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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机关报

内蒙古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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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1 月 1 日电 2020 年 1
月 1 日出版的今年第 1 期《求是》杂志发
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文章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
达、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
问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
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
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

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是一篇马克思主
义的纲领性文献，也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
政治宣言书。全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全会精神上来，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
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好抓实。

文章指出，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自信。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
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
争。制度稳则国家稳。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
底蕴，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具有丰富
的实践成果。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
干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文化自信，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
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文章强调，抓好全会精神贯彻落实，
要抓好3件事。第一，毫不动摇坚持和巩
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
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
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
是党的领导制度。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
的根本领导制度。我们推进各方面制度
建设、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加强和改进各
方面工作，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自觉贯

彻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根本要求。第
二，与时俱进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制度更加成熟
更加定型是一个动态过程，治理能力现代
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必须突出坚持和完
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
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着力固根基、扬优
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
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第三，严格遵
守和执行制度。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
必须强化制度执行力，加强对制度执行的
监督，确保制度时时生威、处处有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本报记者 章奎

2019 年以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坚持把自身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将“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与加
强自身建设相结合，以制度建设为依
托，从发挥人大立法主导作用、增强监
督实效、规范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工作、
发挥代表主体作用、规范性文件备案审
查工作等方面进一步建章立制，构筑起
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依法履职的四梁
八柱制度体系。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活动开展过程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我区并

指导主题教育时提出的重要指示要求，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坚持把学习教育贯
穿始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查
研究，认真对照、逐一检视问题并进行
剖析反思，针对存在问题扎实开展整改
工作，并将主题教育和推动人大机关各
项工作相结合，进一步增强常委会的履
职能力。

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自成立
以来一直把制度建设作为自身建设的
重中之重，先后制定修改了主任会议议
事规则、发挥组成人员作用、建立人大
智库体系、新闻发布等方面的一系列制
度。2019 年，常委会把制度建设重点
放在规范履职行为上，修订了《内蒙古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发挥人大常委

会立法主导作用的意见》，突出了坚持
党的领导，进一步明确了编制立法规划
和立法计划的时间、程序，强调认真研
究人大代表议案、建议提出的立法事
项，将人大代表关注度高、议案建议反
映较为集中、实践中迫切需要、立法条
件比较成熟的项目建议列入立法规划
和立法计划。明确要逐步增加人大牵
头起草法规草案的数量，并对有关委员
会审查报告的提出时间、法制委员会统
一审议的时间、向常委会主任会议和常
委会组成人员报送材料的时间等进行
了明确，进一步强化了人大在立法中的
主导作用。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制定实施了关
于增强人大监督工作实效的办法，明

确 了 坚 持 党 的 领 导、坚 持 依 法 监 督、
坚持突出重点、坚持务求实效四项原
则，对监督的范围、内容、方式和程序
等作了具体规定，形成了一条完整的
监 督“ 工 作 链 ”，达 到 了 监 督 工 作 的

“ 闭 环 ”效 应 。 该 办 法 从 规 范 工 作 程
序的角度提出了 28 条具体规定，总结
提炼了新一届人大常委会在监督工作
实践中形成的一些成熟经验和有效做
法。同时，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在工
作实践中行之有效的人大首次监督工
作问题清单制等也写入意见中，对于
增强人大监督实效具有重要意义。推
动 人 大 监 督 工 作 从“ 做 了 ”向“ 做 实 ”

“做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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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先行 构筑依法履职的四梁八柱
——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履职工作综述之一

□本报记者 韩雪茹

隆冬时节，屋外寒风阵阵。葛二
盘干完了手头的活儿，随手打开水龙
头，接水洗了把脸。这样普通的一个
生 活 细 节 ，却 让 他 有 着 满 满 的 幸 福
感。“没有自来水的那段时间，有的村
民自己掏钱在院子里打井，有的到外
面挑水。像我这样岁数大身体又不好
的人，吃口水真是难事儿。现在好了，
拧 开 水 龙 头 ，清 凌 凌 的 水 就 流 出 来
了。”葛二盘笑呵呵地说。

