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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

“共产党人讲党性、讲原则，就要讲
斗争。”在2021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
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
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年轻干部坚

持原则、敢于斗争，指出“在原则问题上
决不能含糊、决不能退让，否则就是对
党和人民不负责任，甚至是犯罪”，强调

“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要有不信邪、不
怕鬼、不当软骨头的风骨、气节、胆魄”。

敢于斗争是我们党的鲜明品格。
我们党诞生于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

难之时，一出生就铭刻着斗争的烙印，
一路走来就是在斗争中求得生存、获
得发展、赢得胜利。建立中国共产党、
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改革开放、
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都是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
斗争中壮大的。 ■下转第4版

坚持原则 敢于斗争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重要讲话

本报 9 月 4 日讯 （见习记者 梅
刚）记者日前从自治区人社厅获悉，今
年，截至 8 月 31 日，我区已拨付稳岗返
还资金 4448.58 万元，惠及企业 11388
户、职工 21.56 万人。其中通过“免申直
返 ”模 块 ，为 11154 户 企 业 返 还 资 金
3216.93 万元，惠及职工 17.13 万人；网
上申领 234 户，返还资金 1231.65 万元，
惠及职工 4.43 万人。其他企业稳岗返
还资金正在加速审核、发放中。

今年以来，自治区人社厅改变过去
企业申报稳岗返还资金工作流程，开发
了全区稳岗返还“免申直返”社保系统
模块，由“企业申报——部门审核——
资金发放”优化为“政策找企——资金

发放”模式，对 30 人以下小微企业，采
取后台数据比对方式筛选上年度足额
缴纳失业保险费的企业，通过数据共享
获取企业在自治区税务部门填报的账
户信息，将上年度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60%稳岗返还资金直接发到企业手中，
无须企业申请。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好，解决
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内蒙古建筑科学
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人激动地说。该
公司作为一家小微企业，受疫情持续
影响，经营困难，发展举步维艰。今年
8 月，公司在没有递交任何申请材料的
情况下，稳岗返还资金直接拨到了账
户上。

我区向11388户企业拨付
稳岗返还资金4448.58万元

□本报记者 李国萍

秋天的雨，就像一把钥匙，带着清
凉和温柔，把秋天的大门打开了。

“这雨来得太及时了，再过 20 多
天，玉米、黄豆就能陆续收割了。这场
盼了多天的透雨在关键时候还是等来
了⋯⋯”手捧着清冽的雨水，乌兰察布
市凉城县岱海镇苏义村村民张根换的
眼神中透着光。

秋雨，对于山旱区来讲是丰收的
前兆，会给成熟的庄稼最后一次浇灌，
让庄稼生长得颗粒饱满。

2016 年，镇里干部入户宣传岱海
流域保护政策，动员张根换拆除机电
井设施。一开始他想不通，后来自己
主动拔水泵、盖井口、拆井房，积极配
合，和周边村民又过起“靠天吃饭”的
日子。这一切，都是源于对岱海的情
怀和关切。

今年 70 岁的张根换仍然忘不了小
时候的情景：“从记事起，一出家门就
往‘海’边跑，夏天一眼见底的湖水，冬
天一面偌大的‘镜子’，总会给村庄增
添几分灵气。哪个在这里长大的娃娃
不会游泳、不会滑冰？尤其到了冬捕
季节，更是红火。”张根换描述起当年
的场景，总是满脸自豪。

眼瞅着岱海越来越远，张根换心
里说不出的着急。“前几年水位下降得

厉害，岱海越来越小。好在这几年治
理力度大，效果还挺明显。不过，要想
恢复到以前的模样，估计难了。我这
有生之年还能不能看到？”每当说起岱
海的事，张根换总要试探着问问身边
的同龄人。今年 73 岁的邸奎老人便接
过话茬，“中央和地方治理的决心这么
大，肯定能等到那一天！”

张根换家有 15 亩耕地，水地改成
旱地后，现在只留下 3 亩自己种，其余
12 亩全部流转，政府每年按每亩 500
元给予补贴。从 2016 年开始，凉城县
投入 4 亿元把岱海周边的 26 万亩耕地
全部“水改旱”，耗水的玉米、甜菜让位
于节水的谷子、黄豆等作物，环岱海湖
的 1000 眼机电井也全部关停。

