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再出发，民生增福祉。
“改革”，每年都是政府工作

报告的热词。今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中，“改革”出现 97 次，是历
年之最，涉及了 20 类各领域改革
事项，彰显了党和政府深化改革
的坚定决心。

多少民生事，从来最关情。改
革从哪儿改起？当然是从人民群
众最关心的事儿上改起。这一点，
草原儿女深有体会。过去的 5 年
中，不管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我区
时叮嘱的先行先试“三项改革”，还
是公立医院全部取消药品加成，抑
或是分级诊疗试点实现盟市全覆
盖⋯⋯无不让人从“改革”这两个
字中，读出了各族群众不断提升的
幸福指数，读出了始终不变的民本
情怀。

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
水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翻开政府工作报告，

“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扩
大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
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减税降
费⋯⋯下一步的诸多改革举措，
最终指向依然是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改革的成绩好不好，要靠人
民 群 众 这 个“ 阅 卷 人 ”来 评 定 。
2018 年 ，处 在 改 革 开 放 40 周 年
的时间关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更加强烈，对改革也充满了
新的期待。我们要敢于向顽瘴
痼疾开刀，敢于啃“硬骨头”，以
动真碰硬的决心和激流勇进的
魄力，将改革进行到底，最大限
度地激发改革活力，让群众共享
改革红利。

改革背后的
民本情怀

◎李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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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月英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
展”“发展民族教育”“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等论述，引起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
关注，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愿望，来自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蒙古族小学的全国
人大代表娜仁图雅更是备受鼓舞。

作为来自教育战线的基层代表，娜仁图雅在审议报告时最关注的是民族地
区教育发展问题。她希望国家给予民族地区更多教育方面的政策支持，让民族
地区的孩子们享受到更多优质的教育资源。

娜仁图雅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多次走访相关部门和一线教师，发现学科
教师比较短缺、学校布局欠合理、新录用教师培训经费不足等问题，对推动城乡
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形成了制约。

娜仁图雅说，推进教育均衡发展，加快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步伐，从民族地
区来说，目前亟需进一步改善民族学校的办学条件，加强民族学校师资队伍建
设，提高民族学校教师待遇，这样才能让民族地区的孩子们享受到更加公平而
优质的教育。

她认为，要想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师资队伍建设是重中之重。满足新时代
学生获得知识的需要，一方面要对教材进行改革，使其更加符合当前学生的特
点。另一方面要不断加强教师继续教育培训工作，要让当地教师多“走出去”，
也要把发达地区的优秀教师多“请进来”，加强民族学校教师之间的交流以及学
校之间的互动，提高民族地区教育管理水平和教学质量。

◎本报记者 冯雪玉

2018 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改革”“开放”无疑是今年的“热词”。改革，要有魄力；开
放，要有格局。内蒙古各级各地积极作为，奋力做好改革开放这篇大文章，让内蒙古的活力
竞相迸发，让高质量发展的源泉充分涌流。

趟“深水区”，啃“硬骨头”，向顽症
痼疾亮招。2017 年，自治区党委召开
12 次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研究
审议重大改革方案 39 个。

2017 年，自治区各方面共出台改
革成果 212 个，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
基本确立，一项项标志性、关键性重大
改革举措陆续推出，一批批重要领域和
关键环节的改革取得实质进展，全面深
化改革呈现出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
深推进的生动景象。

过去的一年，全区上下将“三项改
革”作为重中之重紧抓在手，取得重要
阶段性成果——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扎实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制度框架基本确立，国土空
间开发保护、自然资源资产产权、资源
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等方面制度日趋
完善。

农企利益联结机制逐步完善。通
过股份合作、订单合作、价格保护、服务
协作、产业化联合体等利益联结模式，

81%的龙头企业与农牧民建立联结机
制，紧密型利益联结比例达到 47%。

同俄蒙合作机制不断健全，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多层次交流机制建设、经
贸金融和人文领域合作扎实推进，通关
更为便利。2017 年 1 至 10 月，我区与
蒙古国、俄罗斯贸易额分别增长 44%和
14.3%。1—10 月，呼和浩特海关进、出
口 通 关 时 间 分 别 同 比 下 降 71.69% 和
44.76%。

