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通辽1月14日电 （记者 郭洪申）
近年来，通辽市深刻领会“枫桥经验”蕴含的实
质和内涵，不断继承和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
着眼解决影响人民群众权益和社会发展稳定的
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把排查工作延伸
到基层社会治理的每个角落，把调解工作延伸
到群众的“家门口”，推动了基层矛盾纠纷多元
化解工作纵深发展。

2018年以来，通辽市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工作作为服务群众的重要渠道，研究出台了《关

于加快推动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 构建大信访大
维稳工作格局的意见》，明确提出30条具体措
施。各地各部门上下联动、条块协作，实现了矛
盾纠纷“及时上报、集中研判、层级化解”常态化
运行。建立了市、旗、镇、村、网格五级矛盾纠纷
化解平台和62个道路交通、医疗、物业、劳动争
议等行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了2723个人
民调解组织。扎实开展了信访积案“百日攻坚”
专项行动，实行“一个案件、一名领导、一套班子、
一个方案、一抓到底”的包案化解机制。截至目

前，“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彻底化解信访积案15
件，依法导入法律程序21件、正在稳步推进化解
37件，历史积案化解稳控取得阶段性成果。

该市还注重发掘培育社会各领域各阶层调
解力量，不断充实调解队伍，在矛盾纠纷排查化
解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目前，全市人
民调解员队伍达到 9323 人，累计调解案件
5422 件，调解成功 5419 件，调解成功率为
99%。信访“三率”工作在全区排名靠前。

各旗县市区充分借鉴和吸收新时代“枫桥

经验”，在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方面也探索形成了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先进做法和经验。奈曼旗的

“解决群众诉求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有效、人民
群众满意”模式、开鲁县的“532”工作法、库伦旗
的“网格化”管理等都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

目前，通辽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日臻
完善，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实现由“松散
型向紧密型，协调型向操作型，单一型向联动
型”的转变，为平安建设通辽奠定了坚实基础。

通辽市：“枫桥经验”推动基层矛盾纠纷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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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群

■新思路新动能

■重头戏

本报包头 1 月 14 日电 （记者
吕学先 实习生 耿静波）1月12日清
晨，朝阳映照繁忙的天津港，巨型塔吊
正在吊装各类物品，一艘艘远洋货轮即
将漂洋过海，沿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航行。这一天，产自包钢的5000吨
镀锌卷板也将随船出海，驶往最终目的
地——德国。

包钢国贸公司冷轧销售部部长刘
鹏介绍，这样的景象几乎每天都会出

现，去年1至10月份，包钢共计出口钢
材152.66万吨，其中销往“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的钢材占到总量的
90.98%。

2018年11月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上又传来捷报，包钢（集团）
公司董事长魏栓师代表包钢与前来参
展的瑞典ABB公司、德国西门子公司、
日本三菱重工，澳大利亚力拓铁矿公
司、FMG公司签订总价值41.32亿元人

民币的采购合同。
地处内陆的包钢与沿海钢厂相比，

地理位置并不占优，进出口贸易长期保
持较大贸易逆差，包钢“钢中天然含稀
土”的优秀性能也并不广为人知。近年
来，包钢高度关注“一带一路”发展进
程，并将这项国家级顶层合作倡议纳入
企业规划，以“稀土钢”和“包钢制造”
品牌魅力，推动企业投身“一带一路”建
设中。

包钢紧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
型基础建设项目，特别是钢铁使用量大
的建设项目，提供适销对路的钢材产
品。从2016年开始，包钢国贸公司密
切跟踪东非铁路网，包括肯尼亚、乌干
达、卢旺达和南苏丹等国家铁路建设；
同时开拓印度市场、中东市场，跟踪中
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和马来西亚
东部沿海项目建设。

只要世界上哪里有中国的项目建

设，哪里就有包钢的钢材产品跟进。
2015年1月，由包钢“稀土高强钢”加工
而成的、我国单支最大、重达42吨的螺
旋焊管销往埃及，用于苏伊士运河塞得
港港口建设。2017年5月，肯尼亚人民
聚集在蒙内铁路蒙巴萨西站载歌载舞，
庆祝蒙内铁路正式开通。这条被誉为

“肯尼亚百年铁路之梦”的蒙内铁路，全
部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装备
建造，包钢供应的钢轨超过2万吨。

2017年，国内全行业钢材出口平
均降幅30.3%，包钢集团逆势而上，以
13%的增幅位居全国首位。今年前三
季度，包钢钢材出口同比增长16.33%，
增幅再拔全国头筹。

