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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志贤 通讯员 顾晓瑜

今年7月以来，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连
续收到了3封来自清水河县委、县政府的感
谢信，信中写满了对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4
位老师支教清水河县普通高级中学的感激
之情。

“把党徽戴上，把咱们腾飞支部的精气
神带上！”支教之际，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
特级教师、教科研室主任、腾飞党支部的纪
检委员隋卫国郑重其事地说。来到清水河
普高，这位年近六旬的老师获得了一个亲
切的称呼“隋老”。

感谢信里有这样一段：“隋老师帮助清
水河普高教师轻快地走了出去，轻松地开
了眼界，轻易地共享了教学资源，轻便地获
得了先进理念，帮助学校整体提升了教学

教研水平和育人管理能力。”支教期间，隋老
师成了清水河普高参与呼和浩特市乃至全国
知名高中校教研活动的联络员和组织者，尤
其在疫情期间，他依托呼市二中优势教育资
源，打通了清水河普高与呼市二中的线上集
体备课、听评课、视导课等互研共建渠道。经
过他的多方组织联系，清水河普高还参加了
呼市教研室组织的《探索大单元教学》教研和
讲座活动。2022年的10月、11月，清水河普
高的老师们记忆最深：他们参加了普通高中
新课程新教材国家级示范区潍坊市基于课程
标准的“学程优化·素养提升”课堂教学展示
及专家点评活动，参加了浙江省镇海中学和
时代凤凰研究院共同举办的《“三新”背景下
素养导向课堂转型的探索》教学研究讨论会，
参加了深圳市省级双新示范校课堂展示
…… 老师们都说：“有了隋老师的联络沟通，
我们跟随教育改革的步伐越来越紧。”

“我是一名有19年党龄的老党员了，要
让我留在清水河，我愿意！”在倾情奉献的同
时，支教教师佟棱也收获了很多感动。“看！
这是孩子们送给我的满桌子的艳丽花束，那
是孩子们连夜赶制的手工作品啊！”回到呼
市二中，每每见到熟人，佟老师第一个分享
的就是她保存的一张张照片。

去年6月，清水河普高希望呼市二中能
派出一位物理老师赴该校支教，于是，呼市二
中认真挑选，派去了时任桥华学校校长助理、
教务主任，并有丰富教学经验的物理老师佟
棱。入校后，佟棱了解到，清水河普高将学情
发展区间相近的学生分在一个班，她要代课
的高二两个班物理学情各不相同。于是，她
马上制定教学方案，在编写教案、课堂教学、
布置作业时均有针对性设计不同版本，尤其
在布置作业时，细化到每天的作业均要有不
同的难易度、不同的侧重点。在担任了高二

年级物理备课组长后，她带领老师们分工合
作搞教研听评课，敞开教室门做示范视导，
深入班级做德育心理疏导等。“教学要有绣
花的功夫，一针一线都要精细精彩，恰到好
处！”佟老师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她的耐
心细致也赢得了师生们的一致好评。

“我是呼市二中的一员，也是清水河普
高的一员，更是中国共产党员中的一员。
我为自己是这些集体中的一员而感到自
豪，同时，也倍感责任重大。”赴清水河支教
的数学老师余碧波说，下乡支教，累并幸福
着，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
在呼市二中，还有很多支教老师，他们，

克服生活工作上的重重困难与不便，从繁华
的都市来到偏远的县城；他们，把一颗颗火
热的心扑在山区的教育事业上，竭力帮助当
地老百姓实现“在家门口上名校”的愿望。

三封感谢信 浓浓感恩情

□本报记者 李永桃 柴思源

住有所居、住有宜居，是千家万户的共
同心愿。

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把保障性安
居工程作为重大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通
过多途径、多渠道推动棚户区改造和农村
牧区危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公共租赁住
房建设，努力改善住房困难群众居住条件
和居住环境，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2012年—2023年 9月底，内蒙古共实
施棚户区改造 152.78万套，约 320万居民

“出棚进楼”；累计建设筹集公共租赁住房
34.87万套，保障了住房困难群众有房住、
住得好；累计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2.64万
套（间），推动解决新市民、青年人住房困
难；累计改造老旧小区 6710 个、88.79 万
户，惠及居民近250万；累计实施农村牧区
危房改造 118万余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等
六类人员住上安全房、放心房。

