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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
产责任制规定》，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
合实际认真遵照执行。

《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全文
如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安全

生产工作的领导，健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树立安
全发展理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法律规定和《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中国
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
例》等中央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
和政府领导班子成员（以下统称地方党政领导干部）。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工作机关、政府工作部门
及相关机构领导干部，乡镇（街道）党政领导干部，各
类开发区管理机构党政领导干部，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条 实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
制，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
识，牢固树立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的红线意
识，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安全发展、依法治理，
综合运用巡查督查、考核考察、激励惩戒等措施，加强
组织领导，强化属地管理，完善体制机制，有效防范安
全生产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促使地
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切实承担起“促一方发展、保一
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营造良好稳定的
安全生产环境。

第四条 实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
制，应当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
责，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
产经营必须管安全。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是本地区安全
生产第一责任人，班子其他成员对分管范围内的安全
生产工作负领导责任。

第二章 职责
第五条 地方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职

责主要包括：
（一）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以及上级党委关于安

全生产的决策部署和指示精神，安全生产方针政策、
法律法规；

（二）把安全生产纳入党委议事日程和向全会报
告工作的内容，及时组织研究解决安全生产重大问
题；

（三）把安全生产纳入党委常委会及其成员职责
清单，督促落实安全生产“一岗双责”制度；

（四）加强安全生产监管部门领导班子建设、干部
队伍建设和机构建设，支持人大、政协监督安全生产

工作，统筹协调各方面重视支持安全生产工作；
（五）推动将安全生产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考核评

价体系，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精神文明建设成效的重要指标和领
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

（六）大力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强化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将
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纳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和干部培训内容。

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职责主要包括：
（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以及上级党委和政府、本级党委关于安全生

产的决策部署和指示精神，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二）把安全生产纳入政府重点工作和政府工作报告的重要内容，组织制定安全

生产规划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时组织研究解决安全生产突出问题；
（三）组织制定政府领导干部年度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责任清单并定期检查考核，

在政府有关工作部门“三定”规定中明确安全生产职责；
（四）组织设立安全生产专项资金并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与财政收入保持同步增

长，加强安全生产基础建设和监管能力建设，保障监管执法必需的人员、经费和车辆
等装备；

（五）严格安全准入标准，推动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预防工作
机制，按照分级属地管理原则明确本地区各类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监管部门，
依法领导和组织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调查处理及信息公开工作；

（六）领导本地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工作，统筹协调安全生产工作，推动构建安全
生产责任体系，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巡查、考核等工作，推动加强高素质专业化安全监
管执法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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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8日讯 （记者 白丹）
4月 18日，全区三级检察长会议在呼
和浩特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
常委会主任李纪恒对全区检察工作作
出批示。

李纪恒在批示中指出，2017年，全
区检察机关认真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落实自
治区党委和高检院各项工作要求，为
维护自治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推进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作出了积极贡献。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检察机
关恢复重建40周年，全区检察机关要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紧
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提
出的“三个扎实”重要任务，发扬成绩、
改革创新，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

职责，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
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
民安居乐业，建设平安内蒙古、法治内
蒙古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自治区检察院检察长李琪林出席
会议并讲话。李琪林指出，在新时代
有新气象、新作为，是我区检察机关面
临的重大课题。全区检察机关要聚焦
正确政治方向，坚定不移坚持党对检
察工作的绝对领导，切实增强检察道

路自信；要聚焦服务大局，切实提高司
法保障水平；要聚焦主责主业，强化批
捕起诉、诉讼监督、公益诉讼职能，切
实维护公平正义；要聚焦司法改革，切
实提升司法公信力；要聚焦智慧检务
建设，切实提增司法效能；要聚焦能力
建设，切实打造过硬队伍；要聚焦基层
基础，切实打牢检察事业发展根基，奋
力推进新时代全区检察工作新的发
展、新的进步。

全区三级检察长会议召开
李纪恒作出批示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在今年的内蒙古卫视蒙古语春晚
上，来自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兴蒙蒙
古族乡的10名群众身着特色鲜明的民
族服饰亮相。他们，曾经历从牧民到
渔民再到农民的转变，定居在杞麓湖
畔的凤凰山脚下。

穿着蒙古袍、唱起蒙语歌、跳起蒙
古舞、拉起马头琴，甚至是取一个蒙语
名字曾是兴蒙乡群众梦寐以求的心
愿。多年来，兴蒙乡群众看着电视节
目、视频模仿着学，却苦于没有专业教
师指导。