时至目前，包钢出口“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数量已达到 44个，板、
管、轨、线四大类主产品均漂洋过海，创
造出不凡的出口业绩，尽展“包钢制造”
魅力。

“包钢制造”成为“一带一路”响当当的品牌
四大类主产品漂洋过海销往沿线44个国家和地区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冬日里，锡林郭勒盟牧人奶娃娃工贸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内奶香四溢，一袋袋奶条正源源
不断地被制作、晾晒、包装，然后运往全国各
地。这是一家成立于2006年的民营企业，也是
锡盟成立较早的民营企业之一，主要生产奶食
品、奶茶、压片糖果等具有民族特色的休闲食
品，企业目前有“牧人奶娃娃”“青图腾”“牛柏
顺”3个品牌。

该企业成立以来不断研发符合消费者需求
的新产品拓展市场，产品年加工量达900吨。

目前产品主要销往江苏、广东以及青海、西藏等
地区，并且在京东、淘宝等电商平台销售。“我们
现在重点开发的产品有以马奶为原料的固态成
型制品和符合大城市消费群体口味的奶茶产
品。最终目的就是通过公司日渐完善的销售渠
道，把富有地方特色的产品推送到全国。让各
地消费者接受并喜欢来自锡林郭勒草原的美
味。”公司负责人刘志伟信心满满地说。

锡林郭勒盟牧人奶娃娃工贸有限公司的不
断壮大是该盟民营企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
以今年为例，锡林郭勒盟非公经济稳定发展，前
三季度实现增加值同比增长2.6%。民间投资
完成总量稳步增长，主要集中在畜牧业规模化

养殖、制造业、信息传输业、房地产等领域，城镇
非公单位从业人员达30多万人，民营企业已成
为吸纳就业人员的重要渠道。

创建于2008年的锡林郭勒盟呼德阿伦食
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生产风干牛肉为主的民
营企业。企业运用现代食品加工工艺和独创
的果木烤制技术，年生产牛肉干100吨，牛肉
酱2吨左右。公司产品以鲜美、绿色、有机、天
然的产品定位走高端市场路线，设有直营专卖
店7家，并进驻了广州、昆明、西安等多家机场
超市。利用锡林郭勒草原民族文化资源，2013
年公司又拓宽经营领域，成立了锡林郭勒盟呼
德阿伦蒙古服饰民族文化有限公司，销售自主

设计的蒙古族服饰，目前服饰主要以订制为
主，深受外地游客喜爱。公司负责人阿拉坦图
亚告诉记者，下一步准备成立一家合作社，做
好牧人家与市场的对接。同时，让牧民以牛入
股，公司做牛肉干，销售后与牧民五五分成。
通过这些合作模式，实现企业和牧民经济效益
的双赢。

近年来，乘着好政策的东风，锡林郭勒盟奶
娃娃、呼德阿伦等民营企业得到蓬勃发展，已成
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引擎之一。去年
以来，锡盟非公有制经济稳步发展，市场主体已
发展到10万多户，注册资金达1500多亿元，非
公经济更加充满活力。

锡林郭勒盟非公经济活力迸发

本报阿拉善1月 14日电 （记者 刘
宏章）日前，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组织专家
对阿拉善盟林木种苗站承担的自治区科技
支撑项目——“黑果枸杞良种选育及繁育和
栽培技术研究”进行了验收。

据了解，“黑果枸杞良种选育及繁育和
栽培技术研究”项目执行期为2015至2018
年，收集了我国主要黑果枸杞分布区的不同
种源，开展了当地野生黑果枸杞良种初步选
育，额济纳旗黑阿果枸杞种源区种子获得林
木良种认定证书；完成了黑果枸杞播种繁
育、嫩枝、硬枝扦插试验，总结出黑果枸杞繁
育技术，编制了《黑果枸杞育苗技术规程》；
在阿左旗吉兰泰镇希尼呼都格嘎查建立了
50亩黑果枸杞繁育实验园，建成1.5亩黑果
枸杞良种采穗圃；完成了黑果枸杞人工栽培
试验，总结出黑果枸杞人工栽培管理技术，
推广种植1000亩；项目培养硕士研究生2
名，完成相关学术论文 5篇。该项目的实
施，为干旱地区生态环境的恢复与重建提供
了物种及优良种源，对阿拉善盟保护生物多
样性和改善生态环境，推进良种化进程，发
展沙产业，促进农牧业产业结构调整，加快
黑果枸杞产业化进程，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阿拉善盟