一串串数据联结起民生福祉，勾勒出
一幅百姓宜居的幸福画卷。

老旧小区改造
给城市贴上新文明标签

“我们小区改造前环境脏乱差，改造后
垃圾分类点、健身器材、养老照料中心等设
施一应俱全，居民的幸福指数大大提升。”
近日，包头友谊十九小区居民刘大爷逢人
就夸。

友谊十九小区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是
自治区单体面积最大、居民最多的住宅社
区。如何将老旧小区改出新花样？昆都仑区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改造重点锁定为——解
决失管失序、景观环境差、机动车停放混乱、
养老设施不足、锻炼设施缺少等突出问题，
实施基础类、完善类、提升类三种不同类型
改造内容对小区提档升级。

如今，友谊生态广场“缕缕铁花”“双翼
神马”“日晷”三处主题雕塑，让社区艺术属
性氛围拉满。智慧社区管控系统让停车
难、停车乱问题成为历史。借助颐养中心
的健康服务，老年人享有了“走读式”的日
间照料。

老旧小区改造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大
抓手，更是一项惠及民生的大好事、大实事。

今年，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按照“先民
生后提升、先地下后地上、先功能后景观”和

“基础类应改尽改、完善类能改多改、提升类
积极推进”的原则，推进老旧小区改造。

“我们计划用3年时间对全旗2010年
以前建成的 115个、338万平方米的老旧
小区进行改造，内容包括飞线治理、建筑节
能、小区庭院给排水、景观提升等，为百姓
创造更健康、更安全、更宜居的高品质生活

空间，增强居民获得感和幸福感。”准格尔
旗委常委、副旗长武旭东说。

民生无小事。内蒙古扎实推进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先后出台《内蒙古自治区全面
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实施方案》《关
于优化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审批的指导
意见》等政策文件，在积极争取中央补助资
金基础上，从 2021年起每年安排 5.3亿元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补助资金。自治区还组
织发行专项债券，各盟市安排专项资金用
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截至目前，内蒙古累计实施47个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完善提升类示范项目，其中
7 个改造项目列入住建部联系点清单项
目，在全国推广。示范项目统筹考虑社区
活动、养老托幼、文化卫生等各类便民服
务、公共服务内容，进一步补齐社区服务设
施短板，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打造“完整
居住社区”范本，构建居民15分钟生活圈。

公共租赁住房
为困难群众“安家”

公共租赁住房是国家为解决城镇中低
收入住房困难群众的安居问题而设立的一
项住房保障政策，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
程。内蒙古通过新建保租房、存量住房改
造、盘活社会零散住房等途径增加公共租
赁住房供给。

今年，乌海市低碳产业园配套建设保
租房1591套，满足园区各类从业人员住房
需求；乌海市二中、四中闲置的138间学生
宿舍、住房被改造为人才公寓，新建乌海市
二中滨河分校教师宿舍89间，解决新进教
师住房问题；筹建海勃湾区宜化广场56套
公寓，向社会无房的新市民、青年人出租
33套。

在包头市稀土高新区稀土产业园，总
投资 1.2亿元的高新人才保障性租赁住房
项目占地1.6万多平方米，为高层次、紧缺
急需人才提供178套保障性住房。

“政府提供的保障性租赁住房，解决了
我们的后顾之忧。”金力永磁包头科技公司
生产管理办模具科负责人王训仁高兴地说。

今年，包头市筹集建设保障性租赁住
房 2376套，让来包头创业就业的新市民、
青年人实现了安居梦。

“在做好城镇低保、低收入住房困难家
庭兜底保障基础上，我们加大对城镇中等
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
城镇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的保障力度，
积极推动公租房向环卫工人、公交司机等
公共服务行业和基层一线职工等重点群体
倾斜。”自治区住建厅有关负责人介绍。

在具体保障中，内蒙古坚持实物保障
和租赁补贴并举，对低保、低收入住房困难
家庭和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以实物配租为
主、租赁补贴为辅；对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
难家庭，以租赁补贴为主、实物配租为辅；
对新就业无房职工、城镇稳定就业外来务
工人员的保障范围、补贴标准等因地制宜
确定。同时，采取“公开摇号、公开选房”方
式进行分配，确保公租房分配公平公正公
开，并加强公租房后期管理和动态监管。

