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刘宏宏章章 海金花海金花

站在绿树掩映、繁花似锦的阿拉善盟巴彦浩特镇营盘山上放眼远望，初秋的巴彦浩特城区美景尽收眼底：熠熠生辉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宽阔整洁的街道纵横交错，碧水如镜的巴音生态湖游人
如织，巍峨的定远古城古朴典雅，一个个功能齐全的住宅小区风格迥异，一片片新建成的生态游园和街心花园绿荫葱郁……勾勒出一幅生态良好、景色秀美，百姓安居乐业、幸福祥和的美丽画卷。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民生连着民心，民生凝聚人心。今年，阿拉善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在高质量发展中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聚焦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制定民生清单，紧紧围
绕交通、就业、医疗、养老、社保及公共文化等领域，办实事、破难题、补短板，随着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开花，一个个热切的民生期盼得到回应，阿拉善盟以实际行动交上一份温暖的民生答卷，让大漠
驼乡居民感受到民生改善的炽热温度，民生保障水平稳步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描绘出一幅百姓安居乐业、幸福祥和的民生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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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密织牢社保网托起群众幸福梦 优质医疗沉下去健康服务提上来

（本版图片均由阿拉善盟委宣传部提供）

擘画民生福祉新图景 绘就百姓幸福新画卷

暑假中，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九龙园
里欢声笑语，孩子们在儿童乐园嬉戏玩耍，
家长们在一旁休息娱乐，十分热闹。据了
解，提升改造后的巴彦浩特镇九龙园成为集
运动、休闲、亲子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优质
公共空间，儿童乐园深受孩子们的喜爱，也
给家长们提供了舒适宜人的休闲环境。“以
前这里只有景观池，没有娱乐设施，改造后
成了我们遛娃的好去处。”居民口小芸说。

“今年，我们将九龙园整体打造成了一
个无动力乐园区，有多项游乐设施，可进行
亲子活动，设置了休息区和烧烤区，可以自
助烧烤，园区免费提供桌椅和烤具。同时设
置了沙池区供小孩玩耍，大人可以在这里看
电影、K歌；公共区还设有旋转木马、网红桥、
网红秋千等娱乐设施，并提供自行车、小卡
丁车，可以骑行畅游九龙园。”九龙儿童游乐
园负责人张海燕说。

宜居生活环境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
重要组成部分，打造整洁、优美、舒适、绿色
的人居环境，是惠及千家万户的重要民生工
程。游园绿地提升改造、老旧小区焕然一新
……今年，阿拉善以盟府巴彦浩特镇为代表
的中心城镇人居环境持续优化，让广大居民
真切感受到“民生城建”的力度与温度。

绿色是宜居城镇最鲜明的底色。为了
让“开窗见绿、推门见景”的“绿色福利”惠及
更多居民，今年，阿拉善左旗城市园林绿化
服务中心重点实施6大主题公园和1个游园
升级改造，2个“口袋公园”建设和 5个重点
交通出入口绿化景观建设，进一步拓展绿色
公共空间，推进城镇绿地全民共享。通过一

系列提升改造，城区公园绿地服务功能得到
进一步提升，呈现出一幅“城在绿中、人在景
中”的和美景象。

游园绿地日新月异，老旧小区也旧貌换
新颜。任兴茂是巴彦浩特镇温馨花园小区
老住户，从小区建成起就一直住在这里。“我
在这里住了 21年，随着时间推移，小区各项
设施老化严重，给住户们带来诸多不便。这
几年，小区实施了几项改造工程，变化特别
大。现在，小区广场地面平整了，健身器材
更新了，绿化越来越好，为居民日常休息提
供了很多便利，这是政府给群众办的大好
事。”任兴茂高兴地说。

据了解，今年，巴彦浩特科技小区、银苑新
村、文华尚景二期、文华尚景（烟草）小区、国税
小区等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均已开工建设，目前
已完成给排水和热力及强弱电管道敷设、硬化
混凝土浇筑、绿化提升等工程。经过改造，老
旧小区地下管网等基础设施提质，地上道路、
小广场等公共空间升级，真正实现了“里子”更
安全、“面子”更亮丽。如今，随着国家卫生城
市创建工作深入开展，阿拉善打造宜居、宜业、
宜游新型城镇的步子正越迈越稳。

交通兴则百业兴，交通畅则百业旺。今
年，阿拉善盟加快推进立体交通网络布局和
建设，打通“主动脉”，畅通“毛细血管”，在改
善居民出行条件的同时，也为推动全盟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交通支撑。

