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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宏章

这几天，家住阿左旗巴彦浩特镇凯
龙名都小区的刘进忠老人，在儿女帮助
下正忙着收拾新家。“这是我住进新楼
房过的第一个春节，一定要把家打扫的
干净利落，还充满喜庆！”刘进忠满面笑
容地说。

今年71岁的刘进忠老人于去年年
底通过政府棚改换新房政策搬进新楼
房。据老人介绍，以前住在巴彦浩特鹿
圈山旧房子时，房屋墙壁老化脱落，冬天
烧煤取暖，还没有下水管道，而坑坑洼洼
的狭窄巷道，每到雨雪天泥泞不堪。住
上干净亮敞的楼房一直是老两口的梦
想，“自从搬进新楼房，感觉真好，做饭有
燃气，冬天有暖气，上卫生间也方便。政
府实施棚户区改造真是给老百姓做了件
大好事，我们打心眼里满意！”

近两年，阿拉善盟坚持惠民富民宗
旨，提出持续推进民生保障和社会事业
建设，逐步构筑“大民生”格局，并采取
一系列举措，在保障性住房、就业、教
育、社会保障等领域，着力解决群众最

关心、最现实的生产生活问题和反映强
烈的突出问题，一项项民生新政、一桩
桩民生实事落地生根，让更多群众享受
到改革发展的成果。

解决百姓最急、最盼的事情是民生
之重。以改善城区人居环境为重点，阿
拉善盟将城市危旧房和棚户区改造与
城市拓展区开发相结合，大力实施安居
工程。2015年末，阿左旗正式启动巴
彦浩特 5630户 65万平方米棚户区改
造和城市危房改造工程；2017年，新开
工棚户区改造5209套，开工率100%，
改造面积 57.57 万平方米，完成投资
18.04亿元；通过政府搭建购房服务平
台，鼓励引导棚改区居民购买商品房作
为棚改安置用房，让一大批棚户居民圆
了新居梦。

“自从有了安稳工作，我感觉生活
一下子充满了阳光。”今年46岁的阿左

旗巴彦浩特镇民族社区居民李永育，每
天上午清理完垃圾后，就在家看看电
视、浇浇养殖的几盆花。两年前，身患
脊柱炎的李永育和妻子为了维持生计，
四处打工，生活窘迫。阿左旗就业局将
他家纳入零就业家庭，安排他和妻子在
街道清洁队做了司机和保洁员。“现在
我和妻子每年收入加起来3万多元，单
位还给缴纳医疗、养老保险，我再不用
为生活发愁了！”李永育脸上绽开笑容。

就业是民生之本。去年，阿拉善盟
新增就业3610人，安置再就业954人，
实现农牧民转移就业3033人，登记失
业率为2.5%，扶持建设就业创业园及
孵化基地、高校毕业生创业一条街、农
牧民就业创业基地等，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蔚然成风。

走进阿左旗第八小学 5万多平方
米校园，曾经的危旧教学楼被取而代之

的是焕然一新的现代化城市小学。该
小学的蜕变是阿拉善盟大力推进教育
均衡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几年来，该盟
在巩固15年免费教育成果，不断完善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机制的同
时，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各旗投入
资金2.3亿多元，用于加强学校基础设
施建设和提升学校装备水平，进一步改
善办学条件；并通过与发达地区合作交
流及开展各项专题培训，不断加强教师
队伍建设，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目前，
该盟成为我区首个整体实现义务教育
发展基本均衡旗的盟市，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人口覆盖率达100%。

去年，阿拉善盟城镇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月均标准和农村牧区年保障标准
分别提至每人每月672元和每人每年
6504元，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人均
养老金水平达每人每月373元。企业
退休（退职）人员养老金人均月增
142.72元；为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救助需求，去年累计发放各类社会救
助资金2917.7万多元……阿拉善一件
件惠及于民的好事实事，让驼乡居民感
受到民生改善的炽热温度。

