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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呼和浩特市坚持立德树人、以文化
人，切实履行好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的重要职责，建设首府道德高地。

呼和浩特市把加强家庭文明建设作为育新
人的重要抓手，不断推进家庭文明建设系统化、
制度化、常态化。印发了《呼和浩特市深化家庭
文明建设的实施方案》，综合运用教育引导、舆论
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等方式，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家风家教之中。

加强活动载体设计，广泛开展了呼和浩特
市文明家庭创建评选活动。组织召开了呼和
浩特市第一届文明家庭表彰大会，表彰了 100
户全市文明家庭。广泛设立以家庭孝老、敬老
为核心的善行义举榜，使更多家庭学有榜样、
见贤思齐。深入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主题教
育实践活动，持续评选民族团结进步家庭和先
进个人，引导教育人们在家庭和社会中自觉维
护民族团结。

在传承家风家训活动中，示范作用。发挥
“名人效应”，邀请呼和浩特市的全国道德模
范、自治区道德模范来讲好家风故事，促进全社
会家庭文明建设。此外，还运用各种综合阵地
展示家风文化，深化“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结
合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传
统节日，引导人们在辞旧迎新、慎终追远、阖家
团圆、尊老敬老中摈弃陋习、移风易俗，培育优
秀家风。抓住“三八”“六一”“国际家庭日”等时
机，举办内涵丰富的群众性活动。通过开展非
遗活动展示、优秀童谣征集传唱和经典诵读、社
会实践等活动，推动传统节日普及教育进校园、
进社区、进家庭，使孩子们成为好家风的传承
者、践行者。

与此同时，还开展了家书征集活动，“家风
润青城·好家风好家训”巡讲巡演活动，讲述

“身边好家风好家训”故事大赛。以讲故事的
形式，讲述自己家庭或邻居、同事家的好家风、
好家训，家庭好故事，突出真人、真事、真情特
色，做到以小见大、真实感人。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积极开展“六在青城”
系列主题实践活动，即美在青城、礼在青城、爱
在青城、信在青城、和在青城、敬在青城，引导
广大干部群众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细微
处做起，弘扬伟大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
精神、梦想精神，让理想信念的明灯在人民心
中闪亮。

以“担当民族大任 争做时代新人”为主题
的敬在青城——我爱岗、我敬业、我奋斗、我幸
福巡回宣讲活动，先后走进呼和浩特市的机
关、学校、街道、社区⋯⋯在每一场巡讲会上，
来自首府各个岗位上的“最美青城人”、内蒙古
好人、敬业奉献道德模范代表，以自己的亲身
经历讲述了一个个真实生动感人的敬业故事，
用最质朴的语言催人奋进。他们虽然来自不
同的岗位，但他们都信念坚定，忠于自己的事
业。他们的事迹感动着现场的每一位观众，赢
得一阵阵的掌声。在每一次“敬在青城”主题
系列活动现场，仔细聆听的干部群众都发出自
己的感想。玉泉区清泉街社区民和花园小区

的居民李月珍表示，“听了几位道德模范的故
事 ，备 受 鼓 舞 。 助 力 创 城 ，其 实 就 在 我 们 身
边。或许我们做不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我们
可以从身边小事做起，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让
文明之风蔚然成风。”市政公用工程质监站工
作人员赵子梁表示，要发扬当代主人翁精神，
在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把“我爱岗、我敬业、我奋斗、我幸福”贯穿在今
后的工作和生活中。

“敬在青城”主题征文大赛，青城人用笔书
写了努力奋斗的家国情怀。征文大赛共收到
来自 9 个地区、30 多个部门 173 篇征文稿件，
各行各业的故事在每一篇用心书写的征文中
有着充分的体现，其中有孜孜不倦的文史工作
者，也有日复一日从事特殊教育的老师，有坚
守岗位不动摇的交警，也有挽起袖子、低下身
子为民服务的基层干部。青城人民正通过征
文抒发不忘初心、奋发图强，爱岗敬业、无私
奉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建设充满
活力、美丽宜居、和谐幸福的首府而努力奋斗
的家国情怀。