过去的一年，内蒙古在重要领域和
关键环节的改革取得实质进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三
去一降一补”工作取得新成效：去产能，
全区引导退出地方煤矿 16 处、产能 810
万吨。累计化解生铁 55 万吨，取缔“地
条钢”企业 9 户、涉及产能 243 万吨；去
库存，坚持分类指导、因城施策，商品房
待售面积下降 8.6%；去杠杆，政府存量
债务置换进度不断加快，2017 年成功
发行定向置换债券 915.67 亿元；降成
本，推进简政放权、减税降费、电力市场

化改革，降低实体经济成本；补短板，民
生领域、生态环境、基础设施、“三农三
牧”、科技创新等薄弱环节得到加强。
乌兰浩特至白城快速铁路、呼和浩特至
集宁高铁建成通车，赤峰、通辽京沈高
铁连接线建设进展顺利，建制嘎查村通
硬化路目标提前实现。

“放管服”改革不断深化。从“三证
合一”到“五证合一”，再到当前的“多证
合一”，我区不断推进商事制度改革，为
百姓创业提供更为便捷服务。特别是
商事制度改革，大动作频出。去年 3月 1
日，企业简易注销改革全面启动，企业退
出更加便捷；10月 1日，我区全面实施企
业登记全程电子化，企业申办营业执照享
受到了“人在家中坐、照从网上来”的政务
服务新模式；让企业翘首以盼的证照分离
改革已经在满洲里和二连浩特进行试点，
今年这项改革将在全区全面实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自治区本级行政
审批事项精简幅度达到 48.6%；174 项
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

企业平均注册时间从 26 天缩短到 3 天，
手续齐全的甚至立等可取；制定权责、
中介服务收费目录等“八张清单”，实现
清单之外无审批⋯⋯

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我区制
定出台了《内蒙古自治区支持农牧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若干财政政策的实施意
见》《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奖励资金管理办法》，为加快我区
农牧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推进以人
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起到积极作用。

自治区党委、政府印发《内蒙古自
治区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方案》，标志
着内蒙古推进河长制工作全面展开。
目前，初步构建起四级河长制体系，共
落实各级河长 8011 人。

不断深化教育、医药卫生等民生领
域改革，积极推进民主法制、司法体制、
文化体制等领域改革，全面发力、频频
出击的深化改革“组合拳”，为内蒙古打
造祖国北疆亮丽风景线输送新动能，让
人民群众拥有更多获得感。

内蒙古横跨“三北”，毗邻八省。西
部“金三角”——呼包银榆经济区面向
京津唐，被列入西部开发新十年重点规
划地区之一；东部 5 盟市近邻东三省，
融入东北经济圈；北部接壤俄罗斯和蒙
古国，有 4200 多公里边境线，有满洲
里、二连浩特等 18 个口岸，处于我国向
北开放的最前沿。

一个更加开放的内蒙古，积极推动
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把内蒙古建成我
国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区积极促进对
外贸易平稳增长和结构优化，着力推动

“引进来”和“走出去”协调发展，营造出
北上南下、东进西出、内外联动、八面来
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2017年，经内蒙古境内口岸进出境
的中欧班列线路达到 55条。其中，满洲
里口岸41条，二连浩特口岸14条。数据
显示，2017 年中欧班列基本实现常态化
运行。同期由内蒙古组织开行中欧（中

亚）班列75列（返程11列），累计运送货物
6744标箱，货值 1.9亿美元，开行班列数
量超过2016年的两倍。

中欧班列的常态化运行提升了内
蒙古进出口贸易额，既增加口岸收入，
也带动了当地优质商品“走出去”。目
前，内蒙古始发的中欧（中亚）班列 50%
左右的货物由本地生产，如“赤满欧”班
列运送的赖氨酸、饲料添加剂，“蒙连
欧”班列运送的亚麻籽饼等农产品，“乌
兰察布—霍尔果斯—塔什干”班列运送
的轮毂、葵仁、干菜等。

我区还积极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
场，特别加强“一带一路”国家和新兴市

场开拓力度，分别在俄罗斯、蒙古国、马
来西亚、匈牙利、捷克等国家开展经贸
推介活动，取得了良好成效。支持企业
培育自主出口品牌和建设境外营销网，
跨境电子商务、外贸综合服务、市场采
购 贸 易 等 新 型 贸 易 方 式 正 在 稳 步 发
展。目前已培育有业绩的跨境电子商
务平台 19 个。

