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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过程，其实也是补短板的过程。前不久召开的全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鲜明提出，要按照经济规律抓好补短板工
作。

今年以来，全区上下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效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取得了
来之不易的成绩。但也应该看到，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还有许
多短板和不足。抓经济，最直接的就是抓投资、抓消费、抓外贸。从
我区情况看，现在这“三驾马车”都存在明显短板，必须按照经济规
律抓好补短板工作，加大力度把投资、消费、外贸的总量和质量提上
来。

抓投资，就是要扩大有效投资，坚持效益优先抓招商、抓项目，给地
方带来更多实惠，给老百姓带来更多好处。拿出“求商若渴”的态度，拓
宽招商视野，加快引进一批体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大项目、好项目；
积极主动争取国家项目和资金支持，加快推动各类重点项目建设；持续
改进项目前期工作，提速办理项目审批手续，能早就不要晚，能快就不
要慢，加快推动更多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建成。

抓消费，就是要综合施策打好促消费“组合拳”，加快释放消费
潜力，促经济稳增长。要抓住当前旅游黄金季节，想方设法使旅游
市场尽快恢复；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大力发展小店经
济、夜间经济等，尽快让人气旺起来、商气热起来，让“烟火气”充满
大街小巷。

抓外贸，就是要全力以赴做好稳外贸工作。在有效防控疫情的
前提下，扎实做好口岸保通关工作，推动各口岸应开尽开；在边境口
岸地区积极发展落地加工产业，进一步解决好“酒肉穿肠过”问题，
千方百计把内外贸都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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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韩雪茹

夏日的东乌珠穆沁旗草原上，到处
绿草如茵，风光无限。一支寻找优秀

“羊爸爸”的队伍正在草原上奔波着。
分类、测量、登记……在鉴定现场，

工作人员测量种公羊体长、体高、体重、
胸围、管围等指标后，再将鉴定合格的
种羊按照各项指标的评定结果分级备
案。

“为进一步做好乌珠穆沁羊选育提
高工作，巩固‘原种场-扩繁场-核心
群-标准化畜群’四级联合育种体系，
建立上下流通的利益共同体，形成乌珠
穆沁羊规范育种群，从5月中旬开始，
各苏木镇在全旗范围内开展种公羊鉴
定登记工作。”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
旗农牧局副局长永泉介绍说。

乌珠穆沁羊有着“天下第一羊”的美
誉。1959年，乌珠穆沁羊开始初级选
育、系统选育，1986年被命名为国家级
标准的“乌珠穆沁羊”优良品种，2000年
列入国家级畜禽遗产资源保护名录，
2014年被国家质检总局批准成为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2021年，中国出入境检
验检疫协会发布关于公布获得生态原产
地保护产品名单的公告，乌珠穆沁羊获

批为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
乌珠穆沁羊具有产肉多、耐粗放管

理、抗灾抗病力强等特点。同时，乌珠
穆沁羊也是纯种繁育胚胎移植的良好
受体，后代羔羊体质强壮、抗病力强，适
应性好。此次公羊鉴定登记工作专门
成立了种公羊鉴定工作组，广泛带动选
留牧民能手共同开展鉴定工作。

截至目前，该旗完成种公羊年检
30202只，其中年检合格25717只，年
检合格率达到 85%，对年检合格的成
年种公羊进行登记继续选留，不合格
的淘汰出栏。下一步，该旗农科局畜
牧工作站将依据各苏木镇上报情况，
统筹考虑，分配种公羊淘汰更新任务
指标，将各苏木镇鉴定不合格的种公
羊进行统一出售后，重新购置达标种
公羊。

科技兴牧，种业为先。近年来，该旗
高度重视乌珠穆沁羊种业发展，全面加
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今年，该旗制定
出台《东乌旗2022年度乌珠穆沁羊供种
能力提升实施方案》，投资712万元用于
开展种公羊淘汰更新补贴、乌珠穆沁羊
人工授精、购置多脊椎种公羊、配置人工
授精运输专用车等工作，进一步提升牧
民生产优质种羊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
进乌珠穆沁羊种业健康快速发展。

东乌旗开启寻找优秀“羊爸爸”之旅

本报呼和浩特 7月 17 日讯 （记
者 刘洋）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通报了2021年全国公共服务质量监测
结果，呼和浩特市公共服务质量满意度
得分80.50分，分值连续3年稳步提升，
并均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2021年度较

全国总体满意度高 1.41 分（全国分值
79.09分）。

2021年全国公共服务质量监测覆
盖了 31个省（自治区、市）的 120 个城
市，监测范围包括公共教育、公共医疗、
公共交通、公共安全、公共就业、公用事

业、社会保障、养老服务、政务服务、公共
文化、公共体育、生态环境等12个重点
领域，共设置54项具体指标。呼和浩特
市在120个被监测城市中排第33位，位
列全区被监测盟市首位，得分达到了“满
意区间”，高于全国总体满意度。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不断优化营商
环境，加大公共服务资源投入力度，公共
管理和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满
意度分值逐年提升，2021年度监测值分
别较2018年、2019年和2020年提高了
5.93、2.02和1.40分。