“2023年，内蒙古加快发展保障性租
赁住房、规范发展公租房、鼓励发展共有产
权房，支持盟市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重点
解决符合条件的新市民、青年人住房困难
问题。持续做好公租房保障，基本实现城
镇低保、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应保尽保。”
自治区住建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鹤说，今
年，全区计划筹集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
11236 套（间），计划发放租赁补贴 26373

户。截至 9月底，全区保障性租赁住房新
开工10638套，开工率94.7%；发放租赁补
贴24660户，完成率93.5%。

棚户区改造
为百姓幸福指数加码

走进阿尔山市林海街鸿旭小区，笔直
的兴安落叶松环抱着幢幢亮丽的回迁楼，
林业退休职工郭永财夫妇已经在这里生活
了近9年。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家，关心我们
生活的方方面面，说要让大家早日住上新
房，真真切切把我们老百姓放在心上。”回
忆起2014年 1月 2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家
里“做客”的场景，郭永财老两口仍难掩激
动，“现在我们告别了‘板夹泥’房，住进了
新楼房，冬天屋里既暖和又干净，上厕所和
洗澡再也不用受冻，可享福了。”

2014 年以来，阿尔山市累计投入 42
亿元，改造棚户区房屋 1.04 万户，从盘活
存量、阳光拆违、产业扶持等方面创新棚户
区改造模式，棚户区居民全部“出棚进楼”。

棚户区改造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
发展，寄托着棚户区居民的梦想，也体现着
政府以人为本的民生理念，为居民的幸福
指数加码。

“封顶了！封顶了！”6月18日，随着最
后一块顶板混凝土的浇筑，玉祥·润泽园项
目7号楼封顶。该小区属于呼和浩特市玉
泉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回迁房建设工程，也
是呼和浩特市政府 2023年城市建设的重
大民生工程。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围绕打造“五宜城
市”目标，对全市基础设施落后、配套服务
设施不健全、居住环境较差的棚户区（含城
中村）列入棚户区改造计划。2021 年至
2022年，已累计改造17个棚户区，完成改
造5140户。今年，呼和浩特市将完成309
个老旧小区改造，实施毫沁营、西古楼、保
全庄、双树等7个棚户区改造。

据了解，内蒙古在棚户区改造中，充分
考虑棚改居民就业、就医、出行等需要，统
筹做好安置住房小区的城市道路以及公共
交通、供水、供热、污水与垃圾处理等市政
基础设施建设。此外，我区通过一般公共
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等多渠道筹集棚户区改造资金，确保棚户
区改造项目资金需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约 320万棚
改居民“出棚进楼”。2023年，全区城镇棚
户区改造计划开工15631套，截至9月底，
已开工14217套，开工率91%。

住房梦，承载着百姓对家的向往，织就
最温暖的中国梦。下一步，我区将以推动
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
住房制度为目标，进一步建立健全住房保
障体制机制，帮助更多百姓圆安居梦。

◎新视界

◎众观

◎潮音

⑥

住有所居住有所居 建设温馨家园建设温馨家园
□本报记者 梅刚

“没想到劳动仲裁帮我解决了矛盾，还为我提供了就业岗
位，真是太贴心了。你们有啥困难就找人社部门哇……”在内
蒙古宏泰大地饲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张宇挂在嘴边的这
句话，让工友们底气十足。

张宇曾是内蒙古一家塑业公司职工。前不久，因工伤保险
待遇问题得不到解决，到劳动仲裁接待窗口求助，工作人员细
致为其解答后，指导他提起了仲裁申请，并及时启动速裁程
序。两天时间里，仲裁员联系用人单位，送达文书的同时详细
明示法律责任，经过反复调解，仲裁员不仅帮助他拿到了工伤
保险待遇，还启用了就业帮扶联动机制。经过推荐和面试，张
宇顺利入职成为该公司设备维修工。

今年以来，乌兰察布市人社局探索建立“劳动维权＋就业
帮扶”新机制，坚持“维权+就业”的双向服务理念，在市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院设置就业指导室，由仲裁院、就业服务中心两部
门业务人员组成的工作专班开展联动服务，在处理劳动争议案
件的同时，将有就业服务需求的劳动者及时推送至用人单位，
为其提供就业指导，做到“一站式”受理、“一条龙”服务。

