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塔娜

初秋如夏烈日炎。在赤峰市宁城
县小城子镇柳树营子村水泥路施工工
地，近 100名村民顶着烈日，头戴安全
帽、手拿铁锹，干得热火朝天。

在工地干活20多天的柳树营子村
村民王海，一算能挣5000多元，兴奋不
已。“我因为年龄大，干活不利索了，到
外地干活担心别人不雇用，听说镇里有
个以工代赈的项目，就抱着试试看的心
态过来了，结果就把我留下了，现在我
在这儿干得非常好，不仅挣到一笔不小
的收入，还学会了支模、打点、画线等技
术活。”王海高兴地说道。

这段总长1166.8米的水泥路，是小
城子镇以工代赈乡村道路建设项目。
该项目 7月 9日开工建设，眼下正是路
基开挖的关键期，工地每天用工都在
80 人以上。务工的村民根据不同工
种，每人每天都能拿 150-400 元不等
的工资。

自 2021 年以来，宁城县抢抓国家
大力推行以工代赈政策机遇，紧扣促进
就业增收根本目标，探索构建公益性基
础设施建设＋劳务报酬发放＋就业技
能培训＋公益性岗位“四位一体”赈济
模式，以“先有群众、后有项目”的原则，

着力扩大面向农民工、脱贫人口的以工
代赈规模，实现群众持续稳定增收，助
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以工代赈+公益性基础设施
建设”，使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得到解
决。围绕农村生产生活、交通、水利、林
业草原公益性、易地搬迁安置点配套公
益性等五大基础设施领域，选取一批基
础设施短板项目纳入以工代赈项目储
备库。截至目前，宁城县已谋划储备
45个以工代赈项目。

——“以工代赈+劳务报酬”，让劳
务报酬及时足额发放到群众手上。宁
城县政府按时足额将项目资金拨付给
施工方，施工单位每天建立务工台
账，每个月根据用工情况制作劳务报
酬发放表，通过务工人员银行卡支付
劳务报酬。

——“以工代赈+技能培训”，帮群
众实现增收、掌握技术。宁城县要求所
有以工代赈项目施工单位，必须聘请专
业技术人员，对务工人员进行统一安全
及技能培训，提升群众劳动致富能力。
目前，已开展 26 期培训，培训了 1948

名务工人员。
——“以工代赈+公益性岗位”，保

群众就业稳定、收入稳增。宁城县按照
“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公益性岗位设
置”的模式，合理设置公益性岗位，优先
安排参加完培训并熟悉项目的困难群
众到公益性岗位就业。

——3个项目管理机制，确保以工
代赈项目政策落实到位。通过建立综
合协调机制、公示公开机制和验收检查
机制，及时解决和处理施工过程中出现
的各种问题，让项目公开、透明，在阳光
下运行，确保项目工程质量。

2021 年以来，宁城县已累计争取
中央投资 4508万元，实施以工代赈项
目9个，发放劳务报酬908万元，受益群
众730人，人均年增收1.2万元。

今年，宁城县投资1968万元，实施
4 个以工代赈项目，目前已完工 3 个。
正在实施的宁城县小城子镇以工代赈
乡村道路建设项目为中央预算内以工
代赈示范工程，总投资 796.69万元，涉
及高桥、刘家窝铺、柳树营子等9个村，
共新修通村公路12.685公里。

“项目开工以来共有包括易地搬迁
群众在内的 65人参与工程建设，已经
为务工群众发放劳务报酬87万余元。”
宁城县发改委地区经济股股长李海全
告诉记者，项目实施整个过程预计能够
吸纳130余人，发放劳务报酬240余万
元，将很好地激发务工群众依靠自身劳
动增收致富的内生动力，践行以工代赈
的初心。

接续奋斗开新局，乘势而上勇作
为。“十四五”期间，宁城县预计投资2.1
亿元用于以工代赈项目的实施，项目落
地后将极大地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环境和村容村貌。同时，通过发挥“赈
济”作用，可带动3560余名农村劳动力
通过务工直接获取经济收入，实现就地
就近就业增收。

“今年我们在农村公益性基础设施
和产业发展配套基础设施两个领域，重
点储备了发放劳务报酬占比高、带动当
地群众务工人数多、政府组织群众务工
能力强、综合效益好的 10 个计划在
2024 年实施的以工代赈项目，让以工
代赈这个惠民好政策，真正在宁城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宁城县发改委副主任
张瑞涛表示，作为行业主管部门，我们
会同有关部门通过日常调度、现场检查
和督查问责等方式加强项目监管，确保
以工代赈政策不走样、出实效。

