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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好经济
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关系，
努力探索出一条符合战略定位、体现
内蒙古特色，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本报11月16日讯 （记者 刘晓
冬）11月15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石泰峰深
入部分中央驻区新闻单位走访，亲切看望
新闻工作者，充分肯定中央驻区新闻媒体
的工作，对他们为内蒙古各项事业发展作
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石泰峰来到人民日报社内蒙古分
社、新华社内蒙古分社、中央电视台内蒙
古记者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内蒙古记者
站，观看采编平台和新闻报道演示，参观
陈列室、宣传专栏、直播间及卫星车、航拍
器等采访设备，深入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

及发展成效。走访结束后，石泰峰主持召
开座谈会，与13家中央驻区新闻媒体负
责同志和采编人员代表进行交流，听取工
作介绍和意见建议。

石泰峰说，长期以来，中央驻区新闻
媒体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保持正确政治方

向，从党的工作全局出发，紧紧围绕内蒙
古改革发展事业，以过硬的脚力、眼力、脑
力、笔力，采写出大量有思想、有温度、有
品质的新闻报道，用铁肩道义、生花妙笔
在北疆大地践行了新闻工作者的初心和
使命，为内蒙古改革发展点赞喝彩、加油
鼓劲，提供了有力舆论支持，作出了重要
贡献。

石泰峰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
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希望中央驻区新闻
媒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
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自觉承担起举旗
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
命任务，为党的新闻舆论事业不断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希望中央驻区新闻媒体充
分发挥引领带动作用，深入阐释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
深入宣传我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
内蒙古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生动实践和重
大成效，紧紧围绕自治区重点工作和正在
做的事情，策划推出更多精品力作，更好
地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浸润草原、落地生根。希望中央驻区
新闻媒体充分发挥独特优势，全方位多角
度讲好内蒙古故事、传播内蒙古声音、展
示内蒙古形象，倾情倾力为内蒙古改革发
展鼓与呼，最大限度汇聚强劲正能量。

石泰峰表示，我们真诚欢迎中央驻
区新闻媒体给予新闻舆论监督，帮助我们
把内蒙古的事情办得更好更有成效。自
治区党委、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中
央驻区新闻媒体的工作，为大家履职尽责
创造良好条件、提供有力保障。

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白玉
刚，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张韶春参加
活动。

石泰峰走访中央驻区新闻单位
本报 11月 16 日讯 （记者 刘晓

冬）11月15日，自治区党委“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召开第六次会
议。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主题教
育领导小组组长石泰峰主持会议并讲话。

自治区党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副组
长布小林、林少春、刘奇凡、白玉刚、杨伟
东、张韶春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第二批主题教育推
进会、部分中管高校主题教育工作座谈会、
主题教育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精神和中央
第二巡回督导组反馈意见，听取全区第二批
主题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
作。会议审议《自治区省级党员领导同志第
二批主题教育整改落实联系点方案》《关于
对第一批主题教育单位整改落实情况进行

“回头看”实施方案》《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整
改落实情况“回头看”工作方案》。

会议指出，党中央对开展主题教育
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
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开展好主题教育
提供了根本遵循。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

“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扎实
推进主题教育，务求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会议强调，要切实抓好学习教育，突出
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这个重
点，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推
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要
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作为学习教育
的重点内容，灵活开展“四个教育”，增强学
习教育的实效性和感染力。要切实抓好检
视整改，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突出专项整治
这个关键抓手，围绕重点领域聚焦聚力，清
除痛点、攻克难点、疏通堵点，以整改成效
取信于民。要切实加强分类指导，针对不
同层级、不同领域、不同对象特点，精心谋
划设计，细化完善措施，做到“一单位一安
排、一班子一方案、一支部一计划”。要切
实加强组织领导，省级党员领导同志要带
头落实联系点制度，各级党组织要担负起
主体责任，党组织书记要扛起第一责任人
责任，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调
度、全程指导，巡回指导组要重心下移、严
督实导，确保主题教育健康扎实深入开展。

自治区党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成员
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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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5日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石泰峰走访部分中央驻区新闻单位，亲切看望新闻工作者。图为参观新华社内蒙古分社
陈列馆。 本报记者 袁永红 摄

本报兴安11月16日电 （记者 胡
日查 高敏娜）立冬已过，天气渐凉。一
大早，吃过早饭的突泉县水泉镇龙泉村贫
困户吴安泉就带着铁锹，骑上摩托车，顶
着寒风向村边的山林进发了，身为生态护
林员的他开始了每日的例行巡护。