“敬在青城”演讲比赛，敬业者饱含深情地
宣扬爱岗的意义。“敬在青城——我爱岗、我敬
业、我奋斗、我幸福”演讲比赛在如火如荼的开
展。来自 10 个地区、21 个部门的 61 位参赛选
手走上演讲台，立足岗位讲述自己的敬业故
事，阐释敬业的内涵。在呼和浩特市轨道交通
2 号线开展的敬在青城——我爱岗、我敬业、我
奋斗、我幸福演讲比赛，引导广大地铁一线职
工敬业担当，在岗位上埋头苦干、无私奉献，用
青春和汗水守护轨道交通的安全。“匠心，就是
用 最 初 的 心 做 永 远 的 事 ，始 终 如 一 ，初 心 不
改。对于教师，匠心就是一颗纯粹的教育心，
并一以贯之。我也希望自己一生秉持‘一辈子
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的初心，在喧嚣中独
守一片平淡，在繁华中坚持一份简单。”这是呼
和浩特市第二十七中学教师任梦婷，在玉泉区

“敬在青城——我爱岗、我敬业、我奋斗、我幸
福”的一段演讲。土默特左旗那什图村的驻村
第一书记王卉在演讲中说到：她没有衬衫短裙
高跟鞋的时尚精英外表，因为衬衫撸不起袖
子，短裙蹲不下身子，高跟鞋进不了农田。通
过 5 场行业、地区的演讲比赛的举行，让市民群
众更深入的了解了各行各业的平凡与伟大，无
论是地铁工人，还是人民教师，亦或是基层干
部，都散发着自己的热量。

呼和浩特市把培育新型农民，推进乡风文
明作为育新人的重要抓手，调动各方力量奋力
推进，围绕农民精神风貌、人居环境、文明创
建、移风易俗、文化惠民 5 个方面，开展乡风文
明提升行动。以典型评树促文明，在农村地区
选树一批典型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带头
人，广泛开展好媳妇、好婆婆、十星级文明户、
诚信农户、新乡贤、好村官、文化带头人等选
树活动，开展“寻找 新乡贤”活动，并充分发挥
乡贤文化在树立淳朴民风中的促进作用，呼和
浩特市在农村建立村史馆 130 家，编写乡贤教
材 450 余部。以身边人带动身边人，引导乡风
民风美。

移风易俗促文明。呼和浩特市把反对天
价彩礼、婚丧喜庆大操大办等陋习作为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全市积极开展了“村
规民约大家提、大家议、大家定、大家守 ”工
作。把村规民约作为移风易俗，推进乡风文明
的重要抓手，精心组织，认真实施。各村制定
或者修改了原有的村规民约，在充分讨论的基
础上，进行民主协商，最终表决通过形成了自己
的村规民约,使村规民约成为约束村民的硬杠
杆。截至目前，全市各村组织动员农民群众积极
参与制定村规民约 965 条，并张榜公布，使农民
心有尺度、行有规范。各村普遍建立红白理事
会，制定红白事规模、标准、程序，推动节俭办婚
丧，大力倡导乔迁、庆生、祝寿、就业、升学、参军等

喜庆事宜不办。土默特左旗杨家堡村制定随礼
不超过 300元、办宴席不超过 20桌的村规，极大
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也改善了邻里关系。

志智双扶促文明。提高农民精神风貌，是
呼和浩特市培育新型农民的重要目标，组织 10
支志智双扶宣讲团，深入到贫困村开展宣讲活
动，来自文明家庭代表、脱贫带头人、驻村第一
书记和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呼和浩特市宗教局
的宣传队员，开展了扶志和扶智宣讲、禁毒和
宗教知识宣传，唱响了“好日子是奋斗出来的”
主旋律，目前已经宣讲 50 余场，深受农民欢迎。

呼和浩特市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把它作为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的基础工程，发挥未成年人的实践主体作
用，从细处、实处促进道德素养提升。全市 735
所学校（幼儿园）、320 个社区、28 所留守流动
儿童家园、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爱国主义
教育示范基地、公益性文化场馆、青少年宫（活
动中心）、综合（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等校外活
动场所，开展了“德润青城 阳光少年”“爱在青
城·让心向阳”“非遗”文化进校园、“大手拉小
手·七色光”志愿服务、“青城石榴籽行动”等工
作品牌。

