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和称赞。

习近平重要著作《摆脱贫困》
英文版法文版国内首发

□本报记者 郭俊楼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建设亮丽
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的题词和中
央代表团团长俞正声在自治区成立 7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让内蒙古社
会科学院、内蒙古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的干部职工们备受鼓舞，掀起了学习、
题词和讲话精神的热潮。近日，本报
记者专访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院长马
永真、副院长张志华，内蒙古社会科学
界联合会副主席胡益华、研究部部长
朱晓俊，请他们谈谈如何学习贯彻题
词和讲话精神？

坚定不移地
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贯彻好执行好
马永真：习近平总书记为庆祝内

蒙古自治区成立 70 周年的题词和俞正
声同志在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既是对
全区各族人民群众艰苦创业取得辉煌
成就的充分肯定，又是对内蒙古继往
开来、再谱新篇的殷切期望。

内蒙古 70 年繁荣发展的实践证
明，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民
族区域自治理论政策和基本制度，才
能有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今后，我们要从三个方面努力，坚持和
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一是坚定制度自信。70 年发展的
历史已经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
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
政治制度，是对各少数民族生存权、发
展权的尊重和保障。因此，必须坚定
制度自信，坚定不移地把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贯彻好执行好。二是不断总结

经验。内蒙古作为首个民族区域自治
地方，同时又是“模范自治区”，70 年
来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这需要我们
不断总结，继往开来，勇往直前，在新
的 起 点 上 ，把 内 蒙 古 建 设 得 更 加 美
好。三是进一步发挥好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的优越性。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
上，不断加强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建设
和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通过不断
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紧紧抓住民
族团结这条生命线，更好地凝聚和调
动全区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共同
致力于实现“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
大中国梦”。

牢记嘱托和期望
把内蒙古建设成为和谐幸福的美

好家园
张志华：“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

大中国梦”，习近平总书记为内蒙古自治
区成立70周年的题词，道出了全区2500
多万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给我们以巨
大的鼓舞。中国梦，说到底就是人民的
幸福梦。站在 70 年辉煌成就的新起点
上，内蒙古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
和殷切期望，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不负期望、砥砺奋进，带领
全区各族群众共同创造幸福生活，把内
蒙古建设成为和谐幸福的美好家园。

要坚持五大发展理念，牢牢兜住
发展底线。努力改变内蒙古欠发达的
区情，大力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全面打
造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现代产业体
系。要坚持绿色发展，大力推进资源
节约和循环发展，让内蒙古的天更蓝、
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人民更
开心，筑牢祖国北疆生态安全屏障。

■下转第 2 版

在共圆伟大中国梦的实践中贡献内蒙古力量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题词精神 访谈

8 月 23 日，在一家制作蒙古袍的
店铺里斯琴高娃和两个姐妹正忙着剪
裁、绣花。斯琴高娃为了传承扎鲁特
蒙古族优秀的服饰文化，带领着几名
爱好刺绣的姐妹到牧区寻访资深刺绣
老人，通过学习恢复了 18 种已失传的
扎鲁特蒙古族服装刺绣针法和生活用
品刺绣针法。

本报记者 通拉嘎 摄

传承扎鲁特刺绣针法

■详见第 4 版

守望，为了这片净土
——可可西里生态保护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