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地方·旗县
2018 年 6 月 27 日 星期三
执行主编：荣松如 责任编辑：郭玉
版式策划：纪安静 制图：安宁

本 报 通 辽 6 月 26 日 电 （记 者
郭洪申 实习生 美丽）针对城市周边
矿山、破损山体、排土场、排灰场等各类
地貌土质裸露、植被稀疏区域，霍林郭
勒市启动了生态修复治理工程，工程由
政府、企业与社会资本蒙草抗旱集团采
取 ppp 融资模式合作建设，主要以耐
寒、耐旱的自然再生植被对山体破损区
域修复，经过一年时间，生态修复工作
已初见成效，进入浇水、施肥打药、清理
杂草垃圾等养护阶段。

在源源煤矿 968 采区排土场生态
修复治理项目现场，昔日粉尘飞扬、水
土流失严重的矿山废弃排土场已经重
新焕发生机。从 2017 年 5 月开始，蒙
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公司自
主研发的生物笆技术和混播草种技术
对这片排土场进行生态修复。该公司
霍林河项目部总经理石磊介绍：“咱们
所采用的技术是生物笆技术，起到治理
排土场、减少径流的作用，种植的草种
也是自己研发配比的混播草种，适合当
地的气候，耐寒耐旱。”

霍林郭勒市境内 12 个煤矿，矿山、
排土场面积共计 5733 万平方米，其中
2733 万 平 方 米 矿 山 达 到 治 理 条 件 。
2017 年，通过与蒙草抗旱公司合作，投
资 5 亿元对 210 万平方米矿山、排土场
进行修复治理，累计治理完成面积达到
2383 万平方米。今年，该市又采取“政
府引导、企业主导、社会参与”的方式，
对剩余 350 万平方米矿山、排土场开展
综合治理，其中 200 万平方米由企业自
主治理，150 万平方米通过与蒙草抗旱
公司合作的二期项目进行治理。

下一步，霍林郭勒市将不断强化相
关部门的监管职责，安排专人对矿山、
排土场治理情况督导检查，对未按要求
及时推进的企业，进行罚款及停产处
罚，确保所有可治理的矿山、排土场治
理完毕，实现“动态清零”。

霍林郭勒市
矿山生态修复初见成效

本报巴彦淖尔 6月 26日电 （记者 梁海龙）
近日，临河区车站街道办辖区粮油小区的一家养
鸽子户，被办事处人员及相关部门人员约谈，协
调让其“挪窝”，因为养鸽子的叫声、粪便味道影
响到前后两栋楼居民的生活。

这是临河区自今年 3 月实施“街长制”以来，
街长们办的大事小情中的一件。诸如居民私拉
电线为电动车充电的安全隐患、在绿化带私自种
植蔬菜等街道社区司空见惯的疑难事，现在有人
管了，“街长”要第一时间予以解决。

临河区“街长制”管理模式，是按照“一街一
长，条块结合，属地管理”的原则设计的，通过“以
点带线，线面结合”的方法，实现城市街区多部门
综合管理、各街巷无缝隙管理、固定式长效化管
理。

“街长制”模式是在区里设立领导小组，由区
公安局、综合执法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民政局、
环保局等职能单位组成，下设“5 长+N 员”联合执
法机制，对责任区域内的道路、小区、市政设施、
市容市貌、交通秩序、绿化管理和环境卫生实施

全面综合管理。
“街长”实行逐级负责制。五级街长发现问题

直接协调职能部门管理员处理，按照发现、协调、
处置、督查、结单的小闭环流程运行。职能部门管
理员未予处理的，五级街长按照上报、协调、处置、
督查、结单的大闭环流程运行，五级街长逐级上报
至一级街长。同时，区组织、纪检、监察委员会、督
查部门不定期督查、考评，奖惩责罚分明。

