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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帆 及庆玲 梁亮

时空变换中，又一个特殊意义的春天
来临。

阳春三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深化重
点领域改革，成为焦点话题备受关注。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政府工
作报告在总结2018年重点领域改革成效
时，以“迈出新的步伐”进行高度概括；在
安排2019年工作时，对深化重点领域改
革进行重要部署。

春为岁首，携希望和梦想出发。在参
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二次会议内蒙古
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内蒙古
坚持改革创新，扎实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
变革、动力变革，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发展无止境，改革无穷期。习近平总
书记的深情嘱托，立意高远、思想深邃，为
内蒙古投身重点领域改革的伟大实践指
明了方向。

党的十九大后，重点领域改革进入
攻坚期。在这个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多变
的时期，我区重点领域改革如何深化？
深情凝望全国两会正在描绘的新图景，
内蒙古以继往开来的生动实践和发展逻
辑作答！

执着奋斗 改革蹄疾步稳

数字，镌刻着内蒙古重点领域改革实
践的恢弘历史。

2018 年 3月—2019 年 3月，内蒙古
在重点领域改革中到底干了什么？正在
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内蒙
古代表团向海内外媒体公布了几组数字——

“区属69户‘僵尸企业’已处置完成39户，
今年底有望全部出清。”“项目审批、企业
开办时间分别缩短为13个工作日和5个
工作日。”……

改革，是改写内蒙古发展命运的关键
一招。沿着生动实践的指向，内蒙古重点
领域改革蹄疾步稳——

22户区直企业在集团层面全部完成
公司制改革，全区国企公司制股份制改革
向纵深推进，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吹
响奋进号角。

我区持续推进简政放权，全面推行
“多证合一”“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为内蒙
古蓄积起“放管服”改革的强大动力。

全区持续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
等重大生态休复工程，开展大气、水、土壤
污染防治，为美丽内蒙古建设注入强大动
力。

各盟市完善企业与农牧民利益联结

机制，有效促进了产业向优势特色地区集
聚，为企业增效、农牧民增收开辟道路。

我区创新深化同俄蒙的合作机制，以
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中蒙俄经济
走廊建设，为实现全方位对外开放蓄能加
油。

全区以扩大有效投资、减少低端供给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释放有效生产力注
入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各盟市停建、缓建、瘦身一批政府过度
举债项目，加大深度贫困地区产业帮扶力
度，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和脱贫攻坚开辟
道路。

内蒙古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切入点，出
台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26条措施，为
民营企业跨越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披
荆斩棘。

全区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在房产
税、资源税等方面展开大规模减费降税，为
激活市场主体活力开辟出广阔发展前景。

……
面对世界经济艰难攀爬、国内经济下

行压力加大、区内现代产业体系亟待健全
的严峻形势，内蒙古从未停下重点领域改
革的脚步。

“加快放管服重点领域改革，优化企业
营商环境，是内蒙古发展的重要法宝。”全
国政协委员、自治区工商联主席安润生说。

“深化生态保护重点领域改革，是推动
自治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全国政协
委员、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王召明说。

……
两会代表委员们认为，正在不断深化

的重点领域改革，为内蒙古走向高质量发
展奠定了基础。

2018年，内蒙古在生态、财政金融、国
资国企、商事制度等重点领域的改革持续
深化，全区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
办复率达 100%，我区每天新登记各类市
场主体近千户。

重点领域改革如何深化？内蒙古以执
着奋斗的生动实践作答！

一往无前 改革久久为功

一往无前的改革，必将收获流芳后世
的成果。

全国人大代表、自治区发改委主任龚
明珠说，随着全区重点领域改革的推进，我

区经济发展活力增强，仅2018年，民营经
济增加值占全区生产总值的65.5%，上缴
近六成税收，为内蒙古稳增长发挥了重要
作用。

代表委员们认为，投身重点领域改革
的决心与行动，成就了内蒙古打造经济新
增长极、走向高质量发展的辉煌。

最新出炉的2018年全区经济社会发
展数据，为上述结论作证。

全区完成年度化债任务的137.2%，预
计10个国贫旗县、13个区贫旗县摘帽，全
年减贫23.5万人。

全区森林覆盖率提升至22.1%，空气
质量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83.6%，PM2.5
浓度下降3.1%。