葛二盘所在的呼和浩特市和林格
尔县大红城乡白其夭村属于山区，由
于地势高低不平，所以村民吃水只能
利用抽水泵房，将井水抽到修建在地
势较高的蓄水塔里存放，再通过水管
把水送到各家各户。而白其夭村原有
的蓄水塔不仅容量小，而且管道年久

失修，在 2018 年 4 月份停止供水了。
“这个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

352 人的常住人口中，低保户就有 72
人，还有残疾人口 39 人、五保户 2 人。
对于这些人来说，没有自来水太不方
便了。”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马
常青说，要想解决吃水问题，新建蓄水
塔是最好的办法，但缺少资金是摆在
他面前的一道难题。这时，他想到了

“百企联百村”的结对帮扶企业中国工
商银行呼和浩特分行。

经过实地考察和对接洽谈，中国
工商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大力支持新建
蓄水塔，不久之后，就将筹集的 51000
元送到了白其夭村。同时，该项目也
得到了乡政府的大力支持，追加投资
近 18 万元，建成了 200 立方米的钢筋
混凝土结构蓄水塔，解决了全村人畜
的饮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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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其夭村来了“好亲戚”

□本报记者 刘向平 实习生 贾婷婷

从 1794 年芬兰化学家加多林发现
第一个稀土元素钇，到 1947 年美国人
马林斯克和他的同事在原子反应堆铀
废料中分离出最后一个稀土元素钷，全
世界的科学家们整整用了 153 年时间，
才给稀土做出了准确定义：它是镧、铈、
镨、钕、铽、钆等 17 种元素的统称，因为
瑞典科学家在提取稀土元素时应用了
稀土化合物而得名。

“没有稀土，我们将不再有电视屏
幕、电脑硬盘、光纤电缆、数码相机和大
多数医疗成像设备，还将告别航天发射
和卫星，全球的炼油系统也会停转⋯⋯”
美国《华尔街日报》在一篇报道中说。

正因如此，几百年来，世界各国一
直在寻找稀土、研究稀土、应用稀土。

1927 年，地质学家丁道衡随中国西
北科学考察团在绥远省达尔罕旗发现白
云鄂博铁矿。1933 年，丁道衡结束考察
后，委托何作霖对白云鄂博矿石进行研
究。1935 年，何作霖编著的《绥远白云
鄂博稀土类矿物的初步研究》（英文）在

《中国地质学会会志》第十四卷第二期发
表，他也由此成为第一个向全世界宣告
中国白云鄂博矿物中存在稀土的人，并
被誉为“中国稀土矿床之父”。

1959 年，随着第一炉稀土硅铁合
金在包钢第二选矿厂出炉，标志着我国
稀土工业在包头正式起航。

当年，刚满 16 岁的杨兴山成为包
钢稀土一厂的浮选学徒工。“当时选矿
全靠肉眼识别，师傅告诉我，上面有米
黄色条纹的矿块是稀土含量较高的，选
出的矿块运到选矿车间，没有破碎机，
便在水泥地上垫上铁片，用小锤一锤一
锤砸，砸成樱桃核大小，再用自制的小
型球磨机将矿物磨得更细，然后用筛子
筛进浮选机，加入药剂浮选，最终选出
的稀土矿物，因为没有干燥机，只能放
在炒菜的铁锅里炒干。”回想起初创时
的艰苦岁月，杨兴山记忆犹新。

1961 年，中央从北京钢铁研究院、

有 色 金 属 研 究 总 院 等 科 研 院 所 抽 调
319 名科技人员支援包头。从此，中国
稀土科技在包头诞生。

来自北京钢铁研究院的教授级工
程师陈希颖回忆说：“那时，我们对稀土
的认知几乎为‘零’，很多技术问题都是
边学习、边交流、边攻破。”

