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钱其鲁

春节临近，上着班儿，忙里偷闲照料
80多岁的老母亲，自己家还要准备过年，
但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平地泉镇花尔村
的张瑞芝一点也不觉得累，始终乐呵呵
的。为啥？“心里藏着喜事儿呀！2017年
底，我家终于脱贫了。”张瑞芝说。

今年 52岁的张瑞芝本来是个开
朗的人。家里只有4亩地，夫妻俩常年
打零工补贴家用，日子虽不宽裕，却平
和温馨。七八年前，丈夫马玉虎由于
长期劳累患上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
症，干不了重活儿，家里收入一下子减
了许多。2014年儿子考上大学，一年
学费加生活费得两万块钱，虽然获得
了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金，但其余的费用也得1万多元。“有那

么两年，我不咋说笑了，晚上经常睡不
着觉，头发也白了不少。”张瑞芝说。

2016年，她家被认定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各种帮扶政策接踵而至：除获
得1万元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资助金，还得到3万元扶贫贷款并被托
管到一家企业，可以连续10年分红，
总计1万元左右。此外，免费得到100
个鸡苗，价值1000元，鸡蛋由企业回
收，年底卖鸡一年轻松收入四五千元，
院子也得到了免费整修……

去年 5月，经村委会和镇政府协
调，张瑞芝又被安排到邻村一个农业
科技观光示范园从事保洁工作，一个
月收入2000多元。“对于一个农民来
说，每个月能有 2000 多元的固定收
入，是件了不得的事情。心里再也不
担忧、不犯愁啦！”张瑞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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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郑学良 刘洋

这几天，得知呼和浩特市成为“中
国十大幸福城市”，市民朱爱民特别高
兴：“呼和浩特是不是幸福城，我家最
有发言权。”

57岁的朱爱民一家原本住在始
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回民区工农兵
路筒子楼里，那是一间不到12平方米
的“老破小”危房。“我们原来住的筒子
楼阴冷潮湿，用小煤炉取暖，不通水也
没有厕所，更没有产权。去年，政府拆
迁筒子楼，我家用拆迁补偿金买了60
多平方米的二手房，现在住进了属于
自己的‘新’房里。赶上好时候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指出：“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加持续。”一
直以来，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紧紧围
绕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新要求，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
的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深入实
施幼有所学、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
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

扶等“民生七有”工程，切实解决了一
系列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
首府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
著提升。

虽然正值寒假，可是武川县西乌
兰不浪小学的孩子们却盼着早点开
学。原来，从去年4月开始，呼和浩特
市在西乌兰不浪小学进行了学生营养
餐改善计划试点。从那时起，西乌兰
不浪的80名学生每天都能吃到包含
一个蛋、一杯奶的营养餐。

加大教育投入，优化学校布局，创
新工作机制，均衡教育资源，努力缩小
城乡间、校际间差距，着力促进学校内
涵发展……这是呼和浩特市在教育领
域作出的一系列努力。随着教育改革
的稳步推进，呼和浩特市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教学水
平、师资力量、办学成果都有了质的飞

跃，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也在不断提
高。

去年，呼和浩特市教育支出53.56
亿元，使全市53526名普通高中学生
和29798名中职学生全部享受“两免”
教育惠民政策，对蒙语授课幼儿园实
施每年每人免保教费550元的政策，
对2507名义务教育阶段双语授课住
宿生、53986名高中阶段学生的助学
金、住宿费及高等职业教育奖助学金
等予以保障。此外，市本级进一步加
大对旗县区教育补助力度，累计下达
旗县区教育补助资金15.9867亿元。

2017年，呼和浩特市对各类民生
支出全额保障，不留缺口。全年各类
民生支出达294.6亿元，占一般公共预
算总支出的七成以上。

让我们看看呼和浩特市在这些
“民生七有”工程关键词上如何解题见

真章的：
“三农”——全年投入农村扶贫资

金4.7亿元，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资
金1亿元；发放农业支持保护补贴2.9
亿元；玉米生产者补贴3.9亿元；惠农

“一卡通”发放范围扩大到65类82项，
发放资金 18.46 亿元，全市 39.7 万农
户、近 193 万人次受益；争取自治区

“一事一议”奖补资金3259万元，市本
级拨付配套资金2500万元，重点对乡
村街道硬化、小型农田水利建设、人畜
饮水工程等涉及农村生产生活的建设
项目进行补助。

社会保障和就业资金保障——全
年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4.72亿元；城
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原来的市
四区每人每月565元、旗县每人每月
515元统一提高到每人每月620元；农
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原来的每
人每年3744元提高到每人每年5200
元，特困人员供养中农村牧区五保对象
供养集中供养标准由原来的每人每年
8200元提高到每人每年9672元；分散
供养标准由原来的每人每年4800元提
高到每人每年6760元；■下转第2版

““民生七有民生七有””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
——呼和浩特市上榜“中国十大幸福城市”纪实（下）

本报2月11日讯 （记者 刘江）11
日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
任李纪恒到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调研，看望
慰问交通运输战线干部职工。他强调，各
级党委、政府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推进“四好农
村路”建设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加强农村
牧区交通运输网络建设，为乡村振兴和脱
贫攻坚提供有力支撑。

李纪恒参观了全区“四好农村路”建设
及交通运输发展成就展，观看了全区农村
牧区公路规划和全区公路路网规划建设图
及“四好农村路”建设工作短片，与公路局
农村公路办公室工作人员进行了深入交
流。李纪恒对全区交通运输事业取得的成
绩给予充分肯定，他说，交通运输是发展的
先行官，各级交通运输部门要发扬吃苦耐
劳、一往无前的蒙古马精神，敢想敢做、会

