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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一家亲绘就和谐兴安新画卷
◎《兴安日报》记者 马刚

连日来，兴安盟科右中旗巴彦呼舒镇
呼格吉勒社区全国“最美家庭”郭凤海、白
瑞琴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故事再次被广为传
颂，引起强烈反响。

上世纪80年代，退役后的郭凤海进入
科右中旗饮服公司工作，他的汉族同事李
氏夫妻俩去世，留下了八个孩子，其中有三
个孩子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连基本
生活都很困难。看着他们的不幸遭遇，郭
凤海下定决心帮助他们。郭凤海、白瑞琴

夫妇为三兄弟中状态相对较好的李俭娶了
媳妇，还为三兄弟买了三间砖木结构的房
子，又协调社区给李氏兄弟申办了低保。
郭凤海说：“不分姓什么，是什么民族，我们
就是一家人。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绝不
会让李家兄弟挨饿。”

在兴安盟，“三个离不开”“五个认同”
的思想深深扎根各族人民心中。2016年 10
月，兴安盟被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活动示范盟荣誉称号，成为全国首批、自治

区唯一的被国家命名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活动示范地区。

以抓创建、保稳定、促和谐为核心的平
安创建工程实施以来，兴安盟巩固和发展
了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守望相助的
良好局面，大力推进社会治安立体化防控
体系建设，致力打造食用农产品、食品消费
和药品使用最安全地区，扎实开展重点领
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一项项工作业绩绘
就了一幅幅平安兴安、和谐兴安的新画卷。

民族团结之花开遍兴安大地
2017年6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经验交流现场会在兴安盟召开，对兴安盟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2013年，兴安盟被国家民委确定为全
国13个民族团结进步示范试点地区之一，
盟委、行署把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盟作为总抓手，多措并举、扎实有效推进
各项创建工作。

兴安盟积极传承保护蒙古族、满族、朝鲜
族等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促进各民族文化交
融与创新；积极推动文化遗产实现有效转化和
利用，一大批文化遗产项目进入保护名录。目
前，全盟已拥有国家级非遗项目5项、自治区
级非遗项目47项、盟级非遗项目207项。

蒙汉各族群众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
作的参与者、实践者，也是受益者。在中央

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兴安盟3个集体、4
名个人受到国务院表彰。截至目前，兴
安盟命名了123个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
位和4家首批盟级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
地，累计表彰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1466个、模范个人3528名。

盟委、行署把发展作为解决问题的

关键。针对少数民族聚居区发展相对落后
的实际，兴安盟每年将农牧业产业化扶持
资金的60%投向少数民族聚居区，特别是
贫困地区，并深入推进兴边富民行动。投
入近2亿元资金，精心打造了义勒力特、哈
拉沁、满族屯、三合村等一批蒙古族、满族、
朝鲜族特色村寨，持续改善了少数民族聚
居区农牧民生产生活环境。

保平安、促和谐，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一本本日记，就是一颗颗诚挚滚烫

的心啊。”
2017年 5月 13日，扎赉特旗公安局

基层基础大队长侯永军捧着几十本“民情
日记”，动情地说：“平安创建工程开展以
来，基层民警与社区群众、农民兄弟面对
面、心贴心，水乳交融、亲如手足。毫不夸

张地说，我们的民警经历了一次次心灵的
洗礼，找回了一度淡化的警民真情。”

近年来，兴安盟大力开展“平安公路”
“平安车站”“平安工地”“平安校园”“平安
医院”“平安景区”和“平安企业”等系列

“创安”活动，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兴安盟以“交巡合一”“开门入户”为

引领，全力织密“六张网”，深入推进立体
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结合接处警、
办理案件“一条龙”模式，重大节日和敏感
时间节点在中心城区实行交巡警、特警、
武警联勤联动机制，提高了街面见警率。

全面推进网格化管理，形成了矛盾纠
纷联调、社会治安联防、重点工作联动、突

出问题联治、平安建设联创、服务管理联
抓的工作格局，为兴安盟经济社会发展营
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在2017年 9
月19日召开的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表
彰会上，兴安盟扎赉特旗被授予“长安杯”
称号，这是内蒙古自治区唯一获此殊荣的
旗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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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1月的一个早晨，乌海市海
南区拉僧仲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苏
宗贵带着出诊箱来到幸福小区。走上五
楼，敲开居民尤学枝的家门，气喘吁吁的
苏宗贵顾不上休息，立即打开出诊箱，量
血压、测血糖、听诊……在做过检查后，苏
宗贵又详细了解了尤学枝的用药、个人情
绪、病情康复等情况，并叮嘱尤学枝要多
给家通风，多吃绿色蔬菜，而且吃盐和油
都要定量。