阿拉善盟：民生有温度 生活有质感
本报 2月 8日讯 （记者 李永

桃 实习生 蒋韬）记者从日前召开
的2018年全区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
议上获悉，2017年，我区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扎实推进稳增长、调
结构、转方式、促改革各项工作，工
业质量和效益同步提升，全年规模以
上工业产值同比增长10.6%，利润增
长 115.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94.7
个百分点；工业税收1253.4亿元，同
比增长 40.5%，占全部税收比重的
56.4% ； 中 小 企 业 数 量 同 比 增 长
14.7%；电信业务总量244亿元，同
比增长9.2%。

2017 年我区工业经济实现稳定
增长。在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方面，我
区不断完善电力多边交易、大用户直
供等措施，构建电价“洼地”优势，全年

降低企业用电成本80.4亿元，稳定并
提高了优势特色产业市场竞争力和产
能利用率。电石、铁合金、PVC、单晶
硅 在 全 国 市 场 占 有 率 分 别 达 到
33.4%、18.9%、23.1%、34.2%，较去年
提高2到5个百分点。抓住煤炭供应
趋紧机遇，我区不断释放优质煤炭产
能2.3亿吨，推动主要煤电企业签订电
煤“长协”并加强履约情况督查。全年
煤炭产量达到 8.8 亿吨，同比增长
7.6%，有效促进了市场供需平衡、保障
了全国煤炭市场供应。

另外，我区全力做好煤电油气运
协调保障工作，特别是有力缓解了去
年入冬以来我区出现的区域性、阶段
性天然气供需矛盾。全年工业用电
量、铁路运输量、公路运输量同比分别
增长10.7%、13.9%和12.9%。

2017年我区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同比增长10.6%

本报 2月 8日讯 （记者 施佳
丽）记者从日前召开的全区林业局长
会议获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区国有
林区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国有林区
林场发展活力明显增强。2018年，我
区将继续推进国有林区改革，加大生
态保护和建设力度。

5年来，我区国有林场改革稳步推
进，国有林场剥离办社会基本实现，盟
市国有林场改革《意见》全部印发，已
批复91个旗县（市、区）、满洲里市和6
个盟市直属国有林场改革实施方案。
其中，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管理局成
立，森工集团承担的社会管理和公共
服务职能全部剥离，所属经营性企业
有序分类划转，职工基本得到妥善转
岗安置，职能逐步向生态保护建设转
变。同时，完成了4个国有林场的森林
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试点工作，编制
方法被登记为自治区科学技术成果。

5年来，我区集体林权制度不断完
善，出台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完善集体林权制度的实施意
见》《关于进一步规范集体林权流转管

理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快农牧民林业
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意见》和《关于加强
基层林业组织建设的意见》等4个指导
性文件，继续稳定集体林地承包关系，
放活生产经营自主权，引导集体林适
度规模经营，规范集体林权流转，集体
林权制度改革成果进一步巩固和扩
大，有力促进了农村牧区经济可持续
发展。全区集体林地累计经营权流转
面积577.49万亩，累计抵押林地面积
69.89万亩。

2018年，我区将按照全国国有林
场和国有林区改革推进会的部署要
求，开展国有林场改革督查，研究解决
难点问题，抓好盟市、旗县（市、区）国
有林场改革方案落地，确保年底基本
完成主要改革任务。落实好自治区关
于完善集体林权制度的实施意见，积
极推行集体林地“三权分置”，完善集
体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培育新
型林业经营主体，推进林业适度规模
经营，进一步规范林权流转，落实林权
抵押贷款政策，继续做好集体林地承
包经营纠纷排查调处工作。

我区国有林区改革
取得阶段性成果

本报通辽2月8日电 （记者 薛
一群）春节临近，为切实保障节日期间
食品安全，通辽市全面开展食品药品
安全大检查。

此次活动以米面粮油、肉制品、
饮料等节日热销食品为重点，以食品
加工企业、集贸市场、商场超市、年
夜饭供餐单位等为重点区域，严格落
实各项管理制度和措施，重点打击使
用劣质原材料生产加工制作食品、降
低标准突击生产食品和超范围超限量
使用食品添加剂等违法行为。对散装
白酒生产经营重点集中整治，全面排
查进货来源，对销售无“QS”或

