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施佳丽 白丹

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
这是目标，也是使命。在勇担使命的征
程里，在奔向梦想的节奏里，内蒙古这片
土地正迸射出耀眼光芒。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是脱贫攻
坚决战决胜之年，各项工作要更精准、更
精细。严格执行退出标准和退出程序，
完成现存贫困人口脱贫任务，确保脱贫
成果经得起检验。

冲锋号响，倒计时启，如何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代表、委员们积极建言献策。

压实责任聚合力

掘井九仞未及泉，犹为弃井；胜利在
望未全功，仍需努力。越到紧要关头、任
务繁重，越容不得松口气、歇歇脚。

“在这样的关键节点，乌兰察布市作
为自治区深度贫困地区，必须一往无前
攻坚克难、一鼓作气跨越关口，确保与全
国全区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自治区
人大代表，乌兰察布市委副书记、市长费
东斌说。

“赤峰市将把如期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作为头等大事，以一往无前、只争
朝夕的奋斗姿态，锐意进取、真抓实
干，努力交出一份经得起历史、人民和
实践检验的合格答卷。要完成剩余
9800 人的脱贫任务，持续巩固脱贫成
果，抓好国家扶贫改革试验区建设，确
保小康路上不落一人。”自治区人大代
表、赤峰市委书记孟宪东说。

“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乌
海市将按照政府工作报告部署要求，突
出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严格
落实‘四不摘’要求，着力在精准精细上
下功夫，确保脱贫攻坚圆满收官。”自治
区人大代表，乌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唐
毅说。

……
“将军奋勇，三军用命。”在脱贫攻坚

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我区层层压实
责任，精英尽锐出战，汇聚起攻坚克难的
磅礴合力。我区把抓党建促脱贫攻坚、
促乡村振兴作为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
的重要内容，对盟市、区直有关部门考核
指标权重由5%提高到7%，提拔重用了
19 名旗县脱贫攻坚工作总队队员和
1233名驻村干部。

担责不推，遇难不怯，逢险不畏。面
对啃“硬骨头”、决战决胜的关键期，2500
万草原儿女号角嘹亮，步履铿锵。

瞄准靶心补短板

到 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牧区贫困
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
疗、住房安全有保障，是贫困人口脱贫的
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直接关系攻坚战
质量。

瞄准靶心补短板，一场聚力解决“两
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的集中歼灭战正
在我区打响。截至目前，符合要求的
39.18万名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低保范围，
贫困患者救治比例和25种大病患者救治
率均达到99.9%，对8073户贫困户的危
房进行了改造，解决了2.1万户46817人

饮水安全保障问题。
补短板，更要强根基。产业是兴旺之

基、致富之源。
“我家去年种尖椒挣了5万多元，效益

比种大田强了好多倍。”赤峰市宁城县一
肯中乡毛家窝铺村村民尹素艳笑着说道。

在宁城县，设施蔬菜产业是“响当当”
的产业。“我们合作社有283栋温室大棚，
带动贫困户33户。与其直接拿资金送给
贫困户，不如把他们纳入到产业链条里，
让他们掌握一门致富技术。”自治区人大
代表、赤峰市宁城县盛丰蔬菜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张振全说。

多年来，内蒙古东达蒙古王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一直致力于将生态、农业和扶贫
有机结合，在库布其沙区投入60多亿元构
建循环经济产业链，配套30多个项目并提
供“五保”服务，带动1万多农牧民脱贫致
富。

自治区政协委员、内蒙古东达蒙古王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赵智强说：

“我们在发展生态扶贫产业时，一定要走
规模化生产、产业化配套、系统化分割、专
业化经营、现代化管理、资本化运作的六
轮驱动模式。”

全区各地“把脉点穴”，把产业扶贫作
为重中之重，统筹谋划、一体推进，深入实
施特色产业提升工程，在“输血”的基础
上，提高了贫困地区的“造血”能力。

蓄力振兴奔小康

站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大路镇二
旦桥村一处山坡上远眺，漫山遍野的杏树
随着地形的起伏向远处延伸。

以前，这里荒山秃岭，村民住的是窑洞，
不通路、不通水、不通电。如今，杏树变成村
民的“摇钱树”，全村去年销售杏核10万公
斤，不值钱的“杏骨骨”成了能卖大价钱的

“金蛋蛋”。
产业是脱贫攻坚的依托，也是乡村振兴

的根基，这已是我区在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中形成的共识。

自治区政协委员、通辽市工商联副主席
郑凤坤认为，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
接的历史交汇期，做好二者的有机衔接和协
同推进，既有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
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又有利于促进农村牧区
优先发展，更好推动乡村振兴。

