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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在
家门口就能
上 好 学 校 、
百姓能享受
优质的医疗
服 务 、养 老
金连年提高
……翻看通
辽市近十年
的“ 民 生 账
单”，数不清
的变化记录
着百姓不断
提升的获得
感 ，见 证 着
百姓持续上
涨的幸福指
数。

悠悠万
事 ，民 生 为
大。党的十
八 大 以 来 ，
通辽市始终
践行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
展 思 想，着
力 兜 底 线 、
保 民 生 ，优
供 给 、促 普
惠 ，努 力 建
设人民的幸
福 城 市 ，书
写出新时代
民生事业高
质量发展的

“ 幸 福 答
卷”。

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辽市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内
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力推
动教育改革事业发展。先后实施考试招
生制度改革、普通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评
价改革；创造性地推行虚实结合、工程推
进、课题式攻关、项目化管理的体制机制，
成立了通辽市教育教学研究院，启动了

“四大工程、九个项目”的通辽市普通中小
学教育教学质量评价改革工作；出台了
《通辽市校园足球十年规划》等一批政策
性文件，建设了171个国家级校园足球特
色学校；以优质学校为龙头、以一校带多
校的模式组建了62个义务教育联盟，扩
大了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这十年，该市持续加大教育经费投
入。自 2016 年以来，每年投入 500 万
元，在全区率先实施中小学教师“市培计
划”。研发了“中小学教育双语远程培训
平台”，按年度高质量开展教师全员培
训。

这十年，坚持人才强师战略。通过

人才引进方式，按年度为各学校引进了
教育部直属重点师范大学的公费师范生
和全日制研究生，2017—2019年，全市
仅通过人才引进方式补充教师就达
1277名。同时，为农村牧区学校考录特
岗教师713名，公开招聘教师1239人。
三年间，累计补充教师3229人。

“深入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持续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坚持人才强教战
略”……这一个个有力措施背后，是拔地而
起的现代化教学楼，是焕然一新的老牌学
校，是日益先进完善的软硬件配置，是从

“有学上”到“上好学”的喜人转变。
学前教育方面，2022年全市幼儿园达

到 879所，比 2012年增加 527所，增幅
150%；全市普惠性幼儿园达到684所，占
幼儿园总量的77.82%。新增自治区、市级
示范园75所，建立学前教育联盟体68个。

义务教育方面，2012—2021年，全
市义务教育固定资产总值从20.8亿元增
加到47.3亿元，校舍建筑面积从228万
平方米增加到326万平方米，生均面积

增加5.09平方米。校藏图书从392万册
增加到627万册。普通高中教育方面，
消除2012年以来的普通高中大班额362
个，全市普通高中生均普通教室面积
4.34平方米，体育运动场（馆）面积学校
达标率90.91%，体育、音乐、美术器械配
备学校达标率均为93.94%，理科实验仪
器配备学校达标率93.94%，宽带接入率
100%，生均教学仪器设备资产值 3526
元。市财政按每人每年10000元标准核
定高中阶段分层教学改革试验经费。

中等职业教育方面，全市中等职业
学校全日制在校生从1.2万人增加到1.8
万人。6所中等职业学校完成了选址新
建或整体搬迁，培养学生从每年100人
增加到1200余人。深化产教融合，创建
了28个自治区级骨干、特色、创新型专
业。中等职业学校十年累计培养毕业生
4.5万人。

这十年，通辽市始终把教育当作最大
的民生，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教育投
入不断加大，办学条件极大改善。

“从来没体检过。”2016年 12月 20
日，科尔沁区余粮堡镇的王淑琴老两口一
早来到镇中心卫生院做体检，这也是夫妻
俩生平第一次正儿八经地检查身体。

“以前我们没有定期体检的意识，加
上不想花费太多，很少有人去体检。现
在我们也能像城里人一样定期做体检
了。经常体检能及时发现很多病，就不
会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不会让小病变
成大病。”王淑琴说，村里很多因病致贫
的人家就是因为从来不体检，最后发现
得了大病，家里承担不起巨大的开销，导
致贫困。

为了从源头上堵住这个致贫漏洞，
自2016年开始，通辽市利用5年时间，每
年对经扶贫部门认定的 65 岁以下的
10.8万多名国标贫困人口免费进行一次
健康体检，包括体格检查和辅助检查等
项目，每人的体检费用为308元。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该

市深入推进“健康通辽”建设,如今，城乡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截至
2021年底，全市医疗机构达到4371家，
三级公立医院9家，二级公立医院25家。
医疗卫生机构床位20318张，拥有卫生技
术人员28480人，卫生技术人员中执业
（助理）医师9050人，注册护士8019人。

这十年，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显著提
升。全市急救分站达到37个，基本实现
旗县市区城关镇“20分钟急救圈”和农村
牧区“30分钟急救圈”；累计创建 50所