抓谋划 强扶持 建机制

宁城县以工代赈“赈”出实效

学先进 勇担当

学经验 重实干 闯新路

□本报记者 薄金凤

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光明西街，一
家烟酒小店，已经开了33年之久。

“从 1990 年开店到现在，以诚取
信、以信取胜，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店主苏巧云说。早上8点刚过，记者见
到苏巧云时，她正在店里麻利地摆放货
物，小店里物品摆放整齐，柜台茶几一
尘不染。

多年来，苏巧云每出售一件商品，
都会在上面标注一个“苏”字，这是一份
承诺，更是一种自信。

2023年，诚信经营的苏巧云获评内
蒙古自治区2023年度“十大诚信人物”。

“生意做的是质量，凭的是良心，金
杯银杯都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苏巧云
乐呵呵地说。

1990 年创业初期，苏巧云在临河
金川市场利民厅经营烟酒，多年来信誉
经商、童叟无欺，深得广大消费者信

赖。通过自己的辛勤付出，如今，她创
办的烟酒专卖店已经有了一定规模，深
受客户好评。

1998 年冬天的一天，从乌拉特后
旗来进货的小刘第一次走进苏巧云的
店里，他买了部分烟酒后，匆匆付款就
走了。晚上，苏巧云核对账目时发现多
了800元。在当时，这可不是一笔小数
目。因为当天的客户多，苏巧云也记不
清是哪位客户多付的钱，于是，她就把
钱另外拿了出来。9天以后，多付钱的
小刘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到苏巧云店
里，苏巧云核对后把钱还给了他。从那
以后，小刘不仅成了她家的老客户，还
介绍了更多朋友来这里进货。

“做生意讲诚信，顾客才能信任我，
才能相处出真感情。”苏巧云是这样说

的，也是这样做的。
经营中，苏巧云始终坚持“老实做

人、诚信做事”，严把商品进货关、运输
关、保管关，以“货品齐全、品质优良、价
格合理”为原则，保证所售货物货真价
实，真正让自己的店成为顾客满意的放
心店。

客户张桂梅开了一家零售门市，她
每天从苏巧云店里进货，二人便慢慢熟
识了。开始时，张桂梅门市的生意不
好，进货也很少，苏巧云觉得她为人实
在，就向她承诺：“你进我家的货，货款
先赊着，等你卖完再结算。”张桂梅听了
又是感激又是欢喜。然而，天有不测风
云，张桂梅的生意刚有起色，丈夫却不
幸因车祸离世。如此沉重的打击，使得
张桂梅一蹶不振，更无暇顾及自己的生

意。苏巧云知道情况后，经常鼓励她，
并依然信守承诺，全力以赴帮她。终于
在苏巧云的帮助下，张桂梅走出了困
境，重拾对生活的信心。

“苏巧云做生意诚实守信，为人厚
道、乐于助人、热心公益，跟她相处，让
人很放心。”据张桂梅介绍，汶川和玉树
发生地震灾害后，苏巧云不仅自己积极
捐款，还组织周围的邻居、商户和共产
党员捐资捐物。

不管是在艰难的创业初期，还是事
业蒸蒸日上的今天，苏巧云都一直热心
帮助身边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这些
年来，她积极做公益献爱心，用涓涓善
款书写着责任和信念，传递着温暖。因
此，她先后荣获了巴彦淖尔市“道德模
范奖”“内蒙古百佳诚信个体工商户”等
100多项荣誉。

“荣誉只代表过去，今后的日子，我
会继续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诚信
做人，诚信做事，诚信经营，积极参与社
会公益事业，回报社会。”苏巧云说。

“生意做的是质量，凭的是良心”
——记内蒙古2023年度“十大诚信人物”苏巧云

本报 10 月 31 日讯 （记
者 李国萍）10月 31日，呼和
浩特知识产权审判法庭揭牌仪
式在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举行。这对于推进知识产权行
政、司法协同保护体系建设，加
快构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格
局具有重要意义。

司法机关和知识产权行政
部门共同肩负着全区知识产权
保护职能职责，自治区市场监
管局（知识产权局）将依托知识
产权审判法庭这一平台，整合
优势资源、创新协同保护方式、
确保信息互通共享，全面提升
知识产权保护合力。

与此同时，设立知识产权
审判法庭也是呼和浩特市推动
知识产权审判工作重心前移、
力量下沉、内外衔接，延伸知识
产权保护工作触角，方便当事
人诉讼、降低维权成本，努力解
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有
力探索。

揭牌仪式后，呼和浩特市
中级人民法院随即公开开庭审
理了一起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
商品罪案件，敲响了呼和浩特
知识产权审判法庭成立后的