阿尔山成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市，库布其沙漠亿利生态示范区被命名为
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
地。

全区一批无市场发展前景的“僵尸企
业”及落后产能加快出清，内蒙古提前完成

“十三五”钢铁、煤炭去产能任务。
全区累计为市场主体减轻税费负担

1000多亿元，全区实有市场主体增加至
196.8万户，增长6%。

全区高新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20%，
支持企业技改和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示范
项目 127 个，煤炭、稀土转化率提升至
38.4%、80.6%。

全区金融、物流、信息等新兴服务业发
展加快，游客人数和旅游业收入保持两位
数增长，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60%。

全区建设高标准农田304万亩，新增
高效节水灌溉面积234万亩，农作物综合
机械化水平达84%。

我区始发的中欧班列增长1.4倍，全
区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1000亿元，增长
9.9%。

规模以上工业中，非煤产业增加值增
速快于煤炭产业增加值8.1个百分点，制
造 业 增 加 值 占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比 重 的
43.2%。

全区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0.1%；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376元，比
上年增长8.3%，远高于GDP增速。

重点领域改革，掀开了内蒙古走向高
质量发展的崭新一页！

重点领域改革如何深化？内蒙古以久
久为功的生动实践作答！

继往开来 改革面向未来

改革，翻过一山又一山，快马加鞭未下
鞍。

面对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和经济转型阵
痛凸显的严峻挑战，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既是
无法回避的中国抉择，也是投身高质量发展
的内蒙古抉择。

“实践证明，唯改革才有出路。”习近平总
书记的话，内涵丰富，继往开来。

就如何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李克强总理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健全与高质量发展
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把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
力充分释放出来。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如何以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的智慧激发
市场活力，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2019年，面对这一不容回避的课题，决心以崭
新姿态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内蒙古作出
面向未来的谋划。

——推进放管服改革，全面清理违反
市场原则、妨碍生产要素流动、影响企业活
力的规定。

——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完善矿产
资源市场化配置机制。

——加快国资国企改革，实现从管企
业向管资本转变。

——深化财税、投融资体制改革，推进
自治区以下分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改革。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如何
让面向未来的谋划成为现实？参加全国两
会的住内蒙古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
纷建言献策。

全国人大代表、呼和浩特市市长冯玉
臻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探索以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
新路子”为指针，聚焦突出矛盾和关键环
节，不断深化国资国企、放管服及社会资本
参与国土绿化等重点领域改革。

王召明委员提议设立绿色GDP基金
支持生态保护、环境治理和绿色产业，并以
建立完善绿色考核体系来深化生态体制改
革。

龚明珠代表建议，要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以更大力度、更惠政策、更优服务，鼓
励和支持民营企业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科技厅厅长孙俊青
提议，要不断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激发科技
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

全国政协委员、扎兰屯市副市长杜明
燕提议，要通过预算安排、债券置换和盘活
闲置国有资产等方式，切实提高实质性化
债比例。

……
重点领域改革如何深化？内蒙古正以

放眼未来的发展逻辑作答！

李全文代表：
聚集高端人才
需加强政策扶持力度
□本报记者 月英

近年来，国家出台多种政策措施鼓励人才向
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基层
一线流动，让各类人才为这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更大的贡献。

“建设一流企业必须有一流的人才做支撑。目前，西部地区、边疆民族地区不同程度
地存在着难吸引、难留住高端人才的状况。”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全文说。“这种现状造成地区之间人才使用差距的拉大，不利于区
域经济的整体协同发展。目前，单凭西部地区、边疆民族地区的市场机制，很难从根本上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国家统筹考虑，从政策层面出台更有力的举措。”李全文代表说。

针对这些问题，他从三个方面建议国家进一步加大对西部地区、边疆民族地区高端
人才队伍建设的政策扶持力度。

一是在国家财政和人事政策上宏观调控，进一步向西部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倾斜。研究制
定高端人才培养计划，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帮助西部地区、边疆民族地区打造高端领军人才
及创新团队。二是从国家层面出台政策，引导东部地区的专家学者和管理人才到西部地区、边
疆民族地区进行交流；选调西部地区国企领导人员、技术人员到国家部委和东部地区优秀企业
挂职，帮助其开阔视野，增长才干。三
是进一步增加西部地区、边疆民族地区
教育投入，支持培养更多的本地人才。
国家重点高校适当扩大对这些地区的
招生规模，鼓励和规范这些地区毕业生
回家乡、回企业工作创业，为西部地区、
边疆民族地区培养定向人才。