从 5 月 3 日开始，团结街道“街长制”工作内
容进入集中整治阶段。工作人员统一佩戴工作
证，利用 8 天时间，集中开展进社区排查工作。由
三级街长指导集中排查，四级街长牵头，组织五
级街长及职能部门工作人员进行现场集中排查
整治，对排查出的问题进行现场整改，不能整改
的问题由四级街长整理汇总，明确整改时限，统
一给职能部门下发问题整改通知单。五级街长
记巡查日志并拍照留影像资料。职能部门人员
着工作制服准时签到，参加集中整治工作。对于
整改过程中存在的疑难问题，五级街长及时反馈
执行情况，与上一级街长及时对接并解决。

东环街道各社区五级街长在街道三级、四级
街长的带领下，联合派出所、执法中队、各物业公
司等单位 20 余人，对辖区各住宅小区私搭乱建、
占用公共绿地、拥堵消防通道等现象再次进行集
中清理整治。

汇丰街道康都社区居委会联合新城康都业
主委员会、物业、执法中队、消防支队、开发区派
出所等部门对小区私拉乱接电线充电行为集中
整治“回头看”。

团结街道召开“街长制”工作例会，研讨集中整
治露天烧烤及油烟扰民问题，坚决杜绝露天烧烤；
加大治理部分商户、建筑工地的噪音扰民问题。

车站办事处联合成员单位对辖区进行集中
治理，拆除了违规安置的停车地锁，解决了店外
占道经营、辖区乱贴乱挂等问题。

在谈到“街长制”管理模式时，车站街道办的
一位工作人员很有信心地说：“过去各部门单兵
作战，治理没力度，保持没长效，社区工作很难
做。现在多部门联动、群众参与、网络化运作、制
度化考核，方法新颖，操作顺手，开局很好。”

临河区：“街长制”专管居民疑难事
■亮点

□本报记者 李玉琢 实习记者 姜峰

近两年，扎兰屯市不断加大民生投入，增进民生福祉，努力实现贫困户对
美好生活的期盼。在住有所居、病有所医、学有所教上下功夫，为困难群众过
上幸福生活提供了保障。

一室一厅、45平方米的楼房，窗外是绿树掩映的小山——住在市区绿林家园小
区的乔贵才连说自己“太幸福了”。乔贵才是扎兰屯市卧牛河镇三道桥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原来一家四口住在两间危土房里。他家是村里的后来户，没有赶上二轮土
地承包，家里没有耕地。一家人靠两口子打工维持生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在 2016 年的脱贫攻坚战中，乔贵才家符合易地搬迁条件，经过本人申请，
政府在市区绿林家园小区为他家分了套一室一厅的楼房。

对易地搬迁户，政府将扶贫资金作为股金，投入到黑木耳种植专业合作

社，搬迁户既可以到合作社打工挣工资，每年还按人口享受股份分红。村里也
将集体经济资金投入到专业合作社，把每年的收益分给贫困户。去年，乔贵才
家这两笔分红就得了 2000 多元。

乔贵才的老伴感慨不已：“做梦也没想到，我们这易地搬迁户不仅住上了楼
房，还有后续产业帮扶和享受资产受益分红，这真得感谢党和国家的好政策啊！”

扎兰屯市在实施健康扶贫中，做到“先诊疗后付费”和“一站式”结算，保证
贫困户患者住院最终实际报销比例达 92%，大幅降低了贫困户的经济负担。

2017 年 11 月，铁东街道铁东村贫困户张立娟患肾病住院，结算总费用是
14937 元。基本医保报销 9599 元，健康保险、商业保险、扶贫保险补助金、大病
保险 4 道保障报销 4304 元，最后个人自付仅 1000 多元。“太感谢党和政府了，
我不仅看好了病，这日子也越来越有盼头了！”张立娟说。