“第一槌”。学生代表、企业代
表、行政执法人员代表等60余
人旁听庭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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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10月 31日，呼和浩特市老年骑行爱好者正在骑行健身。近年来，我区各盟市通过组织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文

明科学的老年人健身活动，不断扩大老年人体育骨干队伍，增加老年体育人口。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让老年人“动”起来

本报 10月 31日讯 （记者 李
国萍）10 月 31日，自治区、呼和浩特
市两级邮政管理局联合举行 2023年
快递业务旺季服务保障工作通气会，
通报“双11”期间快递业总体情况，预
计全区最高日处理量将突破 1000万
件。为确保旺季寄递业务平稳顺畅，
全区各级邮政快递业从提升服务能
力、严守安全底线、落实暖心举措等
多方面入手，全力应对挑战。

目前，内蒙古已基本形成以旗
县集散共配中心为核心，覆盖县、
乡、村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全区
778 个苏木乡镇实现快递服务全覆

盖，10748 个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
务点基本实现农村牧区寄递物流综
合服务全覆盖。针对旺季可能存在
的安全风险，全行业全面开展了安
全隐患集中整治，采取针对性的防
范措施，包括做好“传送带堵缝、人
车分流”，对进入密集场所作业的快
递机动车辆一律配备倒车影像、安
全报警装置。

与此同时，自治区邮政业 12305
消费者申诉中心将做好申诉工作预
警，畅通申诉渠道，综合发挥电话、信
箱、互联网、微信等多种申诉渠道作
用，及时处理用户咨询和投诉。

日处理量预计突破千万件

内蒙古快递行业全力迎战“双11”
本报 10 月 31 日讯 （记者 赵

曦）今年以来，全区各级民政部门围绕
救助效率和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引领推
动社会救助领域“提能争优、实干惠民”
行动向纵深发展，截至9月底，共保障城
乡低保对象 153.9 万人、城乡特困人员
9.7万人，把198.2万名低收入人口纳入
常态化监测，对其中 163.6 万名困难群
众分类实施救助帮扶。

全区各地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推动
社会救助扩围增效提质。各盟市制定
社会救助扩围增效实施措施，及时修订
低保审核确认办法，通过设定赡养费最

高给付限额、降低家庭赡养费用、无业
重度残疾人参照“单人户”提出低保申
请、实行低保渐退期政策等，推动社会
救助扩围增效提质，实现弱有所扶、困
有所助、难有所帮。

通过分类实施救助帮扶，全力保
障因灾遇困群众生活。针对今年以
来多地发生的洪涝灾害，我区提早介
入、主动作为，全面摸底排查、畅通求
助渠道，确保受灾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得到妥善保障。汛期以来摸排受灾群
众 30.17 万人次，将 625名符合条件的
对象及时纳入低保、 ■下转第4版

前 9 月 全 区 社 会 救 助 领 域“ 提 能 争 优、
实干惠民”行动保障城乡低保对象153.9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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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乌兰察布10月31日电 （记
者 皇甫美鲜 通讯员 贺媛媛 樊
国强）为了切实保障“十四冬”乌兰察
布赛区食品安全，为参赛运动员和来
宾营造一个良好安全的餐饮服务环
境，从 2023年 10月中旬开始，凉城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十四冬”指定服务
酒店进行第一轮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风
险评估。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
条例》《重大活动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
督管理规范》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本次风险评估主要检查指定服务酒店
建筑布局是否合理、是否建立食品安
全管理制度、设施设备与加工用具管
理、原料采购与贮存管理、加工操作管

理、就餐场所管理，餐饮具、工器具消
毒管理以及是否设立留样制度等内
容，促进各酒店规范落实各项食品安
全制度，排除食品安全隐患。

执法人员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部分
建筑布局不合理、洗手设施不规范等
情况，要求尽快整改并进行了初步的
打分评估。此次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风
险评估共发现问题 21条，下达责令整
改通知书7份。

下一步，凉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将全力肩负起食品安全监管责任，持
续 推 进 餐 饮 单 位 食 品 安 全 监 督 检
查，严格监督餐饮单位按照餐饮服务
经营场所标准进行全面改造，切实做
好“十四冬”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保障
工作。

乌 兰 察 布 赛 区 切 实 做 好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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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十四冬

本报10月31日讯 （记者 徐
跃）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我区
各盟市充分借鉴运用第一批主题教
育成功经验，坚持边学习边调研边检
视边整改，把理论学习、调查研究、推
动发展、检视整改、建章立制贯通起
来，以学促干、以研促查、以查促改，
推动主题教育深入开展取得实效。