深化文明校园创建。把加强领导班子建
设作为首要任务，把思想道德教育作为重中之
重，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加强学校意识形态阵
地管理，改进学校美育工作，完善规范办学治校
各类制度，作为深化文明校园创建的切入点，在
健康向上、格调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中，提高学
生审美和人文素养，构建多层次、多维度、合力
创建格局，树立学校领导班子、教师队伍、全体
学生的文明形象。已经命名了三批共 206 所市
级文明校园，32 所自治区文明校园提名学校通
过媒体公示，赛罕区大学路小学成为首届全国
文明校园。

全方位配置健康营养的文化套餐，以文化
人、润物无声。呼和浩特市广播电视台的《校
园》《阳光少年》栏目，日报晚报的“成长周刊”

“花季雨季”专刊、教育文化版，文明网的《未成
年人》栏目、“新时代好少年”“优秀童谣”“文明
校园”“经典诵读”，以及重要时间节点的教育
专题网页，各类媒介宣传的关爱保护未成年人
的公益广告，以文化人，弘扬正能量。本市推
出的大型动画片《草原豆思》、原创动漫舞台剧

《草原豆思之神秘来客》、舞台剧《草原之声》，
今年暑期承担的近 50 场优秀儿童剧目演出，每
年引进的少儿题材电影，连续举办二十多届的
全市中小学校园文化艺术节、五届少儿书画作
品展、各地区举办的学校少年宫成果展演，编
发的《美丽青城是我家》优秀童谣图书、《德润
青城 阳光少年》纪实画册，为首府未成年人提
供了异彩纷呈、寓教于乐的健康文化套餐。各
部门合力开展的“净刊、净网、净频（屏）、净园”
等护苗专项行动，不断优化有利于青少年健康
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

以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为重点，让特殊
群体少年儿童同享蓝天，共浴温暖阳光。全面
实施学校标准化建设，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接收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增至 8.8 万，相当于
有 40 多所 2000 人规模的学校为其提供服务。
为全市困境儿童建立信息台账，给城区和农村
贫困家庭未成年子女发放保障金、实施分类救
助。呼和浩特市儿童福利院、呼和浩特市救助
管理站、6 所特殊教育学校、72 所乡村学校少年
宫、27 个市级以上家庭教育示范基地、22 所留
守流动儿童示范家长学校、28 所留守流动儿童
家园、65 家“优秀青少年维权岗”、44 个校外未
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点，以及“爱心妈妈”协
会、“青城妈妈帮”“青青社工站”等，对青少年开
展爱心结对、温情陪伴、心理疏导、捐资助学、医
疗救助等服务，让“爱在青城 让心向阳”成为伴
随未成年人心灵成长的主打歌，为青少年全面
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2016 年 5 月，呼和浩特市被国务院食
品安全办确定为第三批国家食品安全示
范城市创建试点城市，市委、市政府严格
落实“党政同责”“四个最严”和“四有两
责”工作要求，明确任务、紧抓重点、攻克
难点、打造亮点，深入推进国家食品安全
示范城市创建工作，大力提升首府食品安
全保障水平，切实维护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从 2018 年 8 月 24 日到 2018 年 9 月
5 日，呼和浩特市食药安委办委托北京零
点市场调查有限公司对全市 9 个旗县区
群众食品安全总体满意度、创建工作知晓
率和支持率进行了调查。调查区域覆盖
呼和浩特市 42 个居（村）委会，实际完成
调查样本 846 个。调查结果显示，呼和浩
特市群众食品安全总体满意度为 78.5%，
对创建工作的支持率为 98.9%，达到了国
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的标准。

呼和浩特市把大力提升餐饮服务质
量安全水平作为重中之重。全市食品药
品监管系统按照“四个最严”“四有两责”

和市委“四个精细化”的工作要求，把全面
推行“明厨亮灶”工程和“四化管理”（厨房
管理透明化、食品贮存超市化、现场管理
色标化、加工管理规范化）模式，作为规范
餐饮业加工操作行为的重要举措，在全市
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厨房革命”。深
入开展了食品“六小”整治工作，突出开展

