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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11日讯 （记者 及庆
玲）记者从2月10日召开的内蒙古公
安边防总队党委三届五次全体（扩大）
会议上获悉，去年，全区公安边防部队
共查破各类案件4564起。

据悉，去年，全区公安边防部队共
打击处理违法犯罪嫌疑人4045人，收
缴非法枪支64支、子弹1万余发；走访
群众33.4万人次，化解矛盾纠纷1868
起；检查出入境人员583.4万人次、交
通运输工具184.2万辆（列、架）次，完
成重大勤务通关任务300余次，有力
维护了边境口岸安全稳定，支持了自
治区对外开放发展。今年，全区公安

边防部队将牢记新使命、勇承新担当、
展现新作为、严守新规矩，着力在狠抓
改革部署落实、狠抓全面从严治党治
警、狠抓边境反恐维稳上下功夫，加强
立体化边境防控体系建设，进一步提
升管边控边水平；扎实开展“扫黑除恶”
等专项行动，严厉打击“黑拐枪”“黄赌
毒”“盗抢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主动融
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向北开放”
战略，积极支持自治区“十三五”口岸对
外开放建设项目落实；持续深化稳边
固防群众工作，进一步增强辖区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为筑牢祖
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作出新贡献。

全区公安边防部队
去年共查破各类案件4564起

本报2月11日讯 （记者 白丹）
2月9日，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召开全区
检察长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
记对政法工作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法
工作会议、全国检察长会议、自治区政
法工作会议精神，部署了2018年全区
检察机关工作。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琪林
出席会议并讲话。

李琪林强调，全区检察机关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突出抓好维护北疆安全稳定
工作，服务保障全区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要全面加强检察监督工作，
加大公益诉讼工作力度，建立健全与
监察委的协调衔接机制，更好地服务
反腐败斗争大局，要全面落实司法责
任制，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
制度改革，为检察工作健康发展打好
坚实基础。

全区检察长会议召开
李琪林讲话

本报2月11日讯 （记者 宋爽）
2月 11日，自治区直属机关离退休干
部形势通报会在呼和浩特召开。

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曾
一春出席通报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
府向离退休老干部通报全区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并致以新春的祝福。

曾一春指出，老干部是党的宝贵
财富，老干部工作是党的干部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自治区党委、政府将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
部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满腔热情地

做好新时代老干部工作，用心用情用
力，精准服务，使广大老干部老有所
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
有所为、老有所乐，不断开创全区离退
休干部工作的新局面。

曾一春强调，希望老干部们能珍
惜光荣历史，永葆政治本色，一如既往
地关心支持自治区发展建设，与全区
人民一道守望相助、团结奋斗、一往无
前，把祖国北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更
加亮丽，为“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
大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自治区直属机关
离退休干部形势通报会召开

曾一春讲话

□文/图 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2月 10日，记者来到乌兰浩特市
义勒力特镇义勒力特嘎查的年货大
集，只见人头攒动，一派热闹的景象。
米面粮油、生鲜干果、烟酒糖茶、各种
特产小吃琳琅满目，热气腾腾的年味
儿驱走了冬日的严寒。

“嘎查在年货大集上准备了 100

个摊位，免费提供给贫困户，让他们通
过销售自家产的绿色农副产品多赚点
钱。”义勒力特嘎查村委会主任白玉林
介绍，今年的年货大集以“品味红城特
色，购买绿色年货”为主题，从1月13
日开始一直持续到 3月 3日，全镇的
17个嘎查都参与了进来。开集第一
天，选购年货的顾客就超过了 3000
人。

除了100个集市上的摊位售卖年

货产品，今年的年货大集，乌兰浩特市
还有很多贫困户通过一张张二维码，
也一起参与到了年货供应之中。“我们
在全市48个行政村建起了电商服务
站，扶贫展区内的这些豆包、笨鸡、花
生、大米都来自于市里的144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设立这个展区的目的就
是帮助贫困户增收。”乌兰浩特市电商
年货大集体验馆内，内蒙古小铃铛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业务员白海彬一边给
顾客介绍特色年货产品，一边让顾客
用手机扫描商品上的二维码，引导他
们进入网店选购商品。“为了让顾客放
心消费，我们每件产品都设有电商扶
贫产品信息卡和二维码，顾客可以轻
松获取产品的产地、生产者姓名、生产
者电话等相关信息。”