时至今日，他们多年的心愿因锡
林郭勒职业学院赴云南进行文化支教
而变为现实。

说起支教，不得不提的是来自锡
林郭勒职业学院蒙古语言与艺术学院
副教授孟根。2013年，她受锡林郭勒
职业学院委派前往兴蒙乡支教，5年
间，她先后5次前往兴蒙乡，被当地百
姓亲切地称为“老家人”。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
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文化的
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
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文化帮扶项目就是将传统民族
文化送到他们身边，在规定课程外，通
过‘第二课堂’兴趣班的形式，教孩子
们学习民族特色的舞蹈、蒙语歌曲、马
头琴等。当孩子们在聂耳广场唱起蒙
语歌那一瞬间，我感觉一种文化自信
瞬间涌上心头。”孟根说。

多次前往兴蒙乡支教的经历，加
深了孟根等几位教师对于当地的了解
和感情，随着支教的不断深入，勤快好
学的兴蒙乡人对于文化的需求也不断

加深，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对于兴蒙乡
的教育帮扶思路也不断打开。

5年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先后指
派蒙古文化研讨所所长斯仁那德米德和
胡日乐苏和等语言学专家协助兴蒙乡将
辖区内使用的所有蒙古族语汇进行了整
理，协助出版《喀卓语汇编》第二版；

2016年 9月，锡林郭勒职业学院
特派3位教师前往兴蒙乡中心小学助
力校园文化建设；

去年12月13日，在兴蒙乡建乡30
周年之际，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应邀参
加通海县兴蒙乡那达慕大会文艺演出
及民族文化发展论坛等活动。历时7
天，该学院师生代表队共进行4场精彩
纷呈的演出。以此为契机，齐·宝力高
国际马头琴学院在兴蒙乡正式建立了
实训基地……

支教期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也
向兴蒙乡的学校捐助了多媒体、电子
白板、电脑等设施设备。兴蒙乡每年
也会派出师生来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学
习，目前在校学习的师生就有十几名。

谈到支教，兴蒙乡中心小学校长
赵昆感触颇多：“自从锡林郭勒职业学
院进行文化支教以来，培养教育的兴
蒙乡学子在外求学返乡后，已成长为
中心小学的骨干力量。在学院大力支
持下，‘中国西南蒙古族文化传承基
地’在兴蒙乡建立，为继承和发扬民族
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那里气候四季温润，一个乡，五
个村，村与村之间距离近，群众文化活
动便于开展，村村都有业余文艺队。
我自己也是乌兰牧骑队员出身，我的
愿望就是把文化站建的更规范、更具
规模，依托文化站组织一支业余乌兰
牧骑，让他们来草原上表演，把具有当
地特色的文化展示给内蒙古乃至全国
各地的观众。”孟根的支教思路还在延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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绽放在凤凰山脚下的民族文化之花

□本报记者 王开 刘宏章
《阿拉善日报》记者 魏义民

一大早，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腾
格里额里斯镇乌兰哈达嘎查的牧民王
进飞打扫完马厩，就牵着自家的马匹来
到通湖草原景区开始一天的工作。

“草原绿了，来旅游的人多了，正
是我们挣钱的好时候。”王进飞一边把
游客扶上马背一边乐呵呵地对记者
说，“去年‘五一’我就接待了骑马游客
3000多人，今年五一节估计来旅游的
人还要更多。”

今年55岁的王进飞是乌兰哈达嘎
查的贫困户，过去一直靠放牧为生。
退牧还草后，由于没有一技之长，他全
家依靠每年每人 6000元的草补费生
活，妻子又患病常年吃药，家庭负担很
重。为了维持生计，他就到附近铁厂
捡矿石增加点收入，再加上政府救助，
只能勉强维持生活。然而，2012年铁
厂倒闭了，无奈之下，王进飞到通湖草
原景区打工，但生活仍是入不敷出。

在推进精准脱贫攻坚战过程中，面对
像王进飞这样的贫困户，腾格里经济技术
开发区变以往的“输血”式扶贫为“造血”
式扶贫，依托境内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
4A级通湖旅游区、水稍子旅游区和额里
森达来旅游区等景点，大力推进“旅游+
合作社+贫困户”的产业扶贫。

2012年底，借助通湖草原旅游区，
乌兰哈达嘎查党支部牵头率先成立了
嘎查旅游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社本
着农牧民自愿的形式以户为单位入
股，通过在景区经营沙漠冲浪车、骑马
等项目获得收益。

在政府的帮扶下，王进飞贷款买
了5匹马入股并参与旅游服务，当年分
红和在景区劳务收入就达2万多元。

尝到入股合作发展旅游业的甜头，
王进飞心思活络开了。第二年在合作
社担保下贷款10多万元，他又买了3匹
马、1辆越野车和7辆卡丁车、沙滩摩托
车投入旅游服务。随着开发区旅游业
的蓬勃发展，他的收入逐年提高。