铁东村贫困户肖和春告诉记者，2012 年他因胃病大手术住院花了 3 万多
元，欠下不少外债。2014 年整户识别时，他家被纳入贫困户，3 口人均能享受

到医疗扶贫政策。今年他女儿患子宫肌瘤，在市中蒙医院住院总费用 10343
元，除去基本医保加上 4 道扶贫保障报销，最后住院费用个人只负责 8%，只花
了 1927 元。健康扶贫真正解决了贫困家庭的实际困难。

扎兰屯市在教育扶贫中，积极推进雨露计划、贫困生救助基金、泛海助学、
建档立卡户和低保户家庭上大学补助等政策的实施，不让一个贫困生因家庭
困难断了上学梦。

2014 年，高台子办事处高台子村刘晓英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当时，她
的儿子正在市里上高中。家里只有 14 亩地，丈夫因为眼睛受伤干活受到限制，
只能靠她打工供孩子上学，日子过得挺艰难。

2017 年，刘晓英的孩子以优秀成绩被吉林大学录取。赶上了国家的扶贫
好政策，政府对贫困户家庭的孩子考上大学本科的，一次性给补助 4 万元钱，泛
海集团又给了 5000 元的助学金，孩子上大学的钱不用愁了。

“赶上了好政策，把我们家最大的困难解决了。”刘晓英说。

扎兰屯市：“三保障”为贫困户兜了底

■小康路上

■信息吧

本报鄂尔多斯 6 月 26 日电 截至
目前，由达拉特旗委政府做媒，全旗 132
个嘎查村与企业“结亲”，开启村企联姻
乡村振兴新征程。

播种季节，达旗 15 万亩耕地上出
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农民拿出全部
或部分土地，由内蒙古天洲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等企业或合作社全程或半程“代
耕代种”，农民从分散式、高成本、低效
率种植变成企业规模化、低成本、高效
率经营，农民由种植主体变成企业“打
工族”。而这只是该旗企业积极投身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一种模式，更多企
业立足自身优势，与结对嘎查村运筹谋
划，探索高质量发展的新路。

达拉特旗引导动员企业从农业基础
设施建设、产业结对共赢、村集体经济发
展，到美丽乡村建设、就业带动扶持、消
费拉动脱贫，再到公益事业普惠、慈善救
助解困，参与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工
作。鄂尔多斯市金泰禾农牧业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通过订单合作、流转土地、解决
就业等方式参与“三农”发展。今年，公
司计划在结对村白泥井镇七份子村推出
三套“组合拳”：投资合作，利润分成；流
转土地，定向扶贫；产业扶贫，分红增
收。其中，企业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
实行公司担保、贫困户贷款、入股分红经
营，入股贫困户每户将分得红利不少于
1 万元。

今年，内蒙古骑士乳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在结对村展旦召嘎查继续实施
捐资助学、扶贫解困、担保贷款等支持
外，还将实施优先用工、服务外包、订单
合作，引进苜蓿、燕麦、甜菜等适销对路
的种植新品种，并给予农机服务与技术
培训，既“授鱼”且“授渔”，增强了村民
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王枝莲）

达拉特旗
村企联姻振兴乡村

■图闻

本报锡林郭勒 6 月 26 日电 （记者 巴
依斯古楞）近日，苏尼特左旗举办第十三个“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活动主题为“美好生
活 多彩非遗”。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中，70 余名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带着沙嘎、毡绣等 20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亮相，传承人通过实地
演示传统技艺，诠释新时代的工匠精神，全面展
示了近年来该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

近年来，该旗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有效抢救和保护了多项濒临失传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截至目前，全旗共有国家级

“非遗”名录项目 2 个、自治区级“非遗”名录项
目 15 个，盟级“非遗”名录项目 20 个。

苏尼特左旗

70余名非遗传承人演示传统技艺

本报通辽 6 月 26 日电 （见习记者 薛
一群）近日，由科左后旗人民政府主办的招商
引资洽谈会在辽宁沈阳市举行，重点推介该旗
资源优势和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加强与企业的
沟通交流，深入推进项目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