黑果枸杞项目
助力恢复和保护生态

■定格

本报呼和浩特 1 月 14 日讯 （记者
刘洋）近年来，呼和浩特市着力加大对民营
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推动民营企业发展壮
大、有效提升民营经济发展水平。

据了解，呼和浩特市设立了8亿元的创
新奖励扶持资金和10亿元的创新投资引导
基金，每年安排2000万元产学研专项资金，
全力扶持企业开展技术创新。2017年，共
向108家非公有制科技型企业投入科技计
划经费5735万元，支持项目108项，切实提
升了民营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目前，呼和浩特市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199家，居全区之首，其中民营企业达到190
家，民营经济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在税
收方面，呼和浩特市全面落实国家各项减税
降负政策，截至目前，已帮助60户企业纳入
自治区电力多边交易市场，累计降低企业用
电成本4.66亿元。

此外，通过积极协调对接金融机构，搭
建融资平台，全呼和浩特市“助保贷”企业
245户，放款总额12.03亿元，解决就业岗位
8817个。同时，呼和浩特市根据根据实际
需求，创新推出“税贷通”“产业链融资担保”
等中小企业融资项目，有效缓解了中小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

呼和浩特市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
金融支持力度

本报巴彦淖尔 1 月 14 日电 （记者
韩继旺）2018年以来，巴彦淖尔市不断深化

“放管服”改革，以“互联网+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服务”为切入点，不断创新服务模式，
打通信息壁垒，让“信息跑路”代替“群众跑
腿”，用新技术手段应用免去群众奔波之苦，
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人社服务。

目前，巴彦淖尔市群众只需关注“巴彦
淖尔12333”微信公众号即可完成养老保险
待遇领取资格认证、慢性病待遇查询，还可
以通过“巴彦淖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订
阅号、“巴彦淖尔12333”微信、微博公众号
查询社会保险经办流程等 20余项人社业
务。该市通过线上咨询、网上申请、网上受
理、手机备案以及微信公众号查询、认证等
多平台网络经办模式，着力打造经办大厅、
网上平台、移动终端、自助终端、咨询电话于
一体的立体化、信息化、智能化的人社服务
新格局。

巴彦淖尔市

20项人事社保业务
实现“指尖办”

□本报见习记者 高敏娜 摄影报道

投资7980万元建设的科右前旗雪村滑雪
场日前迎来第一批游客，众多滑雪爱好者在雪
道上演绎“速度与激情”，为寒冷的冬季增添浓
浓雪趣，也标志着科右前旗冬季旅游正式拉开
帷幕。

滑雪场坐落于科右前旗居力很镇红心村，
占地10公顷，造雪面积7万平方米，可同时容
纳2000名游客，是集滑雪、戏雪、餐饮为一体
的大型室外体育活动场所。滑雪区域拥有初、
中级2条雪道，总长600米，可同时容纳1000
人滑雪。游客可以体验雪地摩托车、卡丁车、
碰碰车等10多个游戏项目。

据了解，今年科右前旗将以“冰”“雪”“节
庆”等冬日自然、文化景观为核心，打造特色主
题旅游路线，融合冬季冰雪观光、冬令营、滑雪
娱乐、民俗参与等项目，重点做好冰雪渔猎文
化、运动体验、农事采摘、民俗文化冬季旅游

“拳头产品”的纵深开发。
滑雪者们在雪道上演“速度与激情”。

体验滑
雪的乐趣。

雪村雪趣

日前，乌海市司法局在海勃湾区第五小学举办了“乌海因我而文明”——文明法治进校
园活动，活动通过布置法治宣传展板和发放文明法治宣传手册等形式引导广大青少年增强
法治观念，做讲文明、守法律的合格公民。 见习记者 郝飚 摄

文明法治进校园

森林卫士

1月 13日，包头市达茂旗蒙灵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线下体验店，斯琴格日乐（左）正在分包
商品，准备发往外地。去年以来，包头市达茂旗注重地区品牌商标打造、培育，越来越多的农
村合作社、农副产品加工厂为产品注册商标，全面推行“行业协会+地理标志商标+企业+农牧
户”的新型农村经济模式，努力让当地绿色土特产“上线”销售。斯琴格日乐所经营的合作社
率先推出“私人订制草原羊领养计划”，积极开展体验式旅游和品牌化推广活动，全年接待游
客3000多人，带动100户牧民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 金泉 摄

绿色品牌销路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