“厨房革命”“厨房革命清网行动”专项整
治，全面推行“四化”管理模式，大力提升
餐饮业质量安全保障水平，坚决治理“餐
桌污染”问题 。截至目前，呼和浩特市现
有持许可证的餐饮服务单位 9638家，已经
进行量化等级评定的 9270 家，A 级 3894
家，占持证餐饮经营单位总数的 40.4%；B
级 4797 家，占持证餐饮经营单位总数的
49.5%。持有《小餐饮备案证》5779 家。
2017 年 至 今 ，全 市 共 检 查 餐 饮 单 位
105741 家次，责令改正 3256 家次，取缔
947家。打造了“809兴街”“牛街”“烧麦一
条街”“新华联雅园”“讨号板北路”“讨号板
东路”等70余条餐饮食品安全示范街，其中
打造美食街15条。

开展网络订餐整治专项行动。出台
《呼和浩特市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
督管理办法(试行)》，对辖区内网络餐饮
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通过第三方平
台和自建网站提供餐饮服务的餐饮服务
提供者进行监督管理。《办法》明确要求，
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要做到
确保入网经营的餐饮单位《食品经营许
可证》真实有效，确保配送安全卫生，确
保投诉及时处理。要求网络餐饮服务提
供者应到各旗县区、开发区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备案，统一服务标识、统一上岗
服装、统一容器标准、统一配送流程。

积极开展学校（幼儿园）食堂、“小饭

桌”和校园周边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
作，建立并执行《呼 和 浩 特 市 中 小 学 学
校、幼儿园食堂和学生“小饭桌”家长委
员 会 食 品 安 全 巡 查 制 度》。 落 实 学 校

（幼 儿 园）食 堂 食 品 安 全 主 体 责 任 。 开
展 学 校 ( 幼 儿 园) 食 堂 食 品 安 全 监 督 检
查 。 继 续 实 施 对 学 生“ 小 饭 桌 ”食 品 安
全的备案管理。严管学校及周边 200 米
以 内 的 小 餐 饮、小 超 市、食 杂 店 及 无 证
照经营食品的摊贩，严禁售卖劣质儿童
食 品 ，并 责 令 经 营 者 下 架 以 劣 质“ 麻 辣
类 ”“ 三 精 一 水 ”类 为 代 表 的“ 五 毛 食
品 ”。今年以来，共检查学校（幼儿园）
食堂 2847 家次，“小饭桌”7348 家次，校
园周边餐饮服务提供者 6140 家次，下达
责令改正通知书 351 份，小饭桌食品安全
备案 2862 家。

开展食品安全“百日会战”，针对群
众反映的“安眠猪”“催长鸡”“催熟蔬菜、
水果”等热点问题，对在专项检查、日常
检查、投诉举报中发现的可疑品种、重点
品种、不合格率较高的品种等实施“靶向
性”抽检，特别是将猪肉、鸡肉、蛋及其制
品、蔬 菜、水 果 等 食 品 列 为 重 点 抽 检 品
种，加大在流通环节抽检力度，重点检验
食品中农药兽药残留、非法添加非食用
物质等指标，对抽检不合格食品及时下
架封存、召回，并第一时间启动核查处置
工作程序，严防问题食品流入市场。

打响黑作坊整治攻坚战。呼和浩特市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持续推进黑作坊整治
攻坚战，7月18日，对前不塔气村、坝堰村等
进行了黑作坊专项整治。共依法查扣原材
料249袋，收缴加工工具35台，拆除违法使
用常压带压锅炉 12 台，现场封停整顿黑作
坊24家。

呼和浩特市以“城市更美丽、家园更
美好、百姓更幸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
提高素质、理顺体制、完善设施为重点，
以项目建设为突破口，坚持“政府组织、
地方负责、部门协调、群众参与、科学治
理、社会监督、分类指导”的工作方针，掀
起了全市动员、全民参与创建国家卫生
城市的热潮。

2017年以来，着眼于解决好群众家门
口的问题，从城市环境突出问题和薄弱环
节入手，紧贴民生需求，突出问题导向，全
力实施了有史以来投入最大、范围最广、要
素最全的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行动。先
后探索实施了“路长制”“楼长制”“片长制”