就这样，中国第一代“稀土人”用短
短 20 年时间，先后攻克了白云鄂博矿
中稀土的选矿工艺流程、湿法提取工艺
流程、火法冶炼工艺流程、稀土在钢铁
等领域的应用等多个世界性难题。

1980年，我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精
确发射远程火箭；1982年，我国潜艇水下
发射火箭准确落入预定海域；1984年，我
国第一颗地球轨道通信卫星成功发射以
及近几十年多次载人航天的圆满成功，都
离不开包头稀土和包头稀土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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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稀土，稀土！
——包头稀土产业发展回眸

本报 1 月 1 日讯 2018 年 6 月 6 日
至7月6日，中央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对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并针对草原生
态环境问题统筹安排了专项督察。10
月 11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
向内蒙古自治区移交 6 个方面生态环境
损害责任追究问题。自治区党委、政府
高度重视问责工作，自治区纪委先后抽
调 50 余人组成 15 个调查组，于 2018 年
10月中旬至12月上旬，分赴各地对中央
环保督察“回头看”和草原生态环境问题
专项督察移交问题线索进行了初步核实
和审查调查。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据有
关规定对 115 名责任人进行追责问责，
其中厅级干部 16 人、处级干部 40 人、科
级及以下干部 59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104人、诫勉谈话 8人、组织处理 2人、通
报批评1人。现将典型案例通报如下：

一、呼伦湖、乌梁素海、岱海生态环
境问题整改工作敷衍应付问题

2016 年，中央环保督察组将呼伦
湖、乌梁素海、岱海生态环境问题列为

整改重点，专门提出明确要求。自治区
发改委作为整改牵头单位，未认真统筹
推进呼伦湖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直
至 2018 年 5 月才匆忙组织会议研究；
对乌梁素海、岱海综合治理规划实施情
况讲不清、对不上，直到 2018 年 4 月才
上报《岱海湖流域水生态保护建设方案

（2018-2020 年）》，2018 年 5 月才匆忙
印发乌梁素海督察整改分工方案。此
外，呼伦贝尔海事局未经审批即在呼伦
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建设 45
间业务用房，并长期默许呼伦湖渔业有
限公司将其中 39 间违规经营商务宾
馆，存在乱作为。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自治区工
业和信息化厅党组书记、厅长李仲开（时
任自治区发改委副主任）政务记过处分；
给予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李阔（时任呼
伦贝尔市政府副市长）、自治区发展研究
中心党委书记孟青龙（时任自治区发改
委地区处处长）政务警告处分；给予呼伦
贝尔海事局原局长牧仁（已退休）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退休待遇降为正科级；给予

呼伦湖渔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徐学军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二、呼和浩特市大气污染治理不力
问题

截至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前，呼
和浩特市仍有 14 台 10 蒸吨/小时及以
下燃煤锅炉未严格按要求淘汰到位，全
市安装自动监测设备的 55 家供热企业
仍不同程度存在超标排放问题。2017
年，该市空气质量污染指数较 2016 年
不降反升。呼和浩特市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对大气污染、扬尘污染防治工作重
视不够，推进不力，不敢动真碰硬，导致
中央环保督察整改任务严重滞后。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呼和浩特
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周强，呼和浩
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杨来宾（时任呼和浩特市城乡建设委
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托克托县委副
书记、县政府县长李春燕（时任呼和浩
特市环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呼和浩特
市回民区委副书记云晓林（时任土默特
左旗政府副旗长）政务警告处分；给予

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
记、局长张玮（时任呼和浩特市城乡建
设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呼和浩特市
人民防空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司宏社

（时任呼和浩特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
局党组书记、局长）诫勉。

三、全区部分工业园区固废处置场
所建设滞后，工业废渣违规处置问题

截至 2018 年 6 月，全区 64 个自治
区级及以上工业园区中，25 个尚未建
成。自治区原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作
为建设责任部门，不重视、不督办，2017
年 8 月才向各盟市印发整改方案，2018
年 5 月才密集发文、突击通报、临时提
出整改要求，失职失责严重。乌兰察布
市兴和县兴旺角工业园区固废处置场
和锡林郭勒正蓝旗上都工业园区渣场
建设滞后，废渣违规倾倒。乌兰察布市
政府、锡林郭勒盟行署及有关职能部门
对工业园区固废处置场建设重视不够，
对工业废渣违规处置破坏环境问题执
法不严、查处不力，不作为、慢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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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通报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及
专项督察移交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问责情况