“仲裁院以‘调解+仲裁审查确认+裁决’相结合的方式，大
大减少劳动者‘反复问、多头跑’的困局，维权效率显著提升。”
乌兰察布市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云雪艳表示，今年市直劳动
仲裁部门共处理案件 439 件，调解成功率 80.18%，结案率
100%，帮助30多名失业劳动者实现再就业。

据了解，为常态化推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乌兰察布
市人社局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劳动保障政策法规
宣传，把权益维护、工伤预防等知识送到劳动者身边，推动劳动
关系矛盾纠纷源头化解，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营造更优营商环
境。同时，出台《乌兰察布市和谐劳动关系单位（园区）标准及
认定程序》《乌兰察布市和谐劳动关系单位（园区）管理办法》等
政策文件，全力打造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和谐劳动关系新格
局。此外，积极发挥劳动关系协调员和金牌劳动人事争议调解
组织作用，开展劳动合同管理、劳资沟通、协调劳动争议等工
作，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今年157人获得劳动关
系协调员（四级或以上）证书，金牌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达
31家，有效维护了企业员工权益。

仲裁维权牵手就业服务
确保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文\图 本报记者 李新军

操场上，雪上足球赛正酣；体育馆内，冰壶竞技
争霸忙；溜冰场里，冰嘎抽得哒哒响；操场边，冰爬
犁拉得溜溜跑……

为营造人人参与、喜迎“十四冬”的良好氛围，
连日来，呼伦贝尔市中小学、幼儿园通过举办丰富
多彩的“冰雪”主题体育活动，点燃冰雪激情，增强
青少年身体素质，助力冰雪运动普及和推广。

在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铁路第二小学开展的“助
力十四冬 绿色草原 银色冬运 金色梦想”主题冰雪
节系列活动中，学生们享受着一场场欢乐的冰雪趣味
运动体验，深刻感受体育的精彩和冰雪运动的魅力。

扎兰屯市实验小学助力“十四冬”足球赛不仅
让学生们过了把冬季运动的“瘾”，还让体育精神扎
根在每个人心中。

卧牛河镇中心幼儿园的孩子们在拉雪橇和冰
壶趣味游戏中学习知识、体验冰雪乐趣。

□本报记者 梅刚

“一次麻痹大意、一次负载生产，就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
安全事故。看完这些生动的案例，你们会对安全生产有更深入
的理解。”课堂上，专家边举例边阐述工伤预防的重要性。

连日来，在呼和浩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开展的建筑
行业工伤预防综合专题培训班上，专家为职工送去一场场工伤
预防“及时雨”，从源头减少事故的发生。

培训中，工伤预防专家以重点行业工伤数据情况为切入
点，着重讲解建筑行业常见工伤的预防知识，并结合真实案例，
鼓励学员主动参与，分析事故发生的原因，传授事故发生的应
急处理措施。此外，专家还将《安全生产法》《工伤保险条例》等
工伤预防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搬上”课堂，通过“案例分析+
知识详解”的方式，让学员能学得会，听得懂。

“每次培训开展前，我们都会对重点企业进行专项调研，将
企业实际存在的工伤事故隐患、过往发生的工伤事故案例以及
系统性风险融入培训内容中，做到‘一企一课’‘一企一策’，确
保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工伤预防专家说。

今年以来，呼和浩特市人社局持续深化工伤预防各项工
作，通过精准式、系统化的专项培训，将各类工伤预防知识送到
广大职工手上，保障劳动者身心健康，护航企业持续发展。

“下一步，我们要对各重点企业开展常态化工伤预防培训
和应急演练实操工作，实现从‘要我预防’到‘我要预防’再到

‘我会预防’的转变。”呼和浩特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说。

精准式工伤预防培训
绷紧企业职工“安全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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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我为““十四冬十四冬””比赛助力加油比赛助力加油。。

旱地冰壶比赛旱地冰壶比赛。。

经过老旧小区改造后的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滨江花园小区环境更加优美经过老旧小区改造后的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滨江花园小区环境更加优美。。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磊王磊 摄摄

老旧小区改造，造福群众。 本报记者 怀特乌勒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