据了解，此次电商年货节依托本
地“惠村淘”电商平台和电商服务站，
为顾客提供了一个买年货、品年味、线
下体验、线上下单的年货交易平台。
白海彬还告诉记者，顾客可以通过手
机商城，在线上选购或直接在现场扫

码付款。年货节期间购物消费满200
元，还能享受免费的同城配送和全国
包邮。截至目前，已经帮助贫困户销
售笨鸡、鸭、鹅、猪等产品2299多只，
产品销往呼和浩特、北京、山东、广东
等地，销售金额达到25.73万元。

自从入驻电商商品年货大集后，
义勒力特村民包金锁每天都忙得不可
开交。作为平台中农村笨鸡产品的供
货商，这两天他的订单数量不断增长。
包金锁说，“村里头搞这个年货大集人
气旺，买的人特别多，线上线下这几天
我一共卖了 300多只鸡，收入 2万多
元。”这两年，通过产业扶持资金发展笨
鸡养殖产业，因为高额治疗费用变为贫
困户的包金锁，成功实现了脱贫。

说起家里剩下的1700多只鸡的
销售，包金锁现在一点也不发愁：“通
过年货大集和电商平台，现在不离村、
不出乡，在家门口就能把鸡卖出去了，
让我对这个产业也更有信心，明年我
准备带动5、6家乡亲和我一块养鸡，
共同致富！”

年货大集线上线下购销两旺■上接第1版 他说，老同志们是自
治区的宝贵财富，为自治区的改革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自治区党委、政府
和各族群众不会忘记。我们一定继承
和发扬老同志们的好传统、好作风，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对标党的十九大新部署，奋发
有为，开拓创新，把祖国北部边疆这道
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希望老同志
们多保重身体，继续发挥余热，一如既
往地关心和支持自治区经济社会的发
展。李佳叮嘱随行工作人员要认真落

实老干部政治生活待遇，切实做好服
务保障工作。

老同志们感谢党中央和自治区党
委、政府、政协的关心照顾，对自治区
70年来的发展变化感到由衷高兴，表
示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承革命传
统和延安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

“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
贡献力量。

自治区政协秘书长魏军陪同慰
问。

致以节日的问候

■上接第 1 版 自 2017 年 1 月 1 日
起，实行80岁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普
惠制，将全市25045名80岁以上老年
人纳入高龄津贴补助范围；对原国有
集体企业大龄下岗失业人员进行社会
保险救助，拨付资金5000万元。

医疗保障体系——全年医疗卫生
与计划生育支出25.96亿元，切实保障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资金需求；拨付
公立医院补助支出9726万元；切实解
决农村留守儿童、老年人就医需求，拨
付乡村医生巡诊补助资金42.6万元。

改善城镇居民居住条件——全年
住房保障支出10.33亿元，重点用于老
旧小区改造、公租房补贴；拨付市本级行
政事业单位老职工住房补贴资金1575
万元，共补助66个单位、817名职工。

文化体育投入——全年文化体育与
传媒支出18.76亿元，其中市本级投入群

众体育场馆建设3.8191亿元，对504场
文化下乡惠民演出、文化进社区和12796
场农村公益电影放映进行演出场次补
助，对春节元宵节文化庙会和广场消夏
等群众性文化活动进行经费保障。

道路升级改造——全年交通运输
支出10.25亿元。对全市公路、道路进
行维修整治；安排公交运营及租用新
能源车辆补贴3.4210亿元，进一步改
善市民乘车环境和出行效率。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呼和
浩特市一步一个脚印，在“民生七有”
工程建设上交出了一份令群众满意的
答卷。

如今，站在“中国十大幸福城市”
荣誉的新起点。撸起袖子加油干，脚
踏实地向前走。进入新时代，一座稳
稳地托举起百姓幸福感，充满活力、美
丽宜居、和谐幸福的城市呼和浩特就
在眼前。