“一天，吃这么一小勺盐就可以了。
我们常认为有油水，饭菜香。其实食用油
摄入过量反而危害身体健康，所以我们炒
菜用油的量也要控制好，一个人一天的食
用油摄入量不宜超过半两。”苏宗贵来到
厨房，一边为尤学枝讲解，一边拿着盐罐、
油瓶比划着说。

65岁的尤学枝一直以来被高血压、糖
尿病、高血脂“三高”病困扰着，听说啥药
疗效好，她赶紧买来吃，可“三高”指标却
居“高”不下，和家庭医生签约后，医生会
经常上门随访，不仅为她提供了很好的饮
食、生活习惯等方面的科学指导，还为她
提供了用药的指导，让她的“三高”病得到
了很好控制。

“家庭签约医生，就像是居民的‘私人
定制’医生。苏医生根据我的需要提供健

康服务，让我的‘三高’得到了很好的控
制。”尤学枝高兴地说。

像尤学枝这样与拉僧仲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的居民，在
海南区还有很多。社区医生通过他们的
医术和服务，让居民感受到医生就在家
里。

据了解，家庭医生签约是免费的，但
在诊疗过程中用到的药物统一按照国家
物价部门规定收费。居民与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书后，能享
受的服务非常丰富，除了有自己的专属健
康档案外，家庭医生还会根据需要提供健
康知识教育，对签约居民的健康状况进行
评估；提供基本医疗、社区康复以及护理
等基本诊疗服务；向签约居民提供健康咨
询服务；对确有需求并符合要求的签约居
民及时建立家庭病床；为签约居民建立微
信群，开展预约服务。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由全科医生、专
科医生等整合起来，通过签约与居民建立
固定契约关系，并以团队的方式为居民提
供医疗照顾和健康管理。这个网格化的
团队，服务项目涉及为居民提供预防保
健、健康促进服务，包括健康行为干预、健
康教育计划以及健康知识、卫生政策宣传
等，还涉及组织对慢性病的治疗、预防、筛

查以及开展家庭病床等服务项目。
苏宗贵介绍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签约
居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免费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的同时，还可以为签约居民提供全
程、上门、错时、预约服务等多种形式服
务。

“我们的服务是多方面的，包括14项
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比如对纳入服务的
高血压病人，一年要做4次面对面的随访，
若发现他血压控制不好，还要增加随访次
数。另外还包括为65岁以上老人提供每
年1次的免费体检。对腿脚不便的病人我
们会上门服务。”苏宗贵说。

十九大报告提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
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完善国民

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
健康服务。实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转
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模式，强化基层医疗
卫生服务网络功能，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的重要任务，也是新形势下更好维护人
民群众健康的重要途径。为让家庭医生
实实在在地走进家庭，解决老百姓的健康
问题，今年，海南区大力推行家庭签约式
服务，组建了22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
队，为签约居民提供技术服务、开设就诊
绿色通道。2017年前三季度，全区共签约
服务 3.7 万人，为特殊人群发放小药箱
2415个；与重点人群签约服务1.98万人，
签约服务率达62.86%，其中农区重点人群
签约服务率达86.22%。

让老百姓让老百姓
爱上这座爱上这座
青色的城青色的城
□《呼和浩特日报》记者 宋向华

家住呼和浩特市赛罕区
北京四中呼市分校附近的何
女士一有时间，就会带着一家
老小到附近河边步道走走，转
转。“从春季开始，黄色的连翘
迎春绽放，紧接着，杏树、丁香
相继开花，随后，月月都有花
相伴，一直持续到十月份。沿
河道而行，波斯菊、千屈菜、黑
心菊、蜀葵、薰衣草，各式植物
让河道两侧形成五彩斑斓的
花海景观，那景色真美，到现
在还让我久久难忘。”提起这
些，何女士满脸笑容。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人们越来越看重居住环
境。这两天，做生意的张先生
正忙着选房子，他说，以前为
了孩子上学，选在市中心住，
现在周围环境变了，一些不起
眼的地方新建了不少小游园，
或是新添了绿地，让人心情愉
悦，再看看自己所住的小区已
被钢筋水泥包围，回来晚了连
个停车位也没有，他决定买套
新房，唯一的条件就是周围有
公园，当然小区的物业好点，
绿化面积多一点，那就更好
了。

为了迎合人们对绿色空
间的需求，打造更具活力、更
为美丽，更加和谐的市区，我
市上下齐动手，利用城市闲置
地、旧厂区、老旧小区空地，见
缝插绿、合理平衡建设，各项
绿化工作同步进行，极大地拓
展了全市的绿色空间，改善了
生态环境，使更多市民近距离
享受绿色福祉。期间，园林部
门创新思路，通过发展节约型
生态园林营造城市的绿化景
观，充分利用荒山荒地、废弃
的垃圾坑或渣土堆放场等处
进行绿化建设，通过拆迁建
绿、规划建绿、见缝插绿等方
式拓展主城区绿色空间，突破
绿化用地不足的瓶颈，新增了
大片绿地，进一步完善了我市
绿地系统。