深化医改
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籍海洋

“坚决守住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防线”“把更多救命
救急的好药纳入医保”“绝不让医保基金成为‘唐僧
肉’”……今年的全国两会，民生红包不断，医疗改革频放
大招，再度成为人们的关注热点。

看病就医一直是千家万户关心的大事。近年来，内
蒙古医疗改革在深化上下功夫、在体制上动真格、在改革
上见成效，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分级诊疗制度、医保支付
方式、药品供应保障机制等方面的改革工作均取得了新
进展新成绩。然而，这些还远远不够。我区医疗改革已
经进入更深更难更加复杂的领域，还有许多“硬骨头”等
着我们去攻克。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解决“老大难”、啃下“硬骨
头”，还需要不断地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中寻找突破
口，这是医疗改革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翻开政府工作
报告，“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加30元”“大病保险
报销比例由 50%提高到 60%”、加强重大疾病防治、加快建
立远程医疗服务体系……一串串数字、一项项政策，最终
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病有所医”。当然，在将医疗改革不
断推向深入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均衡发展，唯有如此，
才能让基层群众共享更多优质的医疗服务。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在守护人民群众
身体健康、全面深化医疗改革的道路上，只有进行时没有
完成时。而最终改得怎么样，是否达到预期效果，还需要
广大群众来打分。

·议政录

重点领域改革，内蒙古如何深化？

·两会微评

·融新闻

廷·巴特尔委员：
草场绿了 牧民富了
□本报记者 郭俊楼 及庆玲

3月9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
第二场“委员通道”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开
启。全国政协委员、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洪格
尔高勒镇萨如拉图雅嘎查牧民廷·巴特尔和其
他8名政协委员回答记者提问。廷·巴特尔是
我区首位走上“委员通道”的全国政协委员。

“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保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定力，
不动摇、不松劲、不开口子。您所在的嘎查在生态保护和脱贫致富的过程中探索出一
条路子，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记者向廷·巴特尔提问。

廷·巴特尔说，保护草场，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他在嘎查提出了减羊增牛“蹄
腿理论”，把自家草场上的羊卖掉，改成了养牛，效益很好。他的减羊增牛“蹄腿理论”，
就是1头牛和5只羊的经济价值相当。1头牛只有4条腿，且牛卷着舌头吃草尖，不影
响草的生长；5只羊有20只蹄子，且羊喜欢刨着草根吃，破坏草的生长。显然，养1头
牛对草原的破坏程度远低于5只羊，付出的辛劳也要少得多。

廷·巴特尔介绍，为了引导牧民减羊增牛，他把家里所有财产抵押，并承诺牧民，如
果大家收入降低了，由他来赔偿。让他自豪的是，嘎查年人均收入由2002年的700元
提高到2018年的18800元。自从“做出样子”，很多牧民自愿到他家取经。“我每年要

培训上万名牧民，讲自己的做法，讲如何保护草原生态。”廷·巴特尔说。
廷·巴特尔欣喜地告诉记者：“通过减羊增牛，嘎查草场得到了恢

复，狍子、狐狸、獾子等野生动物也多了起来。到了夏天，许多鸟儿到草
原上繁衍生息。”

草场绿了，牧民富了，廷·巴特尔仍觉重任在肩：“总书记对内蒙古
的草原生态环境保护特别重视，我们很高兴。作为草原上的牧民，我们
有责任保护好内蒙古的大草原，让草原更美好。”

·聚焦点

3月 9日，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内
蒙古代表团孟和代表建议，给予守土戍边群体更
具吸引力的政策倾斜。

本报记者 袁永红 摄

3 月 9 日，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内
蒙古代表团薛志国代表建议，将劳动密集型企业减
税降费政策落到实处，提高一线职工收入。

本报记者 袁永红 摄

看，这是总书记为内蒙古勾画的
生态蓝图！

3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保持加强生态文
明建设的战略定力，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
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守护好祖国北疆这道亮丽风景线。

豫甘蒙党网
共话“学习心得”

全国两会开幕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先后参加内蒙古团、
甘肃团、河南团审议，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精神，在社会各界
产生了强烈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