秋雨洗刷过的天空，像大海一样
湛蓝碧透。

有着“塞外天池”美誉的岱海位于
黄河流域中游地区。从 2016 年开始，
乌兰察布市、凉城县两级党委、政府把
岱海水生态综合治理作为头等大事来
抓，实施了“一封一育一禁止，两减两
补两修复”“两改四控三处理”18 项措
施。其中，发展有机旱作农业就是“四
控”的主抓手。截至今年 6 月底，湖面
面积达到 49.3 平方公里。

“20 年前，为了让庄稼有更好的收
成，各村一阵风似地打机井，地头上有
个能出水的机井，这片地就成了水浇
地，在庄户人眼里是最幸福的事了。

如今岱海变小了，灌溉大量使用地下
水是个重要原因。政府号召不用水浇
地了，大家都理解。这样短期收益是
没了，可从长远看，一方面对保护岱海
有利，另一方面发展有机旱作农业也
是一条出路。”张根换说。

“2020 年县里引进龙头企业，利用
集中连片的旱地发展有机旱作农业，
首批建设 5 万亩示范区，以有机旱作方
式种植谷子、小麦、藜麦、黍子等作物，
待 3 年转换期满通过有机认证，每亩预
计可收入约 2000 元。这样既能缓解
农业与岱海争水的矛盾，又能带动种
植业升级、农民增收。”凉城县副县长
贾小平说。

随着这些年岱海水生态综合治理
的不断推进，当地算大账、算长远账，
保持着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定力，不断
在治理中完善思路，在完善思路中推
进治理。

目前，当地实施的“一封一育一禁
止，两减两补两修复”已经看到了实实
在在的成效。77 公里长的网围栏守护
着湿地，湿地内退耕还湿 4.4 万亩，这
里全年禁牧、禁养、禁垦、禁伐。

据监测，2015年前 10年，岱海年均
缩减 2.69平方公里，共缩减 26.9平方公
里，年均减幅 3.8%；治理后，2016年后 5
年，年均缩减 1.3 平方公里，共缩减 6.5
平方公里，年均减幅 2.4%，较 2015年前
10年减幅下降了1.4个百分点。

面对岱海的现实情况，凉城县提出
的“两补”措施，就是通过河道疏浚和生
态工程为岱海“补水”。目前已经完成
岱海流域22条河道的疏浚治理，有效阻
止了岱海湖水位的快速下降。而岱海
生态应急补水工程预计 2022 年 6 月竣
工后开始补水，这是岱海水生态综合治
理“内治外引”重要措施之一，是从黄河
干流托克托县蒲滩拐取水口引水，途经
和林格尔县向岱海补水。预计 2030 年
左右，岱海面积将达到70平方公里。

随着治理的深入推进，又一大难
题出现了。近年来，岱海里的生物存
活率一直很低。原因显而易见，那就
是水质恶化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

李平作为凉城县挂职副县长，近
一年来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监测水质。

“我几乎每月都要采集水样，然后通过
实验进行比对。从目前看，虽然每次
的监测数据都在往好的方向改善，但
是不做源头水质和淤泥处理，鱼类存
活依然是个问题。为了彻底搞清楚，
我想继续做大量实验来验证，包括淤
泥成分分析、重金属元素的聚合形式、
水中菌群存在形式等系列研究。根据
结果，再调整养殖实验方案。”李平认
真地说。

为了曾经的那片海为了曾经的那片海

我在黄河岸边走

岱海周围目之所及满眼绿色岱海周围目之所及满眼绿色。。 付瑞新付瑞新 摄摄

□本报记者 王雅静

呼和浩特市将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作 为 落 实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重 要 论 述 精
神、践行“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和重
大政治任务来抓，创城工作扎实稳步
推进。日前，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市
长贺海东就呼和浩特市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有关工作开展情况接受了本报记
者的采访。

记者：呼和浩特市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的目的是什么？

贺海东：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首
府 345 万人民共同的心愿，创城不是为
了争一块牌子、一项荣誉，最终目的还
是为了提升城市的品质，改善群众生
活环境，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在
创 城 过 程 中 我 们 坚 持 全 方 位 体 现 民