想会做，高效办事、干净干事，奋力开创新
时代我区交通运输事业发展新局面。

调研期间，李纪恒主持召开座谈会，听
取了全区“四好农村路”建设情况汇报。他
指出，“四好农村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总结提出、亲自推动实践的一项重大民生
工程。各级党委、政府要从关系脱贫攻坚
成败、关系乡村振兴成效、关系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成色的高度，充分认识推进“四好农

村路”建设的重大意义，按照高质量发展的
要求，切实把“四好农村路”建设抓紧抓实
抓出成效。要精心做好管理养护工作，促
进农村牧区公路可持续发展。要全力推动
融合发展，提升农村牧区综合运输服务保
障能力。要加强组织领导，形成推进农村
牧区公路建设的整体合力。

自治区领导罗永纲、段志强和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李纪恒在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调研时强调

深入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
为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提供有力支撑

本报 2 月 11 日 讯 （记者 刘
江）11 日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
大常委会主任李纪恒以普通党员身
份参加所在党支部组织生活会，与
支部同志一起交流，强调要把党的组
织生活这个熔炉烧得旺旺的，把党的
思想政治教育抓在日常、严在经常，
让党员干部受到淬炼、得到锻造，让
支部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会上，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综合一
处党支部班子紧扣组织生活会主题，
认真查摆突出问题，深刻剖析思想根
源，明确整改努力方向，党员们严肃
认真地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李纪恒
说，这次组织生活会开得很好，达到
了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起到了
触动思想、锤炼党性、凝心聚力的效
果。希望你们运用好这次组织生活
会的成果，严格对照查摆出来的突出
问题和相互之间提出的批评意见，逐
条逐项抓好整改，确保思想得到提
高、问题得到解决、工作得到加强。

李纪恒对支部党员们说，党委办
公厅是党委的综合办事机构，在这
里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希望
大家珍惜岗位和机会，拿出勇气和
干劲，把政治素养和党性修养体现
到做好“三服务”工作的方方面面。
要对党绝对忠诚，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自觉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对事业

充满激情，主动担责，严谨履责，务
实尽责。要对本领不懈追求，加强
学习研究，加强实践历练，不断增长

才干、更好发挥作用。要对纪律保
持敬畏，培养高尚道德，练就过硬作
风，守牢廉洁底线，永葆共产党人的

政治本色。
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罗永纲

参加活动。

李纪恒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党支部组织生活会时勉励大家

在党的组织生活大熔炉里百炼成钢

2月11日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纪恒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党支部组织生活会。本报记者 袁永红 摄

本报2月11日讯 （记者 戴宏）2
月11日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
区主席布小林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
会议，研究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加快构建政策体系
培育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的实施意见、
稳步推进农村牧区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
实施意见、开展“证照分离”试点工作方
案等事项。

会议指出，重点生态功能区实行产
业准入负面清单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
重要内容。编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
入负面清单，对严格管制各类开发活动、
减少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干扰、维护生态
系统的稳定性和完整性，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严格遵守负
面清单，制定完善配套办法，进一步强化
对各类开发活动的严格管控，严禁实施

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项目。同时，进
一步跟踪负面清单的执行情况，推动国
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保护与修复。

会议指出，加快培育新型农牧业经
营主体，稳步推进农村牧区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
关系广大农牧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农村牧
区的长远发展。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
强政策宣传和解读，研究建立科学的绩效
评估监督机制，确保政策落地见效。

会议强调，开展“证照分离”试点，是
激发企业创新创业活力，推进营商环境
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重要举措，各
有关部门要尊重并发挥基层首创精神，
鼓励支持地方和基层大胆探索、先行先
试，进一步解决好“办照容易办证难”“准
入不准营”等问题。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布小林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
常务会议

研究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准入负面清单等事项

本报2月11日讯 （记者 戴宏）
2月11日上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
治区主席布小林到自治区信访局调研，
强调要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信访工作，
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布小林首先来到自治区信访局总
值班室，了解信访案件受理、办结、信访
热点问题解决等方面的情况，并听取了
每日信访信息汇总研判工作情况汇
报。在自治区联合接访大厅，布小林走
进接访室、律师参与信访接待室，与现
场工作人员、律师亲切交流，了解接访
情况，对信访部门通过第三方购买服
务、免费为上访群众提供法律服务的做

法给予肯定。布小林还察看了信访信
息化系统运行情况，了解信访案件网上
受理、办理流程。

布小林指出，信访工作是了解民
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利、凝聚民心的一
项重要工作，是发现问题的重要窗口。
各级各有关部门一定要从政治和全局
的高度，深刻认识做好信访工作的重要
性，真正把解决信访问题的过程作为践
行党的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的过
程，依法依规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合理诉
求。要坚持问题导向，完善信访工作体
制机制，推进信访法治化建设，运用信
息化手段提高信访事项办理效率。

布小林在自治区信访局
调研时强调

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信访工作

本报2月11日讯 （记者 郭俊
楼）春节将至，2月11日上午，自治区
党委副书记、政协主席、党委政法委书
记李佳看望慰问了省级离休老干部云
照光和石生荣同志遗孀景香云、千奋
勇同志遗孀王其凤，代表自治区党委、
政府、政协向老同志们拜年，致以节日
的问候。

看到老同志们身体硬朗、精神矍
铄，李佳十分高兴。“孩子过节都能回
来？”“家里有没有什么困难？”“对自
治区党委、政府、政协的工作有什么建
议？”看望中，李佳与老同志促膝交谈，
悉心询问他们的身体、生活情况，认真
听取老同志们对自治区工作的意见建
议。 ■下转第2版

李佳看望慰问省级
离休老干部和遗孀

致以节日的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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