全区各类载体建设进一步加强，对
外开放新体制逐步构建。满洲里、二连
浩特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工
作有序推进；二连浩特—扎门乌德中蒙
跨境经济合作区我方基础设施建设已
开工；满洲里综合保税区、赤峰 B 型保

税物流中心已封关运营；鄂尔多斯综合
保税区、巴彦淖尔 B 型保税物流中心建
设扎实推进，包头 B 型保税物流中心已
经获批；满洲里、二连浩特边民互市贸
易区运营良好。形成了以中蒙博览会、
二连浩特中俄蒙工商论坛等为主的 20
多项大型国际性展洽交流活动。

今年的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进一步拓展开放领域，优化布局，创新
体制，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
完善与俄蒙合作机制，促进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深
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继续抓
好满洲里和二连浩特国家重点开发开
放试验区建设。创新利用外资和对外
投资方式，培育外贸龙头企业，发展泛
口岸经济。落实中欧班列常态化运行
支持政策。加强与京津冀、长三角、珠
三角和香港澳门等地区合作。这，就是
今后内蒙古在打造更加开放新格局上
的最好回答、最美蓝图。

改革就是要啃“硬骨头”

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把家里外头收拾干净，随时欢迎总书记来做客。”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内蒙古如何进行？

摘要：
3 月 6 日一大早，记者就来到了小

庙子村。乡亲们早早地聚在了赵会杰
的家中，争着让赵会杰的丈夫吕福永把
总书记与赵会杰互动交流的视频转发
到自己的手中，然后大家都猛劲在自已
的朋友圈里转发。他们说，这是咱小庙
子村的荣耀，得让亲朋好友们都看看。
吕福永一边接待乡亲们，一边打扫院
子、收拾屋子，摆在炕边的蟹爪兰让他
收拾得绿得发亮。

3 月 5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参

加他所在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

赤峰市大庙镇小庙子村党支部
书记赵会杰是第三位发言的代表。
她在发言中说，现在村里修了水泥
路，吃上了自来水，以前想都不敢想
的事都变成了现实，老百姓感谢党、
感谢政府、感谢这个时代。她邀请总
书记有机会去赤峰市小庙子村看一
看。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内蒙古日
报官方微信。

□本报记者 及庆玲

“加强残疾人康复服务”“倾情倾力做好托底工作，不因事难而推诿，不因善
小而不为，要让每一个身处困境者都能得到社会的关爱和温暖。”政府工作报告
中这些暖心又给力的话语，让住我区全国政协委员杜明燕心情激动。她说：“听
了报告后，工作的干劲更足了。此次参会，我带来了关于提高特困残疾人生活
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的提案。”

杜明燕介绍，与一般健全人家庭相比，残疾人家庭承担着治疗、康复和护理
等特殊、长期的刚性支出，在同样收入水平下，残疾人家庭的实际生活要困难得
多，特别是残疾程度较重、需要护理人员的残疾人家庭，生活更加艰难。

如何解决残疾人生活困难问题？杜明燕建议：加大对特困残疾人生活补
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金额的财政支持力度，提高残疾人补贴的发放金额；国
家财政能够给予一定比例的购买残疾人辅助器具补贴，把更多的医疗康复项目
纳入基本医疗保障支付范围；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
位应当按照规定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农村基层组织应
当组织和扶持农村残疾人从事种植业、养殖业、手工业和其他形式的生产劳动；
国家可对安排残疾人就业达到、超过规定比例的用人单位和从事个体经营的残
疾人，依法给予税收优惠。

娜仁图雅代表：
改善民族学校办学条件
加强民族学校师资建设

杜明燕委员：
提高特困残疾人和重度残疾人补贴标准

内蒙古代表团赵
江涛代表在审议时建
议 ，把稀土科技创新
与产业发展列为面向
未来的重大战略 ，成
立国家稀土科技创新
与 产 业 发 展 管 理 机
构。
本报记者 袁永红 摄

住我区全国政协委员杜江涛建议：
要使我国国力继续不断增强，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势在必行，应着力建立我国完
整的自主创新技术体系。

本报记者 韩卿立 摄

全国人大代表赵会杰接受采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