生、顺应民意，从老百姓关心、关注的
事情做起，从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情做
起，真正让老百姓通过创城感受到变
化，享受到实惠，让美丽青城、草原都
市更加亮丽。

记者：呼和浩特市是如何推进创
城工作的？

贺 海 东 ：一 是 高 位 统 筹、一 线 落
实。市委、政府始终把创城工作作为
全市中心工作，成立党委、政府主要领
导“双挂帅”专班，组织召开动员大会、
推进会、月度点评会，高位谋划推动。
二是创新方式、建章立制。建立了“7+
N”工作机制，“7”就是市级领导包联地
区和行业、对口帮扶、调度、督导、保
障、考核问责和“零失分”承诺机制；

“N”就是制定出台了《市容卫生环境管
理条例》等一系列制度办法。三是紧
盯标准、系统实施。严格对标 2021 版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明确了全
市创建目标、创建内容、创建重点，有
计划、分步骤组织实施各项工作。四
是科学测评，精准对标。打造样板点
位，以点带面，全面推开。

呼和浩特市始终把群众力量作为
根本所依。开展了“永远跟党走 文
明我同行”市民文明行为百天打卡行
动，发起“文明我同行 我为城市添光
彩”等创城系列活动，充分发挥市民巡
访团、市民拍客团、文明单位作用，常
态化组织开展“两会一访”活动。大力
推进“首府是我家 创城靠大家”同城
联创共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动自
治区、市、区三级 539 个机关企事业单
位与 2572 个住宅小区结对共建工作。

记者：对标其他全国文明城市，呼
和浩特是如何补齐城市发展短板的呢？

贺海东：一方面，是“基础设施”。

统筹城市更新和建设，加快 63 条道路、
31 条断头路、39 条背街小巷建设改造，
有序推进供热、燃气、污水等管网互联
互通，完成 333 个老旧小区和 23 个棚
户区改造任务。另一方面，是“精细化
管理”。以全区城市精细化管理现场
会为契机，加快智慧城市建设。围绕
创城体系标准，集中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的身边问题，推动各责任地区、单位
开展城市卫生“大整治”、交通秩序“大
整顿”、农贸市场“大改进”、养犬管理

“大规范”等“十大专项行动”。开展飞
线整治、非机动车上牌管理、校园周边
环境整治等专项整治工作。同时，持
续开展青城好人、道德模范等评选，开
展“小手拉大手”“志愿者在行动”、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等活动，不断提
升市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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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让城市更美好 创建让市民更幸福
——访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市长贺海东

本 报 9 月 4 日 讯 （记 者 戴 宏
皇甫美鲜 阿妮尔）9 月 4 日，记者了解
到，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国务院第八次
大督查第五督查组发现的问题高度重
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代主席
王莉霞第一时间作出批示，要求全区举
一反三、重在盯整改落实。相关地区和
部门迅速部署、坚决整改。

8 月 31 日，根据群众在国务院“互
联网+督查”平台反映的问题线索，国务
院第八次大督查第五督查组赴集宁区
暗访，发现乌兰察布市自然资源局集宁
分局不动产登记中心在办理房产证手
续过程中存在登记时间长、个别工作人
员和中介机构借机牟利等问题。

乌兰察布市委、市政府对督查组通
报的问题高度重视，及时召开会议，全
力推进问题整改。乌兰察布市纪委监
委、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纪检监察组组成
联合调查组，市区两级公安部门组建问
题核查工作专班，全面查核反馈问题。
及时制定印发《落实国务院第八次大督
查第五督查组反馈不动产登记问题专
项整改工作方案》，细化了 6 个方面整改
任务，全面推进落实。

截至目前，经过工作组的调查取
证、谈话核实，对所反映的问题已初步
查实。对乌兰察布市自然资源局集宁
分局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和一名工作
人员采取留置措施，接受纪律审查和
监察调查，另对 9 名涉事工作人员、房
产中介负责人采取立案调查和行政拘
留措施。同时，责成乌兰察布市自然
资源局集宁分局和不动产登记中心优

化办理流程，对集宁区积压件进行全
面梳理、认真核查，集中力量开展“清
零”工作，已于 9 月 2 日将 7 月至 8 月积
压符合条件的不动产登记业务 912 件
全部办结。