“今年2月份，我点开‘党群心连心’微
信群，看到了刘书记转发的选聘生态护林
员的公告，我一看各项条件都符合，就赶
紧给刘书记打电话报了名。”吴安泉说，当
上护林员对他生活帮助不小，一年一万元
钱的工资能解决家里不少问题。

吴安泉提到的“刘书记”是突泉县水
泉镇龙泉村第一书记刘江龙。自从村里
有了这个“党群心连心”微信群，刘江龙每
天都会将各级惠民政策信息第一时间发
送到群里。

“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个群里，眼下
正是收粮的时候，大家对粮价特别关注，
谁家卖粮的价格好也都会发到群里，通过
这种方式信息传递的快、辐射面广，老百

姓能把粮食多卖上点钱。”刘江龙说，有了
这样一个互相沟通交流的平台，不仅能准
确传达各级惠民政策信息，还能了解到最

“原汁原味”的民意民情。
自“党群心连心”工程实施以来，突泉

县运用“大数据”，通过“一微一网一端”，即
微信公众平台、网站公众平台及网络客户
端，搭建了覆盖县乡村三级网络体系，构
建问题收集、汇总、解决、反馈机制，形成多
部门全流程合作的联系服务群众工作新
格局，全方位、立体化地架起了党群沟通
桥梁。

一年多来，“党群心连心”平台发生了
裂变的融合效应，不仅持续增强了基层组
织“公信力”，提高了群众对扶贫政策的“知

晓率”，更让群众对身边问题处理的“满意
度”，组织对舆情掌控的“主动权”都得到明
显提升。

自从建起了“党群心连心”微信群，突
泉县东杜尔基镇红光村驻村第一书记高
魏的工作模式就发生了新变化。如今他
的工作渐渐从线下挪到了线上，从走街串
巷收集诉求、帮助村民解决问题，逐渐向
打开微信接收诉求、实时在线回复咨询转
变。“过去由于信息传递不畅通，老百姓有
时对政府工作不够了解，容易形成干群矛
盾。”高魏说，“老百姓现在有啥想法都能在
群里说，能听到最接地气的声音，这对开
展工作很有帮助。”

红光村村民孙立会这几年一直在天

津打工，由于对村里的实际情况不了解，
今年5月，他在群里留言对村里沙场的发
包和土地资源利用提出质疑。身为第一
书记的高魏看到后，及时并耐心地在群里
进行了解答，让孙立会消除了疑虑、解开
了心结。高魏表示，现在“党群心连心”微
信群使用的频率这么高，老百姓这么认
可，因为它不只发挥了一个微信群的作
用，它还是公示栏、意见箱、文明模范培树
光荣榜，网站发布精准扶贫、财政补贴、贷
款申请、村务公开等惠民政策信息8万多
条，点击人数超过600万人次，帮助民众
解决了726项问题。以网络通村率、村屯
建群率、群众入群率“三个百分之百”为目
标，全县已组建村屯微信群400个，入群
人数超过9.2万人，户入群率达到100%。

通过“党群心连心”信息下行、民情上
行的渠道和覆盖县、乡、村三级的网络工
程体系，突泉县有效解决了服务群众“最
后一米”、政策宣传“最后一人”、联系群众

“最后一步”的难题。

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米”的难题

讲述者：贾瑞星（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
森林公安局民警）

采访记者：李晗

我叫贾瑞星，是呼和浩特市托克托
县一名森林公安民警，参加工作将近20
年了。我们这儿地处黄河北岸，河流、湖
泊和湿地资源丰富，每年都有候鸟来这
里休养生息。

一到11月，大批由北往南迁徙的
候鸟就陆续进入托县境内“加油”了。
前天，我们已经在黄河沿线、南湖湿地
和小井壕水域3个地方发现了天鹅，而
这 3个区域也是候鸟的主要聚集区。
候鸟停留时间很短，只有10天左右，我
们要做好本职工作，为它们“保驾护
航”。

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两到三人一
组，驾车沿黄河边巡视、拍照，记录候鸟
的数量和主要停留区域，严禁猎捕，并
对受伤候鸟进行救治。去年，为了做到
24小时实时监控，我们专门在南湖湿
地安装了8个摄像头。有时候下乡办

案，我也会顺道去查看一下候鸟的情
况。

记得2000年我刚参加工作时，每年
的“候鸟季”没这么忙，那时候鸟的品种
单一，基本都是天鹅，而且数量也很少，
最多时也只有百十来只。近几年，黄河
沿岸树越种越多，绿色面积扩展了，生
态环境越来越好，气候条件也随之改
善，黄河水域面积和湿地面积逐年增
加。黄河滩地每年11月以后会被水淹
没，之后结冰，第二年4月中旬冰雪消
融，水慢慢渗入地下，附近的村民就能
在滩地上种庄稼了，作物主要以玉米为
主，每年秋天收割时，会有一些玉米掉在
地里、泡在水中，有了吃的喝的，候鸟自然
就来了。