呼和浩特市公共服务质量满意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7月17日，游客乘船游览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河两岸风光。据了解，依托口岸优势，额尔古纳市精心打造跨境游，丰富旅游产品结构。如今，额尔古纳市界河游已成为
内蒙古东部精品旅游线路上一张亮丽的名片。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额尔古纳河两岸额尔古纳河两岸

种公羊鉴定现场种公羊鉴定现场。。

□本报记者 刘宏章

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焊接声、
切割声此起彼伏，新项目加快培育新优
势；苏木嘎查村，党员干部入农户、走田
间，倾心问计民生解民忧，助力乡村振
兴；企业车间，机声隆隆，企业党员干部
带领员工奏响火热的生产“进行曲”，促
实体经济高质量健康发展……走进盛
夏的阿拉善，处处能感受到高质量发展
的奋进力量，处处看到党员干部实干笃
行、奋楫争先的身影。

在阿拉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
内蒙古科锐化工有限公司一期项目试
运行胡椒环车间，工人们正在对运行设
备进行巡检。该项目总投资5.7亿元，
能为本地提供100个就业岗位。“我们
项目能建设得这么快，是干部作风扎实
转变的有力见证，为了我们项目早日建
成达产，今年干部几次到我们项目建设
现场办公，为我们项目建设解决了好多
难题。”该公司副总经理柴国清说。

今年以来，阿拉善盟把干部实干作
风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之源，坚
持实字当头、以干为先，扎实推进抓主
体、保市场，抓项目、促投资，抓产业、增
效益，抓畅通、稳两链，抓效能、优环境
等重点工作，并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力
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形成了苦干实
干加油干的浓厚氛围，以“干字当头”作
风推动了发展“稳中求进”。

实干当先抓成效
催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项目是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源动
力，更是检验党员干部实打实干事业的

“试金石”。
“各旗区各部门一定要抓住项目建

设这个牛鼻子，全面对接国家、自治区
重大投资政策，同步做好项目前期准备

工作，倒排工期、加强调度、全力推进，
争取项目早落地、早建成、早投产、早见
效。”阿拉善盟委书记代钦在今年的全
盟工业经济工业园区高质量发展大会
上的讲话掷地有声。

动员令铿锵，行动步伐飞快。4月8
日，阿拉善盟华能30万千瓦风电、黄河
流域乌兰布和沙漠生态保护等30个项
目集中开工，全面掀起重大项目建设热
潮，吹响了各旗区比学赶超、催人奋进
的抓项目建设号角，广大党员干部在狠
抓重大项目建设过程中不断锤炼实干
作风、提升实干能力。

在重点项目建设中，阿拉善盟以激发
干部干事创业、创先争优的精气神为切入
点，实施挂图作战、按表落实，高频调度、
高压推进，在盟级层面狠抓统筹推进，向
各包联领导出具提醒函和挂图作战任务
说明书，做到“一个项目、一班人马、一套
方案”；开展集中会诊、集中调度等一系列
活动；实行“一日一调度、3日一专报、10
日一通报”的高频调度机制，全面跟踪问
效；强化保障、解决问题，成立工作专班，
跟踪督促各项目工作落实情况；开展“驼
乡帮您办”重点建设项目集中审批推进等
活动，党员干部齐发力全力为项目顺利开
复工保驾护航。

截至6月底，全盟115个重大项目
全部开复工，完成投资156.5亿元，完成
年度计划的 63%，较上年同期提高 36
个百分点；签约招商引资项目38个，总
投资624.1亿元。这一项项骄人的成绩
成了党员干部作风扎实转变的佐证。

转作风重实干，发力在干部，群众
满意是目标。该盟以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为
目标，全力促和谐、利民生，以人居环境
更加优美为重点，2021年实施市政设
施、保障性安居等项目12个，改造老旧
小区21个、棚户区非成套住宅560套，
重点区域绿化3万亩。今年，该盟又实

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14个，惠及群
众2337户。

民生连着民心，民生就是责任。该
盟还从就业、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事
业、社会保障以及饮水安全等领域，着
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生产生活
问题和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一项项民生新政、一桩桩民生实事
落地生根，让人民群众享受到了更多的
高质量发展的成果，也切身感受到了政
府和党员干部实干为民的情怀。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让干部干事担当实起来