“包联制”等工作机制，城市执法体制改革
得到国家住建部认可。

两年来，呼和浩特市城市环境卫生面
貌彻底改变，主城区街道机械化清扫率达
到 80%以上，清理各类垃圾 300余万吨，城
区垃圾实现日产日清，“厕所革命”走在了全

国前列，城市的卫生死角、垃圾堆、便溺点基
本实现清零。交通拥堵问题明显缓解，查处
交通违法行为 39 万余起，主城区新增免费
停车位 13.5万个。启动建设 160公里高架
快速路，公交机动化出行分担率提升至
49%，交通出行结构更加科学合理。居民
宜居环境水平大幅提升，大力改造老旧小
区833个，拆除凉房3万余处、9.84万间，利
用腾退土地建设社区服务设施 71.1万平方
米，全市住宅小区实现基本物业全覆盖。
城市美化绿化水平明显提高，大力开展园
林绿化，栽植各类苗木 4000 万株，主城区
实现 300 米见绿、500米入园，城中村、棚户
区14万户居民实现清洁供暖，累计减排烟尘
6040 吨、二氧化硫 1786 吨、氮氧化物 484
吨。市容环境秩序得到有序规范，整治沿街
经营秩序，签订“门前三包”责任状2.7万份，
清理取缔店外出摊7.3万处、店外作业6.3万
处、流动摊贩7万处、占道经营1.3万处，完成
1148个小区、24条道路城市“蜘蛛网”改造
整治任务。食品药品安全持续巩固，3.5万家
餐馆饭店实现“明厨亮灶”，打造156条餐饮
食品安全示范街，食用农产品露天市场、马路
市场及店外烧烤实现“清零”。积极应对长春
疫苗事件，封存问题疫苗 31676支，全力保
障了首府群众的食品药品安全。

积极推进全民健康工作。在全市范
围内广泛开展了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
作，80%以上的社区设置了体育健身设
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率达到了
35%。通过禁烟、控烟宣传活动，目前全
市无烟草广告。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
和公共交通工具按照要求设置了禁止吸
烟警示语和标识。

提升重点场所卫生管控水平。推行了
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加强了
传染病、学生常见病的预防控制工作，近 3
年全市未发生重大职业病危害事故。中小
学均开设了健康教育课程。对从事接触职
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定期开展了职业健
康体检和教育活动。

保障食品和生活饮用水安全。全市
3.5 万家餐饮机构实现“明厨亮灶”，餐饮
业、集体食堂食品安全量化分级管理率
已经达到 95%，近 3 年全市未发生重大食
品安全事故。

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日趋完善。全
市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达到了
95%。实施了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推
广减盐、控油等慢性病防控措施。完善了
严重精神障碍救治管理工作网络，严重精
神障碍患者管理率达到了 75%以上。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达标率达到
了 95%，呼和浩特市近 3 年未发生重大实
验室生物安全事故和因防控措施不力导
致的甲、乙类传染病暴发流行。

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更加严格。建立
了政府组织与全社会参与相结合的病媒
生物防控机制，针对区域内危害严重的
病 媒 生 物 种 类 ，组 织 集 中 统 一 消 杀 鼠、
蚊、蝇、蟑螂的密度达到国家病媒生物密
度控制水平标准要求。

文明让首府更美好，创建让市民更
幸福。呼和浩特市将以饱满的热情和扎
实的作风，精益求精地完成“三城同创”
每 一 项 任 务 ，确 保 全 国 文 明 城 市、国 家
卫生城市、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如期
创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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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开展食品安全宣传活动

。

﹃
推进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风

﹄
主题活动

。

城管宣传进工地活动

。

城管宣传进校园活动

。

全市“三城同创”动员大会。 全区志愿服务工作推进会。 全区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推进会。 “敬在青城——呼和浩特市我爱岗我敬业我奋斗我幸福”巡讲走进呼和浩特市工商局。 全市便民市场管理工作现场推进会。

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

呼和浩特市

﹃
我脱贫

、我光荣

、我

奋斗

、我幸福

﹄
脱贫典型故事进村分享

活动走进土默特左旗塔布赛村

。

呼和浩特市举办

﹃
担当民族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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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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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我爱岗我敬业我奋斗

我幸福

﹄
演讲比赛

。

志愿者开展社区心理讲座

。

（本版图片均由呼和浩特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