“SC”标识、擅自分装及经营不符合

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散装白酒，一律
下架退市。加强药品安全监管，重点
对药品购进渠道、执业药师在职在
岗、冷链管理等药品质量安全风险点
进行专项检查。农牧业、卫生计生、
工商等部门密切配合，加大联合执法
和检查力度，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
尖上的安全”。

检查行动将持续到今年3月。截
至目前，全市共出动执法人员1.2万余
人次，检查食品药品生产经营单位
7230家次，完成食品快速检测3500批
次，食品监督抽检448批次，查封无经
营许可证的散装白酒211吨；立案38
起，结案18起，罚没款19.03万元。

通辽市开展食品药品安全大检查

本报乌兰察布2月8日电 （记
者 皇甫美鲜 海军 实习记者 周
伟） 2月8日，北京雅宝路国际贸易
商会、企业代表，俄罗斯、蒙古国等
国际采购商，中国·新雅宝路商户、
北京雅宝路市场商户代表等500余人
集聚集宁区，参加中国新雅宝路商城
2018年第一届中俄蒙订货会启动仪
式。

乌兰察布市承接北京雅宝路市场
产业转移工作是响应国家“一带一
路”建设和“京津翼一体化”建设规
划的重点工程，是深化京蒙对口支援
的重要举措。到目前为止，中国·新
雅宝路商城共举办采购活动 12次，
入驻外贸商户160余户，组织境外采
购商4000余人。此外，入驻集宁皮
件产业园区的16家外贸企业也陆续
投产，2017年共完成产值1.5亿元，
出口6396万元，完成退税160多万
元。

2018年是乌兰察布市承接北京
雅宝路产业转移的关键之年。该市全
力做好承接工作，除此次订货会外，
还将举行承接北京雅宝路市场产业转
移座谈会等多项活动，打造乌兰察布
市开放发展新高地。

国内外500多客商
参加新雅宝路

订货会

本报 2月 8日讯 （记者 杨帆）
2017 年，为了促进我区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中央财政继续加大对我
区转移支付力度，全年对我区各类补
助 资 金 达 2523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6.2%。
其中，返还性资金和一般性转移支

付资金达1464亿元，专项转移支付资
金达1059亿元。按照中央和自治区相
关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办法及要求，2017

年，自治区下达盟市各类补助资金
2207.3 亿元，增长 7.9%。下达盟市各
类补助资金中，返还性资金和一般性转
移支付资金1151.8亿元，专项转移支付
资金1055.5亿元。

去年中央财政对我区各类补助资金同比增长6.2%

□本报记者 徐永升

寒冬腊月，冷风袭人。在赤峰市
松山区上官地镇头把伙村，刚刚投入
使用一年的易地扶贫搬迁产业园区
里，新建的大棚里温暖如春。来到贫
困户吕洪文家中，只见一处50平方米
的住房连着1.2亩的日光温室。大棚
里翠绿欲滴的番茄苗已经开出黄色的
小花，满棚的春色给这个寒冷的冬天
带来盎然生机。“今年的春节恐怕得在
大棚里过了，给番茄修枝打杈、人工授

粉、浇水、冲施有机肥，这些活都得精
心去干，就盼着正月过后，番茄上市能
卖上一个好价钱！”吕洪文看着长势正
旺的番茄，脸上露出了笑容。

今年55岁的吕洪文，以前因病做
了胃切除手术，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
蓄。一贫如洗的他仅靠家里20多亩玉
米的收入，来维持术后恢复的费用。他
的家原来在深山沟里，住的是3间小土
房，走的是砂石路，一到雨季路泥泞难
走，外边的农资拉不进来，里边的农产
品运不出去。最让老吕犯愁的是吃水
难，村里仅有的一口辘轳井，出水量很