日前，在阿拉善高新区行政审批和
政务服务局“蒙速办·帮您办”窗口，内
蒙古习尚喜新材料有限公司办事人员
前来办理正式用电线路审批手续。不
到10分钟的时间，在窗口工作人员的帮
办下顺利完成。“只跑一次腿、只进一扇
门就能把事情办好了，优化营商环境真
正让办事更便捷了，服务更暖心了！”该
公司总经理助理丁鉴赞赏道。

“各地各部门要迅速行动起来，找
准‘风向标’，锚定‘发力点’，跑出‘加速
度’，以冲刺决胜的状态开战，以挑战自
我的勇气出征，全力以赴推动优化营商
环境迈出新步伐、实现新提升。”阿拉善
盟委书记代钦在今年的全盟优化营商
环境大会上指出。

良好的营商环境，既是一个地方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生产力，更是检验党员干部
勇担当善作为的形象“窗口”。阿拉善盟
始终把营商环境作为重要文化软实力、市
场核心竞争力，不断更新理念、创新举措、
完善机制，下大力气解决营商环境方面的
难题，不断提升地区的吸引力。

今年以来，阿拉善盟将优化营商环
境作为“一号工程”攻坚推进，创新举
措，主动作为，对标全国一流、全区最优
目标，找差距补短板强弱项，聚焦“难

点”求突破，以硬的举措、实的作风，着
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持续在营商环境
工作质效上发力。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着力加强诚信
制度建设，编制《阿拉善盟守信联合激
励和失信联合惩戒任务分工》《阿拉善
盟“信易+”建设方案》等政策文件，全方
位、多角度完善信用体系制度建设。

以问题导向为“落脚点”持续优化
服务，打造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以

“一网通办”为目标，实现涉企便民事项
在全区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上全程网
办，最多跑一次比率达100%；设立“蒙
速办·帮您办”投资项目一站式服务区、
民生事务服务区及公安专区，以及“局
长值班席”“办不成事”反映窗口、“找
茬”窗口等便民服务窗口和特色政务服
务设置。把原有盟本级36个部门、阿左
旗42个部门设置的169个窗口缩减至
70个，精简窗口99个，缩减率58.6%，并
依托一体化平台已授权“综合窗口受理
系统”中36个部门1472项事项。

加大助企纾困力度，出台助企纾困
50条措施，涉及税收、金融、消费、能源、
保供稳价、保民生六个方面，加大对中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助企纾困力度，
尤其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出现生产经营
困难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扶
持，结合全盟实际向困难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提供房屋租金、水电气费、担保费、
防疫支出等补助并给予贷款贴息、社保
补贴等支持，并针对企业堵点、难点、痛
点问题，全力做好服务企业工作，助推
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营商环境好不好，只有企业和群众
说了算。据阿拉善政务服务中心副主
任白燕介绍，1至5月，全盟各级政务服
务大厅共产生“好差评”89415条，好评
率达 99.97%，差评整改率 100%，整改
满意率100%。

■下转第2版

谋在高处谋在高处 抓在细处抓在细处 干在实处干在实处
——阿拉善盟硬作风凝聚干事创业磅礴动力阿拉善盟硬作风凝聚干事创业磅礴动力

编前的话
日前召开的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从九

个方面对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今日起，
本报连续推出9篇评论，激励动员全区干部群众坚定信
心、鼓足干劲，迅速行动、主动作为，紧抓快干推进各项
工作，千方百计把经济工作抓深入、搞上去。敬请关注！

短

评

□新华社记者 王希

时至年中，我国中央企业上半年运
行态势如何？改革有何新进展？国务院
国资委16日举行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研
讨班传递出新的信息。

以良好效益支撑宏观经济大
盘稳定

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运行“稳”字
当头：实现营业收入19.2万亿元、利润总

额14093.6亿元、净利润10857.5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12%、7.1%、6.1%。

这份“成绩单”来之不易。今年以来，国
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疫情多发散发，
不利影响明显加大，经济发展极不寻常。

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时。深入开展
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推出稳增长10项举措，
建立健全“旬监测、月报告、季协调”工作制
度，开展综合督导、回应企业诉求……面对冲
击，上半年国资委推出稳增长一揽子措施。

各中央企业顶住压力、迎难而上，全
力以赴开拓市场、抢抓机遇、深挖潜力、

降本增效，以自身良好效益有力支撑了
宏观经济大盘的稳定。

当前，世界经济滞胀风险上升，国内经
济持续恢复基础仍不稳固。下半年，中央
企业如何乘势而上，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国资委制定了下半年稳增长稳大
盘工作方案，总的要求是坚持全年‘两增
一控三提高’目标任务不动摇，进一步做
实做细央企提质增效工作，确保下半年
运行在合理区间。”国资委党委书记、主
任郝鹏在研讨班上说。

■下转第2版

稳住增长势头 决胜三年行动
——中央企业改革发展新动向解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