“民生七有”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

新华社呼和浩特 2 月 11 日电
（记者 于嘉）碧蓝如洗的天空映衬着
宽阔洁净的街道，两侧的路灯杆挂满了
大红灯笼，行道树被各色彩灯点缀着，
处处洋溢着喜庆。矮丘绵延的呼和浩
特北山公园里，孩子们穿着新装、你追
我赶，老人们腰背挺直、步履健硕，身旁
的铜塑雄鹰振翅、骏马奋蹄，散发着勃
勃生机。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日前被
国家统计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等部门、机构评为 2017-2018年度中
国十大最具幸福感的直辖市和省会城
市之一。人们对不断提升的城市品位
和生活质量感受最突出。

在北山公园锻炼的市民杨薇说：
“两年前这儿还是垃圾山，夏天臭气熏
天，现在变成了有山有水的公园，空气
好、环境美，散步晒太阳，心情也很舒

畅。”
呼和浩特，蒙古语意为“青城”，长

期以来因风沙大、植被少、公园绿地捉
襟见肘，被当地人戏称“晴天一身灰、雨
天一身泥”。2017年，呼和浩特市委、
市政府把生态绿化、环境综合整治等17
项工作列为关键任务，一场恢复绿水青
山的持久战就此打响。

2017年，全市开工新建143处公
园、游园和绿地，种植乔木48万株、
灌木近2000万株，使城市绿化率增加
10个百分点，超过30%。大青山一带
的采石场被拆除，一到夏季，碧草如
茵，花园连片，“青城”变得名副其
实。

多年来，房屋年久失修、管网老化
陈旧等问题困扰着不少老旧住宅小区
的居民。“隔三差五就停水停电，污水管
道常堵，冬天暖气不热，雨天路上积水

有半尺多深。”在始建于1984年的新城
区团结小区生活20多年的居民王继周
说。

百姓抱怨之事就是政府做工作的
着力点。2011年起，全市启动老旧小
区改造和基础设施提升工程，不仅修
整养护房屋、完善配套设施，还拆除
违建和凉房等，改造力度不断加大，
2017年基本完成。7年多来，这项工
程惠及1900多个小区、100多万名居
民。

如今，改造后的老旧小区，楼房外
墙做了保温，路面整洁、规划有序，天然
气通了，供排水和供暖管道换新了，有
的小区还设立停车位，添置路灯，开辟
绿地，环境变化翻天覆地。“冬天家里比
以前热四五摄氏度，院子里有凉亭、花
坛，就像公园一样。”赛罕区山丹小区居
民赵淑英说。

曾经，呼和浩特公厕少、老、破、旧、
脏乱差，公园里、道路旁、树林间、拐角
处，大小便不难寻觅，屡遭人们诟病。

“厕所，街景，绿化……这些看似是小
事，实际上是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大
事。”呼和浩特市委书记云光中多次强
调，城市工作要以人民为中心，要树立
绿色、共享的发展理念。

为了尽快解决这一积弊，2017年，
领导干部和相关部门充分调研、精心选
址，并下决心、使硬招，新建、改造、回
购、租赁3085座公厕。

形态各异、造型美观的“青城驿站”
纷纷建成，它们集公厕服务、商品销售、
应急救助等功能于一体，成为城市一道
亮丽景观。“以前开车到处找厕所，现在
路边公厕多了，也干净了，刷脸能出厕
纸，还有临时停车位。”该市出租车驾驶
员刘金路说。

山更青 城更美 百姓更幸福
——呼和浩特城市面貌日新月异

本报2月11日讯 （记者 杨凡）
2月9日，自治区党委巡视组组长述职
点评会在呼和浩特召开，8名自治区党
委巡视组组长、副组长首次就巡视工
作述职，接受履职情况点评。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纪委书
记、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奇
凡从较真碰硬、统筹把控、方法运用、
队伍管理、纪律作风、发现问题线索质
量、督促立行立改力度、移交追责问责
事项等多方面对巡视组组长、副组长
履职情况逐一点评，并提出要求。