2019 年 12 月 31 日，第二届呼伦贝尔（海拉尔）冬季英雄会在苍狼白鹿冰雪运
动基地启幕，点燃新年激情，掀动跨年狂欢，预热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

本报记者 李新军 摄

跨年狂欢 预热十四冬

激情十四冬 快乐冰雪游

□宣言

总有一些年份，注定会在时间的
坐标上镌刻下熠熠生辉的印记。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新 年 贺 词 中 指
出 ，2020 年 是 脱 贫 攻 坚 决 战 决 胜 之
年。冲锋号已经吹响。当历史来到 21
世纪的第 20 个年头，千百年来困扰中
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即将历史性地
划上句号，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接力奔跑，仍需加劲冲刺；千年追
寻，圆梦就在今朝。以不获全胜决不收
兵的意志啃下脱贫硬骨头，以一鼓作
气、乘势而上的姿态奋勇夺取新胜利。

（一）
越过层层峰峦的攀登者，只要再

进一步，就能够领略壮丽的日出和翻
涌的云海。承载着亿万人民梦想的全
面小康，已经可以眺望到胜利航船的

“桅杆尖头”，只要再进一步，就能够迎
来梦想成真的时刻。

回望历史，丰衣足食一直是中国人
民最朴素的愿望。从孔子的富民思想、
屈原的“美政”理念，到朱熹的“足食为
先”、康有为的大同之道，历代先贤对富
民裕民的追求从未停止。无论是“民亦
劳止，汔可小康”的美好憧憬，还是“五
谷丰登，物阜民康”的热切企望，无论是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
颜”的深沉情怀，还是“无处不均匀，无
人不饱暖”的政治理想，无数先民对殷
实生活的呼唤响彻历史的天空。

照见现实，一个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百年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向着
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发起最后的总
攻。中国的脱贫事业，既彰显着改天
换地的雄心壮志，又实实在在改变着
亿万人的生活。

谁都不能否认，今天的中国，书写
了“最成功的脱贫故事”。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8 亿多人口实现脱贫；全球范
围内每 100 人脱贫，就有 70 多人来自
中国。党的十八大以来，贫困人口由
9899 万人减少到 600 多万人，连续 7
年每年减贫规模都在 1000 万人以上，
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人口规模，
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成效之
显著，前所未有、世所罕见。成绩的取
得都不轻松，每一个脱贫故事背后，都
倾注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的顶层谋划、善作善成，都凝结着亿万
人民团结一心、艰苦奋斗。

谁都不能否认，今天的中国，回答
了“谁能使中国长治久安”。美籍历史
学家龚忠武在《中国向农村的贫穷开
战》一文中提到，中国广大的农村是中
国社会的基础，从古到今，谁能够解决
农民问题，谁就能使中国长治久安。与
贫困群众结对子、认亲戚，解决他们的
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党员干部工作
作风为之一新，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更
加坚固。栽下“摇钱树”，走上致富路，
一项项惠民政策唤起群众千百万、同心
干，一大批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明显
改善、获得感明显提升⋯⋯人民群众对
党的信任和信心不断增强，党长期执
政最可靠的基础不断夯实，国家长治
久安的根基更加牢固。

谁都不能否认，今天的中国，贡献
了减贫脱贫的中国智慧。从坚持党对
脱贫攻坚的领导到实施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从构建大扶贫格局到激发贫困群
众内生动力⋯⋯当代中国脱贫攻坚的
伟大实践，孕育和催生了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思想。这一
思想，以坚定的人民立场、深厚的人民
情怀彰显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初
心使命， ■下转第 6 版

决胜脱贫在今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