“现在我通过分红和劳务收入每年
达15万多元，这都是扶贫好政策带来的
实惠。”王进飞笑着说。如今摘掉了“穷
帽子”的王进飞一家住进90多平方米宽
敞明亮的新砖房，老伴儿病情逐步好转，
去年他还在中卫市为儿子买了新楼房。

“旅游+合作社+贫困户”的产业扶
贫现已成为开发区扶贫工作的新亮
点。乌兰哈达嘎查的19户贫困户，每
户以 3000元的额度入股嘎查旅游农

民专业合作社，每年通过分红、草原补
贴和在景区打工人均收入就达2万多
元。“目前嘎查210户牧民全部参股，在
各景区从事旅游项目经营的牧户有70
户，涉及项目的牧户140户，现在每年
每户的收入均在10万元以上。”嘎查党
支部书记李雄鹰告诉记者。

2016年以来，开发区4个贫困嘎
查村和 329户农牧民列入扶贫计划。
在采用旅游入股方式扶贫的同时，按
照“合作社+贫困户”运行模式，为329
户贫困户购买了329头肉牛，采取肉牛
入股、由合作社集中经营管理、统一购
销的方式发展肉牛养殖产业，在贫困户
保本的前提下，以每年分红壮大肉牛养
殖产业的扶持形式进行脱贫。此外，该
开发区针对退牧还草的贫困牧民，通过
健全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动态调
整机制，完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
策，提高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标准，
将符合补偿政策的贫困人口全部纳入
生态补偿范围，保障贫困牧民政策性收
入，达到生态保护建设与贫困牧民脱
贫双赢的目的。

沙漠旅游扶贫富了农牧民

本报乌兰察布 4月 18日电 （记
者 皇甫美鲜）4月 17日，中国石油华
北油田勘探事业部副总经理史原鹏接
受记者采访时宣布：经过多年勘探，在
察右后旗土牧尔台镇境内已探明一处
预测储量为4000万吨的油田，目前已
开始试采。

据介绍，华北油田公司的勘探区域
集中在冀中、内蒙古中部、山西沁水盆
地。二连盆地就是其中之一。二连盆
地勘探面积10万平方公里，涉及到锡
林郭勒、赤峰、乌兰察布、巴彦淖尔、包
头等6盟市，主体分布在锡林郭勒盟、乌
兰察布市境内。乌兰察布市境内分布
有约10个沉积凹陷，远景石油资源量
3亿吨。勘探至今，获得实质性勘探发
现的是位于该旗境内的乌兰花凹陷，共
钻井 77口，预测储量为4000万吨，累
计生产原油约5万吨，该油藏具有埋藏
浅、产量高、油质好、规模大的特点。

目前乌兰花凹陷共有油井 37口，
其中当年投产油井 29 口，核实日产
液 162 方 ，日 产 油 144 吨 ，年 产 油
3.3468 万吨，累计生产原油 4.6 万吨；

2017 年乌兰花凹陷上交各种税费
3627.9 万元。该区预计 3至 5年内能
形成年产 10至 15万吨的原油产能规
模。

据了解，截至 2016 年底，在二连
盆地已发现50余个凹陷，累计完成三维
地震7000余平方公里，钻探井1000余
口，总进尺170万米，探明14个油田，累
计获石油探明储量2.6亿吨。1989年二
连油田投入开发，1990年建成百万吨生
产能力，目前年产量约80万吨，已累计
生产原油2700余万吨，为地方上交各种
税费60余亿元。

据介绍，今年计划在乌兰察布市境
内钻井21口，实施三维地震120平方公
里，预计投资1.7亿元，乌兰花凹陷仍
是勘探重点，计划投资5000万元，钻井
6口，完成预测石油地质储量 1500万
吨，控制石油地质储量1000万吨。预
计到 2018年底，日生产能力达到 200
吨，年产能力5万吨。

目前，乌兰花凹陷集油处理站一
座，兰6井注水站一座等地面建设正在
紧张建设中。

察右后旗发现一处
预测储量4000万吨油田

4 月 18 日，呼和浩特市农业技术推
广中心工作人员正在查看新品种草莓长
势。日前，由内蒙古自治区生物技术研
究院编制的《设施草莓基质种苗繁育技
术规程》地方标准通过审定并发布。该
标准适用于内蒙古地区及气候相似地区
的设施草莓种苗的基质繁育。该标准的
实施，将为我区草莓种苗繁育种植者提
供科学的技术依据，对提高本地区草莓
的产量和品质，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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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草莓种苗繁育
有了地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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