在稳步推进园林绿化精
细化养管水平方面，近年来，
我市绿化工作结合节庆、重大
活动等关键时期，在重要路段
节点处摆放各类主题特色的
花坛，打造具有深刻文化内涵
的园林小品；有效结合全国前
沿发展理念，努力推动建立管
理科学、运营合理的公园管理
机制；逐步对市区各主要公园
主体以及园区内特色树木设
置“二维码”标识，推动数字化
园林建设深入发展。

通过不懈努力，我市打造
了大青山前坡绿地、二环快速
路沿线绿地景观、环城水系景
观、城市出入口景观和山体公
园等园林绿地景观，全面提升
城市美化绿化水平，截至
2017 年底，对 62 条主次干
道、2108 栋建筑实施景观改
造，利用渣土山、边角地新建
改建公园绿地 179 处、1.6 万
亩。

几年间，结合首府城市建
设及地域特征，相继建成哈拉
沁生态公园、草原丝绸之路主
题公园、山体公园等一大批公
园建设项目，其中，哈拉沁生
态公园、山体公园等项目的建
成，成为我市城市废弃地改
造、建设生态节约型园林新的
成功案例，对改善城区环境起
到重要的生态价值。全力打
造大青山前坡生态综合治理
项目，构筑北部绿色生态屏
障。先后打造了哈拉沁生态
公园、内蒙古少数民族群众文
化体育运动中心周边绿地、雅
玛图森林公园等十余处精品
景区，形成我市北部一处集生
态恢复与保护、观光农业、休
闲旅游为一体的大型郊野公
园。先后对东河、小黑河、扎
达盖河、乌里沙河等进行了景
观提升建设，完成河道绿化44
公里，完成绿化景观提升改造
面积600公顷、水域提升改造
面积约320公顷，建设花田约
180亩，有效改善了环城水系
沿线绿地景观效果。

一项项举措只为在“增
绿、提质、强管、精养”上求突
破，使城市园林绿化水平持续
提升，让老百姓越来越爱上这
座青色的城。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便民利民
近年来，兴安盟人民调解组织多次深入

农村牧区调解疑难案件。截至目前，全盟已
成立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26个，交
通、医疗、物业纠纷调解委员会均已实现旗

县中心城镇全覆盖，畅通和规范了群众的
诉求表达、利益协调和权益保障渠道。

兴安盟司法系统不断加强和改进
“12348”公共法律平台建设。“12348”公

共法律服务平台开通以来，已累计接听群
众来电2650个，解答婚姻、债权债务、侵权
责任、土地承包、劳务纠纷等各类法律问
题2000余个，为广大群众提供了优质、专

业和便捷的法律服务。
2016年，兴安盟成立了全国首家由法院

主导的调解协会——兴安盟天平调解协会，
开通了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绿色通道。

积极构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
兴安盟积极构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相

继出台了兴安盟《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暂行办法》《有关部门和单位安全生产

工作职责规定》，分别对安全生产的党政领导责
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进行细化明确，
构建起完善的“三位一体”安全生产责任体系。

狠抓改革创新、依法治理、基础建设、专
项整治四项重点工作，扎实开展重点领域安
全生产专项整治。坚持重点行业重点抓，对

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道路交通等领域持续
开展安全生产专项大检查。2017年以来，全
盟没有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确保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016年以来，兴安盟致力打造食用农产

品、食品消费和药品使用最安全地区，深入排
查和治理安全隐患，实现了“四个百分百”的工
作目标。即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自查自纠

100％落实到位，监督检查100％覆盖到位，
安全隐患100％排查到位，监督检查信息
100％公开到位。

兴安盟有针对性地开展了饮用水、婴幼

儿配方乳粉、易制毒化学品、特殊药品、中药材
和中药饮片、角膜塑形镜等重点品种，校园及
周边地区、农村牧区、旅游景区、建筑工地食堂
等重点地区及非法渠道购进药品、畜禽水产品

抗生素、禁用化合物质、兽药残留超标等重点领
域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整治，查办食药违法案件
375起，罚没款245.2万元，移送公安机关处理6
件，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率100%。

居民有了“私人医生”
◎文/图 《乌海日报》记者 王颖

家庭签约医生解决了居民健康管理“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雪中执勤的乌兰浩特市交警。 宋晓宇 摄 民族团结教育进校园。 巴图巴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