连日来，在包银高铁银巴支线内蒙古段项
目各施工现场，建设者们全力以赴抢工期、抓
进度，持续高效保质推进项目建设“加速跑”。
包银高铁银巴支线全长115公里，其中内蒙古

段全长74.36公里，于2022年开工建设，预计
2026年通车。项目建成后，阿拉善盟将接入国
家“八纵八横”铁路网络，对改善外部通行条
件，促进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意义重大。

近期，国内最长支支航线——阿拉善盟
首条“支支通”航线成功开航，为阿拉善立体
交通网建设再绘亮丽“空中廊道”。据了解，
这条由华夏航空执飞的阿拉善左旗经停包
头至呼伦贝尔往返航线，将阿拉善左旗通往
包头的行程缩短至 1小时，将阿拉善左旗通
往呼伦贝尔海拉尔的行程缩短至 4小时，真
正实现了让进出阿拉善的居民及游客少绕
路、少费时、少花钱。

年初以来，阿拉善盟进一步聚焦群众关
心关注的出行堵点、痛点问题，加快补齐城乡
交通短板，持续建设好、运营好农村公路，不断
以“毛细血管”串联起生态建设、产业发展，着
力打造群众家门口的致富路、幸福路、连心路、
振兴路。截至目前，全盟农村牧区公路总里程
达6588公里，31个苏木镇全部通三级及以上
公路，200个建制村通上了硬化路，“结构合理、
覆盖城乡”的农村牧区路网基本形成。

与此同时，为保障广大群众特别是偏远
地区农牧民安全、便捷出行，该盟扎实推动
城乡客运一体化发展，中心城区至各乡镇的
客运通达率达 100%。从穿山越壑，到穿云
破雾；从重大工程加快推进，到立体网络持
续完善……如今，阿拉善盟各族群众欣喜地
看到，该盟正以更通达、更快捷、更舒适的交
通网建设兑现民生承诺，在为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的同时，也让阿拉善

“走出去”“引进来”的步子迈得越来越快。

为切实保障全体居民劳有所得、老有所
养、病有所医、困有所助，阿拉善盟持续推动社
保服务体系从“广覆盖”到“全覆盖”迈进，以提
质升级的实际成效，不断提高广大参保群众幸
福指数。

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乌兰哈达嘎查居
民牛凤兰已年过花甲，虽然岁数大了，不能从
事劳动生产，但每月20日及时到账的养老金
给了她一份保障，让她感觉很安心。“每月能领
800多块钱，零用足够了，人老了就得有个保
障。”牛凤兰笑着说。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作为社会兜底性养老
保险政策，充分发挥着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
的重要作用。近日，阿拉善盟社保中心完成今
年养老待遇调整工作，全盟共 36821 人受
益。据该盟社保中心工作人员吴晓睿介绍，今
年继续采用“定额调整、挂钩调整与适当倾斜
相结合”的调整办法。其中，定额调整指退休
人员统一增加相同额度的养老金，体现社会公
平；挂钩调整指增加的养老金与个人缴费年
限、养老金水平双挂钩，体现基本养老保险多
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激励机制，在职时多缴费、
长缴费的人员调整养老金时增加相对较多；适
当倾斜调整则体现重点关怀，主要是对高龄退
休人员的照顾。

在进一步上调参保居民养老保障待遇的
同时，今年，阿拉善盟还为1788名低保、特困
居民代缴养老保险，有效减轻了他们的经济负
担，实现了困难群体基本养老保险全覆盖，使
改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居民。

年初以来，阿拉善盟聚焦社保领域重点
难点问题，全盟各级社保经办机构持续强化社
会保险政策宣传，持续提升政策知晓率，推动

各项惠民政策真正覆盖到位、落在实处。在今
年的“社保服务进万家”行动中，盟社保中心走
进额济纳旗，开展“社保服务进万家，工伤预防
及参保扩面”培训，普及工伤保险知识，提升职
工工伤预防和应急处理能力。同时，全盟各级
社保经办机构加快推动社会保险经办服务转
型升级，大力推行一网通办、掌上办及综合会
员制等经办模式，引导各参保单位和群众积极
主动注册网上大厅，企业养老保险核定经办全
部实现网上办，让参保人员足不出户就能办理
社保业务。

“社保部门将持续围绕群众关心的社保
服务需求，拓展更多服务事项，不断推动社保
服务延伸扩面，实现线上线下齐发力，把服务
群众的工作做实、做细、做好，进一步增强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阿拉善盟社
保中心主任冯雪梅说。