同时，乌兰察布市对市本级和各旗
县（市、区）窗口单位进行全面排查，重
点查看是否存在违规违法问题，对发现
的问题实行清单式管理，明确整改责
任、措施、时限。对排查出的违规违纪
违法人员，坚决处理、绝不姑息。在全
市范围开展警示教育，深刻吸取此次事
件的教训，以案促改，以案明纪，坚决杜
绝损害群众利益问题再次发生。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党组对督查组
通报的问题高度重视，深刻吸取教训，
立即采取行动，召开专题通报会、全系
统不动产登记整改推进视频会和“整顿
行业作风、清理行业乱象”视频会，安排
部署了相关工作。成立了领导小组，制
定整改方案，组成调查组赴乌兰察布市
集宁区实地调查核实，按照干部管理权
限对相关责任人启动了追责问责程序，
同时在全系统开展全面自查。据悉，下
一步，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将通过开展不
动产登记专项排查整改，推动不动产登
记标准化建设，推进“一网办、掌上办、
一次办、帮您办”，强化对登记人员廉政
教育和纪律约束以及增设举报电话，增
加不动产登记报文系统超时预警功能
等措施，举一反三、找出症结，压实责
任、认真整改，坚决避免类似问题再次
发生，全面提升不动产登记的便民利民
服务水平。

我区坚决迅速开展国务院
督查组发现问题整改工作
王莉霞就整改落实工作作出批示

□安华祎

在乌兰察布市集宁区，有的群众
到不动产登记大厅办房本，跑了 4 趟、
历时 44 天才拿到房本。但有人找“黄
牛”花 500 元代办，竟能在 1 天内“神
速”出证。根据群众在国务院“互联
网+督查”平台反映的问题线索，国务
院第八次大督查第五督查组赴集宁
区暗访发现，当地不动产登记中心存
在办证时间长效率低、工作人员涉嫌
与“黄牛”勾结不当牟利等问题。

针对国务院督查组督查出的问
题 ，乌 兰 察 布 市 高 度 重 视 、迅 速 整
改，并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
三、全面排查，以案促改、以案明纪，
坚决杜绝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再次
发生。

民生大于天，民心重如山。房产
是百姓最重要的资产，办理不动产登
记更是事关民生福祉的大事。此次国
务院大督查督查出的问题，再一次给
我们敲响了纪律规矩和思想作风上的
警钟。群众利益无小事，整治损害群
众利益的问题，必须敢于动真碰硬、严
肃整改、立行立改、务求实效。坚持不
回避、不敷衍、不推诿、不遮掩，把该完
善的体制机制真正完善起来，把该堵

塞的漏洞切实堵严塞实，坚决做到问
题查不清楚决不放过、解决不彻底决
不放过、责任追究不到位决不放过、人
民群众不满意决不放过。

《论语·述而》中有句话叫“举一
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目前，我
区已在全区范围内对不动产登记耗
时长、办事人员和“黄牛”勾结牟利
等问题开展摸排核查，并对相关单
位和责任人严肃追责问责。各级各
地各有关部门要立即行动起来，认
真开展自查自纠，对本部门及窗口
单位进行全面排查，重点排查是否
存在损害群众利益方面的违规违纪
违法问题，对发现的问题实行清单
式管理，明确整改责任、措施、时限；
对排查出的违规违纪违法人员，依法
依纪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同时要广
泛开展警示教育，汲取此次事件的深
刻教训，以案促改，以案明纪，坚决杜
绝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再次发生。
要 既 聚 焦“ 当 下 改 ”，又 着 眼“ 长 久
立”，举一反三、延伸拓展，把问题整
改和深化标本兼治有机结合起来，以
更高的标准、更严的举措、更实的作
风，真刀真枪解决问题，真正把人民
群众的切身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
展好，让广大人民群众拥有更多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立行立改 举一反三

短评

9 月 4 日，呼和浩特市
民在赛罕区巴氏庄园种植
基地内摘葡萄。眼下正是
收获的季节，首府周边设施
农业大棚里的蔬菜和水果
陆续进入成熟期。周末，许
多市民带着家人走进采摘
园，享受采摘乐趣。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采摘园里
过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