巡视组组长就全年巡视工作述
职，在自治区巡视工作中尚属首次，走

在全国前列。这是自治区党委巡视机
构贯彻落实刚刚出台的《中央巡视工
作规划（2018-2022 年）》，探索建立

“巡视后评估”机制，强化自我监督管
理的一次有益探索和创新举措。

通过述职点评，对一年巡视工作
梳理反思、沉淀总结，实现成果共享，
促进赶超比拼，对发挥巡视组组长“领
头雁”作用，更好贯彻中央巡视工作部
署要求具有重要意义，突出展现了自
治区党委巡视机构自我净化、自我完
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政治勇气和
政治担当，为内蒙古过去一年巡视工
作画上了圆满句点。

探索“巡视后评估”机制
自治区党委巡视组组长述职

刘奇凡提出要求

这几天，赤峰市巴林左旗
碧流台镇大良沟村年味渐浓，
群众们载歌载舞迎接新年的到
来。打花棍是流传于碧流台镇
大良沟村的一种民间秧歌，源
于北宋年间，已有 1000多年的
历史，当地传统文化艺术协会
经过深入挖掘，整理出了 12套
动作，表演者手持两侧镶嵌着
古钱币的花棍，边走边跳，发出
悦耳的碰击声，既锻炼身体，又
有观赏性。在春节和元宵节期
间，大良沟村将持续开展灯会、
猜谜语、打花棍等文化活动，为
百 姓 献 上 一 道 文 化 大 餐 。

本报记者 徐永升 摄

打起花棍迎新年

□江红超

农村牧区奔小康，基础在交通。大
量鲜活的事例告诉我们，在一些贫困地
区，修一段公路就能给群众打开一扇脱
贫致富的大门。“四好农村路”修的是路，
改变的是农村牧区面貌，联系的是党心
民心，巩固的是党在农村牧区的执政基
础。

交 通 运 输 是 发 展 的 先 行 官 。 目
前，我区所有苏木乡镇和具备条件的
嘎查村都通了沥青水泥路，对经济社
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和牵引作
用。但也要看到，一些边境地区、偏远
地区、国有林区公路通达和通畅能力

还不足，现有的一些公路标准较低、抗
灾能力较弱，已成为制约农村牧区全
面发展进步的突出短板。抓好“四好
农村路”建设，关乎脱贫攻坚成败、关
系乡村振兴成效。

“农村公路离农民越近，闭塞和贫
穷就会离农民越远。”顺应群众需要，
打通“命脉通道”，疏通“毛细血管”，加
快建设一批资源路、旅游路、产业路，
才能让人气、财气向农村牧区特别是
贫困地区集聚，广大农牧民兄弟致富
奔小康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

道路通 百业兴

■上接第1版
张瑞芝的丈夫马玉虎今年56岁，

个头不高，看上去很瘦弱。由于腰病
怕凉，穿得鼓鼓囊囊的，腰上缠着护腰
带。那几年，干不了重活儿、挣不上钱
的马玉虎是干着急没办法，心里很苦
闷。“我们一家得到的扶持真是太多
了。现在我的压力小了，除了安心养
病，我还可以在家养养鸡、做做饭。”马
玉虎露出朴实憨厚的笑容。

相比马玉虎，他们的儿子马骥就
显得魁梧多了，一米八二的个头，200
斤的体重。马骥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以前没这么胖，工作以后经济压力小
了，就胖了不少。”马骥从初中开始打
篮球，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参加高考，
上了一所位于山东潍坊的大专院校。

小伙子很争气，获得了不少各类奖学
金，大二就担任了系里的学生会主席，
毕业时还获得“山东省优秀高校毕业
生”荣誉称号。在学校的推荐下，他被
当地一所大专院校聘用。

“读书期间，每年1万元的困难学
生资助金对于我来说真是雪中送炭。
现在我工作了，工资目前虽然只有两
三千元，但总算不用从家里拿钱了。”
马骥说。因为经济拮据，上大学时马
骥连对象也不敢谈。工作以后，同学
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相处得很好。

“女孩家是山东农村的，会主动帮
我烧火做饭，看着很懂事。如果他俩
关系稳定，今年就想把婚事定下来。
喜事一件连着一件，今年是我们家最
高兴的一个大年！”张瑞芝开心地说。

喜事一件连着一件

今日谈

村民正在购买年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