这几日，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环城南路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开始逐一上门
为签约对象服务。今年71岁的杨子贵老人患
高血压多年，两年前又确诊糖尿病，是家庭医
生的“重点”服务对象。社区家庭医生每年都
会上门与他签约服务项目，平日里经常打电话
询问他的身体状况或上门提供诊疗服务。对
此，杨子贵老人赞不绝口：“医生检查全面、服
务细心，工作做得很好！”

让优质医疗资源沉下去，提升基层医疗
服务能力，是构建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广大基层群众就医获得
感和满意度的重要举措。年初以来，随着阿拉
善盟紧密型医共体、医联体建设加快推进，以
三级医疗机构为龙头，苏木镇卫生院、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为枢纽，嘎查村卫生室为基础的全

盟三级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群众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

近日，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一名患者来
到该盟中心医院就诊，经检查确诊为结肠癌。
考虑到患者身体各项功能良好，阿拉善盟中心
医院综合外科团队组织多学科会诊讨论后，决
定为患者实施“腹腔镜下右半结肠癌根治术”。
手术由综合外科医生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朝阳医院专家共同实施，患者术后恢复良好，各
项指标平稳。该项手术的成功开展，标志着该
盟中心医院外科微创技术迈上新台阶。

2023年以来，阿拉善盟中心医院依托平
台型医院建设目标和院内“一带医路”专科发
展机制，加强内引外联，积极与自治区和宁夏、
北京、广东、福建等多地医院达成“院院合作”
机制，通过引入优质医疗资源，推动全盟医疗
服务水平持续提升。该盟中心医院党委副书
记、院长朱有存介绍，目前该院已聘请30多名
专家，建立多个工作站，在心脑血管疾病、普外
科常见疾病、消化和呼吸道疾病、肾内科专病
等学科方面重点发力，专科能力建设取得较好
成绩。

据了解，今年，该盟中心医院规划建设5
个重点专科，并从人才、资金、设备、绩效等方
面予以倾斜。同时积极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组建成立城市医疗集团，通过促进优质医疗资
源下沉和分级诊疗建设，着力提升基层医疗服
务能力。

医改一小步，民生一大步。如今，基层做
好后期康复及慢病管理、上级医院负责急危重
症和疑难病例救治的阿拉善全盟分级诊疗卫
生健康服务体系已初步形成，大大提高了群众
看病就医的便捷性和救治效率。

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就业稳则
民心定、国家安。今年，阿拉善盟继续把推
动高质量充分就业摆在突出位置，坚持就
业优先导向，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夯实就业
服务基础，持续推动就业服务标准化、信息
化建设提质增效。1至6月，全盟就业形势
保持总体稳定，城镇新增就业 1344人，农
牧民转移就业2903人。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职业培训是
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缓解结构性就
业矛盾、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举
措。今年，阿拉善盟各级就业服务部门结
合产业发展需要和求职者、创业者意愿，科
学合理设置培训项目，目前已开展母婴护
理、电子商务师、办公软件应用等技能培训
班17期、创业培训班6期。

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居民杨秀琴自
2009年辞职后一直待业在家，日常靠打零工
维持生活，收入极不稳定，属于就业困难人
员。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就业服务中心通
过主动发现、主动联系、主动服务的“政策找
人”方式，先后为她提供技能培训、就业指导、
就业见习等服务，并给予其特困援助等帮扶，
让就业服务保障政策精准惠及重点群体。如
今，杨秀琴已被纳入公益性岗位，成为一名环
卫工人。她说，通过参与技能培训和就业指
导，学到了新技能，解决了自己的就业问题。
公益性岗位为聘用人员缴纳医疗和养老保
险，让她今后的生活更有保障。

保障好重点群体就业，兜牢民生保障
底线。针对重点群体就业难的问题，该盟
进一步规范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有效发
挥公益性岗位在帮扶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和
稳定就业形势等方面的作用。上半年，该
盟公益性岗位新增54个，发放岗位补贴和
社保补贴440.9万元。

“今年，我们对就业政策内容进行全面
梳理，建立政策送达清单，向各类市场主体
和群众宣传相关政策。积极推进实施 10
项稳就业、促就业重点专项行动，突出‘免
申即享’‘直补快办’经办服务模式，加快释
放助企纾困政策红利。”阿拉善盟就业服务
中心副主任李丽华说。