小，挑水得排上半个小时来回走5里
路。住房差、吃水难、行路难、身体弱，
让吕洪文家的生活一度处于贫困线以
下，老两口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2016年，头把伙村实施的易地扶
贫搬迁工程，让吕洪文看到了生活的
曙光。松山区政府整合各类资金投资
476万元，支持头把伙村移民新村建
设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发展致富
产业。如今，易地扶贫搬迁产业园区
容纳了6个自然村的24户贫困户。园
区按照“一房一棚”的模式，给贫困户
每口人2万元的建房补贴，每建一延
长米日光温室给补助620元。如今吕
洪文家红顶白墙的房子建得干净漂
亮，拧开龙头就能喝上自来水，房前屋
后都进行了硬化，出门2公里的作业
路直通主干道，还安了20盏路灯，而
园区旁新建的公共厕所方便又干净。

贫困户进入易地扶贫搬迁产业园
区一年间的收益如何？吕洪文掐着手
指头算了一笔账：他这1.2亩大棚种一
茬番茄，种苗、地膜、有机肥、水电费的
成本得7000元，而番茄的产量能达到
1万公斤，每公斤按3元计算，毛收入3

万元，纯收入达到2.3万元。2017年
老吕先后种了一茬香瓜和一茬番茄，
纯收入达到3.3万元。老吕家墙上的
家庭收入明白卡，清楚地记录了他一
年来的各种收入，在转移性收入的一
栏里，粮补、煤补、低保、公益林等补贴
的收入就达到7565元。光种大棚的
纯收入加上各种补助，老吕老两口的
人均纯收入就能达到1.5万元以上。

“易地扶贫搬迁不仅仅是给我们
贫困户换了个房子，更让我们换了个
活法！”吕洪文感慨，现在有房住，有事
干，有钱赚，这是过去连做梦都不敢想
的事。2017年，松山区按照“规划先
行、项目带动、产业支撑、稳定发展”的
思路，整合各类资金2047万元，完成
易地扶贫搬迁 315人，同步搬迁 157
人。在岗子乡建设集中安置点5个，
大夫营子乡建设集中安置点1个。松
山区扶贫办移民股干部郭永海介绍，
这种园区化的易地搬迁扶贫模式，既
解决了住房问题，又解决了增收问题，
使搬迁贫困户的生产和生活高度一体
化，真正能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
富的目标。

移民新村里的增收账

2月 8日，讲解员教小朋友们制作蒙语福字。当日，新春系列活动之一《品白月——祭火与祭灶》在内蒙古博物院二层大厅
蒙古包内举行，30多名小朋友在博物院讲解员的介绍下了解了蒙古族、汉族的小年民俗以及蒙古族祭火和汉族祭灶的文化内
涵。据悉，春节期间，内蒙古博物院将陆续举办多项丰富多彩的活动，让观众朋友们在博物院里过一个文化味儿十足的春节。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体验春节文化的乐趣

2月 8日，电动汽车驾驶员正在首府一座电动汽车充电站给车辆充电。据了
解，呼和浩特市首家电动汽车充电站位于赛罕区政府西侧的青城驿站，站内有直
流充电位 1 个、交流充电位 6 个，可同时满足 7 辆不同类型的电动汽车的充电需
求。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皇甫秀玲 摄

呼和浩特首家电动汽车充电站投入使用

■上接第1版
2017年 6月份，我区全面推进跨

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工作。
截至2017年 8月底，我区全面实现退
休异地安置、长期异地居住、常驻异地
工作、符合规定转诊等4类备案人员的
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有
跨省异地就医需求的参保人员，到参
保地进行备案后，就可以到定点医疗
机构就医，享受医疗费用直接结算。
目前，我区已经上传符合条件的异地
就医备案人员人 10.23 万人，其中有
1.61万像智女士这样享受到了跨省异

地就医直接结算带来的便利，医保基
金支付2.58亿元。

同时，我区确定了 156家跨省异
地就医定点医疗机构，其中包括三级
医疗机构55家，是三级医院全部接入
跨省异地就医系统的省份之一，极大
地方便了在我区就医的异地参保人
员。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
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我区将把更多
基层医疗机构和外出农牧民工、外来
就业创业人员纳入进来，基本实现异
地就医直接结算全覆盖。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真有人情味儿

看着长势正旺的西红柿，吕洪文（左）喜上眉梢。 本报记者 徐永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