“十强卫生院”、500所“百佳卫生室”，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这十年，深化医改取得显著成效。所
有公立医疗机构取消药品和耗材加成，全
面破除了实行60多年的“以药补医”机
制；医联体建设稳步推进，全市组建了3
个城市医疗集团、21个县域医共体、8个
专科联盟；医疗服务项目价格逐步调整，
按病种付费的病种数达到207种。

这十年，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持续强
化。通辽市创建为国家卫生城市，实现
自治区级卫生旗县城全覆盖，85个苏木
乡镇、1773个嘎查村荣获自治区级卫生
苏木乡镇、卫生嘎查村称号。2021年严
重 精 神 障 碍 患 者 规 范 管 理 率 达 到
97.94%。全市传染病报告质量综合率达
99%以上。全面实现了艾滋病防治“一
体化”管理服务模式。

这十年，蒙中医事业全面发展。3个
蒙医学科列入自治区领先学科，13个蒙
医药学科列入自治区重点学科（重点实验
室），自治区蒙医中医特色优势重点专科
达到32个；成功创建为全国基层蒙中医
药工作先进市，被中国蒙古学学会命名为

“中国蒙医药之都”；全市15家二级以上
中蒙医院已有13家建立了“治未病”中心
（科）和康复中心（科）。

这十年，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
民，被实实在在落在了行动上。

“这是党的政策好，关心老百姓。”
家住开发区滨河街道兴隆村的杜凤侠，
11年前老伴因为脑出血失去了劳动能
力，家里全靠杜凤侠的养老金维持生
活。低收入家庭“单人户纳入”政策实
行后，杜凤侠的老伴被纳入低保范畴，
每月500多元的补贴，给这个家减轻了
不少负担。

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辽市坚持以人
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夯实保障基
础，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总体
要求，不断提升社会救助工作水平，社会
救助制度政策日趋完善，社会救助资金
投入力度持续加大，救助对象识别精准
到位，惠及全市近 20万名城乡困难群
众。全市城市低保保障标准由2013年
每人每月440元增长至 2022年的每人
每月829元，增长了88%。农村牧区低
保保障标准由每人每年2900元增长至
6614元，增长了1倍多。

每一项政策，都浸润着沉甸甸的民
生情怀；每一个数据，都考量着百姓的幸
福尺度。

——十年来，全市养老保险参保人

数从36.3万人增长到176万人，增长了
384.8%，养老保险基金征缴从 14.94亿
元增长到71.39亿元，增长了377.84%，
企业职工人均养老金从每月1876元增
长到每月2586元，增长了37.8%。

——十年来，平均每年城镇新增就
业1.7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动态保持在
4.5%以内，连续十年低于自治区控制目
标；2014年以来，高校毕业生就业人数
连续8年突破万人大关，劳务输出年均
44万人，零就业家庭保持动态归零。

——自2017年开始，通辽市全面发
放特困人员照料护理补贴，对失能和半
失能人员发放照料护理补贴分别为每人
每年 11700 元和 4500 元，2022 年调整
为14930元和5750元，均增长28%。

——全市累计将符合条件的4.5万
名贫困人口纳入低保、特困供养兜底保
障范围，累计实施贫困人口临时救助
7100人次，执行低保渐退期9013人次，
落实重病重残单人户纳入3975人，累计
投入各项社会救助资金近4.8亿元。

——全市 2103个嘎查村村规民约
全面修订完善，“一约四会”作用发挥明

显，德治法治自治水平不断提升，惠及集
中安置群众1900户、5727人。

——2021年 7月，通辽市被民政部
确定为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
动试点地区。现已建成并运营20所街
道级养老服务中心和34所社区级养老
服务站。

——通过开展“科尔沁爱眼行”社会
公益活动，免费为户籍是通辽市的60周
岁以上老年人实施白内障、翼状胬肉眼
病筛查及手术服务，已完成白内障手术
2934例，胬肉手术1393例，为患者节约
医疗费用1800余万元。

——通过开展“添翼计划”项目，对
140名符合救助条件的先心病患儿进行
了免费手术，切实帮助全市困难先心病
儿童摆脱疾苦，解除患者家庭的后顾之
忧。

十年来，通辽市对幼有所育、学有所
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
所居、弱有所扶等百姓“急难愁盼”问题，
给予温暖回应，一大批百姓的操心事、烦
心事、揪心事得到解决，让各族群众的生
活更幸福、未来更美好。

就业招聘“直播带岗”。 张启民 摄

开展中蒙医义诊活动。 张启民 摄

职业技术学校邀请劳动模范到校授课。 美丽 摄

敬老院里很温馨。 郭洪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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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陶艺课堂。 张启民 摄

辽河公园一角辽河公园一角。。 张启民张启民 摄摄

“健康通辽”建设深入推进

基本民生保障显著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