自治区人大代表，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委
副书记、县长靳春亮建议，在脱贫摘帽后，要
考虑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充分结合，规划一
些符合当地实际的重大产业项目，加大投入
力度，推动产业兴旺。

找好结合点，编好“麻花辫”。我区积极
探索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路
子——

志智双扶，深入开展文化扶贫“十进村”
和乌兰牧骑巡演活动，积极宣传扶贫政策，
提振贫困群众精气神；

创新模式，采取以奖代补、先建后补、奖
励积分等方式提高群众参与度，有效培育贫
困群众脱贫主体意识；

聚焦重点，围绕建立高质量稳定脱贫机
制、贫困预防机制、扶贫治理长效机制等，确
定重点改革试验项目课题……

担当精神立起来，实干气魄亮出来。
决战决胜，我们有信心打赢这场脱贫攻坚
战！

□本报记者 赵丹

“政府工作报告对于大力优化营商环境作出了部署，
对于企业和群众都是个利好消息。好的营商环境就像阳
光、空气和水，一定能激发出更多制度红利和市场活力。”
梁秀兰代表说。

民营企业在推动发展、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
生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了促进自治区民
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政府制定了《关于促进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内蒙古自治区优化营商
环境工作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政策，为了让民营企业和群
众能有更多的获得感，梁秀兰代表提出以下建议：

在涉企政策上，自治区政府要加大对各厅局和部门涉
企政策兑现监督力度，坚持把政策落地见实效作为监督工
作重点和关键。各厅局和部门应进一步加强服务意识，切
实转变工作作风，互相配合协调，对政策执行开展督查和
评估，为民营企业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在政商关系上，相关部门要把支撑民营企业发展作
为一项重要任务，应主动上门服务，为民营企业设立专门
服务的工作机构和平台，按照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的
要求，根据实际情况，推行当场一次办结、限时办结制度，
把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要求落到实处，切实构建亲清政
商关系。

在金融服务上，各级政府要出台更多的金融政策，对
企业加大金融政策扶持力度。只有提升金融服务能力，才
能畅通中小企业的经济血脉。希望有更多的政策和平台
落地，为民营企业融资能力的提升提供强有力的后盾，为
促进我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梁秀兰代表：
优化营商环境
激发市场活力

□本报记者 及庆玲

“去年，自治区政府在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做
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今年，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深化医疗、医保、医药联动，建设医联体和县域医
共体，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提升社区医疗和远程医
疗服务能力。报告内容让我振奋。”朱华委员说，作为
儿科医生，她比较关注民生问题。

为什么现在孩子“看小病”也要扎堆“大医院”？朱
华经过调查发现，呼和浩特市共有46家社区卫生中
心，治疗儿科疾病的基层医疗机构只有5家，难以满足
儿童患者的就医需求。

朱华建议，要稳定儿科医生队伍，提升社区儿科医
疗水平，让家长愿意带孩子到社区基层医疗机构就医，
以缓解儿童看病难问题。

朱华说，像急性阑尾炎、肠梗阻、肠套叠等急腹症
患儿，首诊往往在儿科门诊急诊，筛查发现疑似患儿
后，立即转儿外科进行下一步治疗。但是，自治区12
个盟市的三级甲等医院中，只有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等
6个盟市的三级甲等医院设置了儿外科，其他6个盟市
的三级甲等医院没有设置儿外科，患儿只能层层转诊，
这样既容易导致患儿延误病情，又容易导致医患纠纷。

朱华建议，自治区各盟市的三级甲等医院，至少要
有一家医院设置儿外科，以解决区域内患儿就医需
求。在等级医院评审中，增加儿外科设置，促进儿科诊
疗水平的提高。

朱华委员：
切实解决
儿童看病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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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聚焦·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篇

两会印象

代表委员专访

发言摘登

如何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建言献策谋发展
凝心聚力绘蓝图

刘廷山代表：政府工作报告政治站位高，工作举措实，对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阐述，制定的目标任务一目了然，重点突出，充分体
现了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建议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根据实际，抓住重
点，下大力气抓出成效。