今年是我记忆中最忙碌的一年。3

月，经我们这里迁徙的候鸟达到3万多
只，不光是天鹅，光鸿雁和赤麻鸭的数量
就超过了1万只。在监控过程中，我还发
现了环颈雉，这是以前从来没见过的候鸟
种类。候鸟成群结队，时而在草丛中觅
食，时而在水面嬉戏，时而低空飞翔，成了
托县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因为环境好，许多候鸟春天来了后
甚至放弃继续迁徙，在附近的湿地开始了

“定居”生活。作为一名森林公安民警，我
在感到骄傲自豪的同时，更感到责任重
大。我在心里和候鸟许下“约定”——我
会尽职尽责保护你们，不让你们之中的任
何一只折翼在迁徙的路上！

【记者补记】
托克托县位于呼和浩特市西南部，

地处大青山南麓、黄河北岸。县内丰富的

河流、湖泊和湿地资源成为候鸟休养生息
的“加油站”。每年3至4月份、10至11月
份，大批候鸟陆续进入县境，迁徙候鸟主
要以天鹅、鸿雁和赤麻鸭为主，最多时达
几万只，成为该县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
种景观的形成和出现，得益于托克托县黄
河湿地生态环境的明显改善。

近年来，自治区在保护沿黄河湿地
功能、人文景观资源及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的基础上，坚持不懈地贯彻和落实《湿地
保护修复制度实施方案》，对黄河流域湿
地资源实行面积总量管控，积极推动实施
黄河流域退耕还湿，巩固湿地规模。同时
大力加强黄河流域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
地生态环境保护，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
取得了显著成效。

【数据】
我区加快推进湿地自然保护区

和国家湿地建设，建立湿地类型自
然保护区8个、国家湿地公园13个；
保护湿地面积153.4万亩，湿地生态
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

我和候鸟有个“约定”

本报乌兰察布 11 月 16 日 电
（记者 皇甫美鲜 实习生 刘洋）11
月15日，记者从乌兰察布市委主题教
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到，乌兰察布
市自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思想，坚持开门搞教育，坚持
问题导向，把“改”字贯穿始终，把为民
服务解难题落到实处，就工作短板和
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通过聚焦重点
难点工作和“开门纳谏”听取群众意见
建议的方式，共收集整理市本级和各
旗县市区问题320个，目前已经整改
完成168个。

“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可以为您
解决？”

“集宁区安大国际家园小区居民
反映小区出现用水难的问题”“我家住
在察右前旗，现住房属于危房，希望享
受危房改造政策”“兴和县最近因窃电

造成的停电现象频发，居民用电受影
响，请帮忙处理一下”……

坚持群众路线，广开言路听民
意。市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第
一时间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专线电
话、邮政信箱、电子邮箱和微信公众号
等4个渠道，敞开大门听建议，让居民
道出自己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和工
作中遇到的麻烦事儿。之后，市委主
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收集到的问
题分批次移交市委督查室，再由市委
督查室按照责任分工分别反馈给责任
地区和责任部门，并要求在15日内进
行核查、答复。

开门纳谏只是步骤，关键是整改
落实。为此，市委主题教育办公室对
答复情况还进行随机回访，确保群众
反映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下转第4版

乌兰察布市开门纳谏整改完成168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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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
32.生、熟食品要分开存

放和加工，生吃蔬菜水果要
洗净，不吃变质、超过保质
期的食品。

本报 11月 16日讯 （记者 王
雅静）记者从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
会筹委会获悉，“十四冬”筹委会食品
安全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全力保障“十
四冬”顺利举办。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了
《关于全力做好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
动会食品安全保障工作的通知》，督促
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高思想认
识，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强化工作保
障，落实目标责任，切实保障“十四冬”
食品安全；对“十四冬”接待酒店进行
食品安全抽样检验95批次；对乌兰察
布市凉城县“十四冬”食品安全保障工

作情况进行督查指导，先后查看了滑
雪场接待中心、喜喜大酒店、日盛大酒
店、海和酒店，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
意见，要求限期整改。要求当地制定

“十四冬”食品安全保障工作应急预
案、实施应急演练；指导锡林郭勒盟

“十四冬”食品安全保障及应急演练等
相关工作；实地督查了呼伦贝尔学院、
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和海拉尔二中

“十四冬”服务保障人员食宿地；组织
呼伦贝尔市市场监管局召开市场监管
指挥系统调度会，要求树立整体意识，
强化赛区指导，开展“十四冬”信息宣
传。

“十四冬”食品安全保障工作稳步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