稳就业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根本举措。
今年，阿拉善全盟各级就业部门持续做好重
点群体就业工作，主动对接创新产业、各领域
重大项目、急需紧缺用工行业企业，通过组织
开展“春风行动”“就业援助月”“大中城市联合
招聘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民营企业服务
月”等各类线上线下招聘活动，促进供需高效
对接。同时，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系列
活动，多举措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确保
企业用工需求。大力推动创业带动就业，落
实国家、自治区各项稳岗稳就业扶持政策，确
保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上半年，全盟共
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553.65万元，完成自治区
下达任务的72.9%；共为企业兑现各类补贴和
减免、降低缓缴失业金等7160.5万元。

文化惠民工程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重大工
程。今年，阿拉善盟文化惠民活动亮点纷
呈。从喜庆热闹的元旦、春节文化活动，到

“舞动北疆”的全盟广场健身舞大赛，再到
各具特色的旗区消夏晚会，全盟各地牢牢
把握创新发展主线，大力实施“文化惠民”
工程，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

更好满足，获得感和幸福感持续增强。
日前，“定远夜·营城里”古城消夏文旅

系列活动点燃了阿拉善人的夏日激情。阿
拉善王府烤全羊技艺展示及品鉴、美食节、
音乐派对、古装快闪表演等系列活动，让广
大居民和游客在“吃、喝、玩、乐、游、购、娱”
间畅享缤纷夏日。

“定远夜·营城里”古城消夏文旅系列
活动，只是今年该盟推出的众多特色文旅
活动的一个缩影。从年初“热辣滚烫”的加
长版春节假期开始，无论是古城花灯、演艺
活动、全息投影，还是元宵节的古城新春庙
会、千架无人机表演和璀璨焰火秀，一系列
亮点突出、组织有序的系列“文化惠民”活
动，宛如一道道温暖人心的“文化大餐”，丰
富了居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近日，在阿拉善盟文化馆一楼教室内，
文艺辅导员宝鲁尔正在给学员们排练曲目
《欢乐的陶布秀尔》，为参加全盟消夏晚会
做准备。盟文化馆的专业老师通过多种形
式，手把手、面对面地为文艺爱好者们精心
讲解，不仅让大家掌握了专业知识，还为做
好基层群众文化“传帮带”工作打好基础，
推动精品文艺真正走进群众、惠及群众。

据阿拉善盟文化馆党支部书记、副馆
长丽娜介绍，上半年，全盟各级文化馆以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为主题组
织开展文艺展演、公益培训、文艺辅导等线
上线下群众文化活动 500余场次，服务群
众23万余人次。

在推动传统艺术逐渐走进百姓生活的
同时，该盟还积极发挥“文化惠民村村行小
分队”和广大文化志愿者在基层文化建设
中的“生力军”作用，打造面向不同群体的
惠民项目，将文艺演出源源不断送到基层
群众身边。阿拉善盟乌兰牧骑制定实施
《2024 年阿拉善盟乌兰牧骑文艺创作计
划》，推出《前行的路》《晒秋》《晨曦北疆》等
19部文化艺术作品，目前已完成 8部作品
创作。重点项目音乐剧《征途如歌》计划今
年 9月进行汇报演出。上半年，阿拉善盟
乌兰牧骑开展“百团千场”下基层文化惠民
演出活动百余场次，惠及观众 2 万余人
次。如今，无论在人口集中的城镇，还是在
偏远农牧区，丰富活跃的文化活动已成为
阿拉善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让广大居民和游客更好地感受阿拉
善历史文化遗存的魅力，更多地参与博物馆

“大课堂”，阿拉善博物馆精心策划开展“穿越
时空的‘陶’宝之旅”“岩·艺”岩画拓印体验等
活动，以“流动博物馆”的形式走进机关单位、
老年大学、中小学校、苏木嘎查，将博物馆馆
藏文物及阿拉善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多角度
展现在人们面前，让更多人从中感受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内涵。上半年，全盟各级博物馆
以馆藏文物资源活化利用为基础，开展丰富
多彩的社会教育活动136场次，累积接待观
众12万余人次。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如今在大
漠阿拉善，持续为民生“加码”、为幸福“加
速”、为生活“加温”,随着一张张民生清单
的破浪前行，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生根，使
民生保障网越织越密、越织越牢，不仅提升
了百姓的生活品质，也给群众带来了实实
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一幅幅清晰的民
生实景图温暖着百姓的心田。

多措并举稳就业筑牢民生之本
文化惠民点亮百姓幸福新生活

打造宜居环境提升居民幸福感 建立体交通网铺就腾飞康庄路

“文化惠民”工程为群众幸福生活加码。 家庭医生上门服务。 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如火如荼推进。 阿拉善盟巴彦浩特镇
宜居宜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