云霖琼代表：建议在全区大力复制推广阿里巴巴蚂蚁森林在呼和浩特
市清水河县探索的“互联网+生态扶贫”新做法，走出一条生态和经济效益
协调发展的新路子。蚂蚁森林用互联网模式推动人人参与义务植树，不仅
推动了国土绿化，还给当地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博彦代表：兴安盟水稻独具特色，是兴安盟的品牌产业、名牌产品，大
力发展兴安盟水稻对调整农业结构、提高农民收入、打赢脱贫攻坚战都具
有重要意义。建议国家和自治区对兴安盟水稻产业给予补贴，提高兴安盟
绿色有机农产品的竞争力。

雪松代表：建议加强清洁能源再利用，推动铜金属冶炼升级，在碳汇交
易方面进行突破，推动传统能源产业转型升级，增加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
利用新技术将废旧矿石变废为宝。

樊文代表：政府工作报告实事求是地总结了2019年的工作，紧紧围绕
打赢三大攻坚战、推动乡村振兴等谋划2020年的工作，重点突出、思路清
晰。我们要把报告精神贯彻落实好，加快推进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和乡村
振兴等工作，助力“天赋河套”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

张国忠代表：下一步要将报告中有关税收方面的工作落实好。今年，
税务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政策执行力度，优化服务，严厉打击偷逃
税款行为。要支持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从政策上对蒙医药等产业发展给
予支持，通过介入前期招商引资做好相关服务工作。

刘兴涛代表：通过目前已经实施的农地节水工程来看，农业节水对生
态恢复和提高亩产效益均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如何继续推行农地节水工
程，如何推行水价改革，建议自治区协调有关部门予以解决。

云鉴代表：政府工作报告对就业、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民生工作进
行了安排部署。呼和浩特市玉泉区要直面问题、勇于担当、勇于解决。不
搞大拆大建、不搞景观工程，要在城市精细化治理方面做文章。要积极争
取资金，完善基础设施，打通断头路、畅通微循环。

李翠兰代表：针对我区过敏性鼻炎患者日益增多的情况，建议组织相
关专家对过敏性鼻炎流行病学进行调查，采取有效手段，降低过敏性鼻炎
发病率。

关方方委员：政协委员要着力提升履职能力，增强履职本领，做“懂政
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的好委员。

陶迎春委员：政协委员一定要坚持为民代言，深入开展调研，及时反映
社情民意，认真撰写出有价值、高质量的调研报告和提案，为内蒙古经济高
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阿拉泰委员：建议委员们在今后的调研、考察活动中，更加深入基层、
贴近群众、倾听百姓声音。

刘剑夔委员：建议提高提案质量，使提案工作由追求提案数量向注重
提案数量和提案质量并重转变。加强部门联动，提升重点提案办理效果。

戴强委员：建议广大委员走出去，加强地区间委员互动，学习先进履职
经验，对照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提出高质量意见和建议。

杨喜林委员：建议对于一些政府采纳、落实难度大的提案，政协应持之
以恒跟踪督办，直到解决。

钟奇志委员：建议以呼和浩特市成为全国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城市为契
机，将快递包装物回收利用纳入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将快递绿色发展纳入
自治区邮政条例修订内容。

郭利利委员：建议在人员密集场所投放自动体外除颤机，并投入经费
对全民进行应急救护培训。

王文委员：建议自治区政协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重大调研课题，切实
推动全区营商环境持续向好。

路战远委员：就“耕地保护与利用”提三点建议，一是应加快耕地质量
保护立法，制定出台自治区耕地质量保护管理条例；二是应笃行新发展理
念，科学设定农牧业生产任务指标；三是应进一步转变农牧业发展方式，加
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本报记者 梁亮 霍晓庆 整理）

专访朱华委员。 本报记者 于涛 摄

1月 13日，锡林郭勒盟代表团青格乐巴亚尔代表（中）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建议，各
级党政机关应充分重视蒙古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使用工作，配备专业蒙汉双语岗位翻译
人才，彻底解决基层嘎查村蒙汉双语文件材料短缺的问题。 本报记者 金泉 摄

1

月13

日
，胡
达
古
拉
委
员
（
左
三
）
与
其
他
委
员
讨
论
完
善
自

己
的
提
案
。

本
报
记
者

马
建
荃

摄

1

月12

日
下
午
，呼
和
浩
特
市
代
表
团
审
议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时
，靳
春
亮
代
表
就
精
准
脱
贫
提
出
建
议
。

本
报
记
者

袁
永
红

摄

专访梁秀兰代表。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