该旗享受国家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
业基地战略和支持内蒙古又好又快发展等优
惠政策，属于多种优惠政策叠加区。长期以
来，该旗不断优化投资软环境，制定出台了一
系列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并为投资者提供“一
站式”保姆服务。立足自身优势，该旗打造了
肉牛、旅游、蒙中医药、物流、沙产业、绿色生态
农牧业、马文化产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 8 大主
导产业，重点建设园区、金融等平台，未来对外
开放融入东北振兴的“先遣地”优势将更加凸
显，将成为自治区加强与辽宁省等东北地区区
域交流合作的重要节点。

科左后旗

在沈阳举办招商引资洽谈会

本报鄂尔多斯 6 月 26 日电 （记者 王
玉琢 实习生 刘海燕）今年以来，鄂托克前
旗以精准识别、精准荐岗、精准培训、精准扶
持、精准援助“五个精准”为主要措施，帮助贫
困劳动力就业创业实现脱贫。

对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员就业状况、就业
创业意愿和培训需求等情况逐一登记，建立
规范的信息台账。开展企业用工专项摸底调
查，通过“春风行动”“就业援助月”“民营企业
招聘周”等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为贫困劳
动力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开展就业“大篷车”
送岗位到乡镇、村居活动，使贫困劳动力不出
村即可享受就业服务，促其上岗就业。

对具有劳动能力并愿意学习技能的农村
贫困人口，分期分类进行有针对性的免费培
训，帮助贫困人口至少掌握一项技能。对实现
创业的贫困人员，根据其创业规模，给予 5 至
10 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对有就业能力和愿
望且处于失业状态的贫困劳动力，通过政府开
发公益性岗位“一对一”帮扶就地就近“托底就
业”；对用人单位招用贫困劳动力，签订 1 年以
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的，给予社会保险
补贴；对贫困劳动力灵活就业后办理就业登记
并参加社会保险的，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鄂托克前旗

“五个精准”帮助贫困劳动力
就业脱贫

本报包头 6 月 26 日电 （记者 宋阿男）
“手机开票真方便！人在外地同样可以给客户
开票，换领发票更是动动手指的事情了。”近
日，在包头市青山区国税局办税服务厅，顺鼎
鑫五金机电经销部王先生拿着全市首张由移
动终端开出的增值税电子发票高兴地说。

青山区国税局借助企业技术力量，经过反
复测试，在包头市税务系统率先上线了个人通
过手机代开增值税普通发票的功能，为纳税人
提供 24 小时手机开票服务。据悉，包头市国
税局将进一步加大推行力度，最终实现增值税
发票管理新系统全覆盖。

青山区

开出首张移动终端电子发票

近日，呼伦贝尔森宝黑木耳种植有限公司员工晾晒黑木耳。呼伦贝尔森宝黑木耳种植有限公司充分利用当地柞树锯沫废料培育黑木耳，形成了黑
木耳菌、黑木耳干、黑木耳饮料、黑木耳粉等产业链条，黑木耳等产品销往韩国、日本等地，进入中欧地理标志产品互认互保名单，带动了当地贫困群众脱
贫致富。 韩冷 摄

变废为宝 产业脱贫

为提高辖区下岗职工、困难职工的再就业技能，近日，乌兰浩特
市兴安街道社会保障所特邀请翔宇学校在临潢社区举办面点再就业
技能培训班。培训结束后，将参加统一考试和技能鉴定，合格者将由
劳动部门颁发面点师资格证。 周冉冉 摄

面点培训进社区

近日，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和信用联
社联合在该旗额仁淖尔苏木阿尔善图嘎查
举办了一场送金融知识下乡演出活动。

该嘎查党支部书记布日古德说，牧民
热切盼望多举办些这样的活动，远离高利
贷陷阱。

“作为红色文艺轻骑兵，今后要多开展
形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切实
把更好的服务和知识送到牧区。”苏尼特右
旗乌兰牧骑队长孟克吉日嘎拉表示。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摄

乌兰牧骑
送金融知识下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