巴彦淖尔市实行“1334”工作模
式，突出重点任务、抓好分类指导、
精准破解难题，确保主题教育高标
准推进、高质量开展。突出 1个重
点，推动理论学习入脑入心。共举
办读书班 86期、专题研讨 93次，开
展各类学习活动4614场次。制定3
张清单，强化分类指导。开展“三问
三查”活动，推动调查研究见行见
效。全市共调研发现问题 646 个，
提出解决措施 759 项，现场研究解
决问题313个。推进4项活动，激励
党员干部创先争优。

锡林郭勒盟强化主题教育对中
心工作的引领，紧紧围绕办好两件
大事摸实情、破难题、谋发展，切实
把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发展成效和
民生福祉。目前，全盟 725 名县处
级领导干部共建立联系点 802 个、
确定调研课题726项。建立整改问
题审核“一定二推三审”机制，形成
问题清单共2393项。实施“处级领
导进社区开放日”，收集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1562件，提出解决措施1700

条，已解决问题1002件。着力推动
解决全盟发展所需、改革所急、基层
所盼、民心所向的难点堵点问题。

赤峰市建立市委常委带头学习
研讨、调查研究、检视整改、担当作
为、提升能力、推动发展“六个带头”
工作机制，以理论学习、调查研究、
问题整改“三个清单”为牵引，统筹
推进各项重点措施。创新“1+3+N”
理论学习体系，全市举办读书班120
余期次，理论学习中心组研讨 142
次，覆盖县处级以上干部 900 余
人。聚焦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教育
医疗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全市优
化调整调研课题 668 个，制定专项
调研方案160个。目前已解决生产
生活、道路交通、生态环保、政务服
务等领域突出问题218件。

包头市聚焦主题主线，结合工
作实际，从一开始就把学和做结合
起来、把查和改贯通起来，强化各项
措施的衔接性、协调性，以解决问题
的实效检验主题教育成效。围绕12
个方面细化调研方向47个，科学确
定调研选题，市级领导干部带头开
展调查研究，目前市县两级共梳理
发现问题4516个。市本级共查摆6
个方面 26个问题，以动态管理、滚
动销号的方式推进整改落实。紧紧
锚定 5个目标要求和解决 6个方面
突出问题，建立各类制度机制 291
项，防止问题反弹回潮。

我区五项重点措施贯穿始终
扎 实 有 效 推 进 主 题 教 育

本报包头 10 月 31 日电 （记者
格日勒图 通讯员 苏欢）10 月 31
日，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
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两台北奔重型高
机动性通用战术车辆作为搜索回收任
务中的指挥调度车和工程运输车再度
出征，圆满完成了神舟十六号载人飞
船返回舱搜索回收任务。

从 2005年以来，北奔重卡作为载
人飞船保障用车，伴随着中国载人航
天事业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起航，到
四子王旗着陆场和东风着陆场返回搜
索接续建功，因其专门适用于地形复
杂、路况不佳、恶劣环境中，在历次神
舟载人飞船返回舱搜索回收任务中都
担负着重要使命。

北奔重卡圆满完成神舟十六号
载人飞船返回舱搜索回收任务

本报巴彦淖尔10月31日电 （记
者 薛来）记者从巴彦淖尔市甘其毛
都口岸管委会获悉，截至 10月 30日，
即今年第241个有效通关日，甘其毛都
口岸通关过货量突破3004.07万吨，同
期 上 涨 124.96% ，其 中 ，进 口 煤 炭
2891.33万吨，同期上涨131.53%；进口
铜精粉 71.34万吨，同期上涨 11.47%；
出口货物41.4万吨，同期上涨83.62%，
创下甘其毛都口岸通关过货以来历史
新高。

甘其毛都口岸开放 31年来，积极
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不断在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通关合作、平台合
作建设、开辟出口果蔬新通道等领域
发力，AGV 无人驾驶跨境运输模式，
为口岸构建多式联运提供了路径，极

大提升通关过货能力，助力甘其毛都
口岸从年过货量不足万吨一跃成为全
国过货量最大的公路口岸。

“近年来，以‘高效通关’赋能高质
量发展是甘其毛都口岸贯彻落实‘五
大任务’和巴彦淖尔市‘五高五区’目
标定位的重要抓手。”甘其毛都口岸管
委会副主任田桂虎介绍，“下一步，甘
其毛都口岸将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
关于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
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意见》，推进甘
其毛都口岸跨境铁路前期研究和建设
工作，统筹推进‘智慧口岸’‘数字国
门’试点建设，提升口岸通关保障能
力，在多式联运、边腹互动、城镇建设
上精准发力，为建设国家向北开放重
要桥头堡贡献力量。”

3004.07万吨！

甘其毛都口岸通关过货量创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