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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短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内蒙古把主题教育的实际成效体现
到完成好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
的“五大任务”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
治区两件大事上，重点解决一批发展
所需、改革所急、基层所盼、民心所向
的问题，补齐民生短板，增进民生福
祉。

近日，记者在省道311线武川至
杨树坝段一级公路建设现场看到，这
段“断头路”即将打通，建设所用材料
为电石灰改良的路基土和矿企尾矿
料。项目通车后，将进一步改善公路
沿线乡村群众的出行条件。据了解，
内蒙古今年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中利用固废约800万吨，不仅可节
约工程建设和固废处置成本，还可减
轻工业固废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通过分析信访形势、研究规律特
点，内蒙古推行信访代办制，把源头
治理作为化解信访矛盾的治本之
策。自治区信访局联合自治区党委
组织部、政法委、民政厅等单位组成
联合调研组，深入部分人口多、面积
大、信访任务较重的乡镇街道、村社
区开展解剖式调研。在此基础上，选
择兴安盟作为信访代办制试点先行
先试。兴安盟已受理信访代办事项
801件，推动办结710件。信访代办
制推行以来，全区34769名三级信访
代办员代办信访事项4530件，已推
动办结3232件，一大批矛盾纠纷和
信访隐患在信访代办过程中被提前
排查发现并及时化解。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内蒙古以
“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推动城乡
养老服务均衡发展”为目标，组织实

施农村养老服务提标扩面工程。截
至目前，全区累计建成乡镇养老服务
中心34个，乡镇养老服务设施覆盖
率由2022年底的17%提高到当前的
20.2%。

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一体推进
乡村养老服务现代化工作，养老服务
中心新建了集宿舍、餐厅、理发室、活
动室、卫生室为一体的综合服务楼，
提供助餐、助娱、助浴、助医综合养老
服务。“以前的幸福院进门就是炕，门
前都是土。现在不仅通了暖气、修了
油路，还安装了洗澡的热水器，厕所
铺了防滑垫，前阵子还给我们安装了
扶手和紧急呼叫按钮。我打心底里
感受到了政府对我们老人的关心。”
生活在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平地泉
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的张德礼老人
说。 《经济日报》记者 陈力

地处黄河“几字弯”的内蒙古河
套地区找准电商需求与集体经济结
合点，瞄准市场发展方向，开展“电商
助力”行动，打造电商产业示范基地，
助力农产品线上销售，带动广大农户
增收。

秋收时节，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
河区干召庙镇民主村村民李怀林家
的采摘园里郁郁葱葱，红彤彤的西梅
挂满枝头，散发着香气。助农主播正
在果园里现场直播带货，李怀林和家
人根据电商订单地址陆续打包发货，
丰收的喜悦写在他们脸上。李怀林
说：“我们搭上了电商‘直通车’，西梅
不仅卖得快，还能赶上好行情，大家
都有好收成。”

民主村党支部书记张三明告诉
记者，过去由于村里缺乏便捷的销售
渠道，农户的瓜果滞销风险较大，只
能低价贩卖给商贩，如果卖得慢，还
可能烂在地里。张三明说：“在政府
的支持下，我们村大力发展特色种植
业、采摘业，并通过电商带货等方式
促进农民增收。现在，农户的瓜果通
过电商平台销售，装箱速度都快跟不
上销售速度了！”

在临河区城关镇友谊村，青春湖
旅游区成为一处“网红打卡点”，当地
助农主播通过抖音、快手等平台直播
乡村生活和文化娱乐活动，吸引很多
游客前来旅游消费。友谊村党支部书
记李永奇说：“通过网络直播，游客足
不出户就能知道传统村落和田园风光
的地理位置，以及现在采摘园里适合
采摘的品种，可以提前网上预约农家
饭、体验农耕文化，既方便周边居民休
闲旅游，又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

临河区是河套地区重要的农畜
产品生产加工基地，由于日照充足、

土壤肥沃，农产品具有品质好、营养
价值高等优点。今年，临河区采取

“党建+电商+农户”的发展方式，对
特色优势产业进行电商化改造，培育

“小而美”“小而精”“小而优”的电商
品牌，拓宽农副产品线上营销渠道，
促进增产增收。临河区商务局局长
陈冠廷说：“我们改造提升农村电商
服务网点，建成区、乡镇、村三级电商
快递物流网络，助推特色农副产品销
往全国各地，帮助群众增收致富，促
进乡村振兴。”

葵花籽、苹果梨、南瓜、番茄、玉
米……在临河区电子商务产业园，经
过分拣打包、物流配送等一系列流程
后，当地特色农产品搭上“互联网+”
的快车，被销往全国各地。陈冠廷
说：“‘直播+电商’是我们推进农村产
业融合发展的一个新方向。我们大

力发展电商产业，让田间地头成为农
副产品销售的‘第一车间’。”

巴彦淖尔市商务局副局长郝文
彪说，临河区电商发展是内蒙古河套
地区电商助农的一个缩影。针对好
产品卖不上好价钱等问题，巴彦淖尔
市支持各旗县区在特色产业发展集
聚区域打造集体经济产品电商直播
间或示范基地，开展“走百村促振兴”
公益直播行动、“第一书记直播带货”

“乡村网红直播”等活动，拓宽优质绿
色农畜产品销售渠道，促进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推动一二三产深度融合。

目前巴彦淖尔市已建成6个电
商产业园、652个农村牧区电商服务
网点，基本形成“快递到乡镇、配送到
村庄、服务到村口”的物流配送网络，
有效解决农产品从农田到市场的“最
后一公里”问题。

五原县：
推动语言文字工作
向更高层次迈进

“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我是中国娃
爱说普通话’，每位同学都要上台发言，
可以朗读自己写的作文，可以为大家讲
一个故事，也可以推荐一本好书……”
10月30日，巴彦淖尔市五原县第六小
学四年级7班班主任乌仁正在主持主题
班会，“首先请萨和齐同学上台发言。”听
到老师点名，萨和齐挺胸抬头走向讲台，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篇作文，作文的题目
叫《一件难忘的事》。”他声音洪亮、字正
腔圆，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课堂氛围十
分活跃。

除了这样的主题班会，五原县各学
校还经常举办经典诵读、好书推荐、规范
汉字硬笔书法等形式多样的推普活动。
同学们还精心制作推普手抄报，一幅幅
美观大方的作品，传递出孩子们讲好普
通话写好规范字的决心。各学校还通过
电子屏幕滚动播出宣传标语，在校园的
宣传栏张贴海报，大力营造“讲普通话、
写规范字、做文明人”的浓厚氛围。

“我们要求孩子们回家后动员家人
一起讲普通话，争取让家庭、学校、社会
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贡献力量。”第
六小学教导主任樊琴说。

据悉，五原县委、政府将推广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工作纳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
总体规划和精神文明建设范畴，与中心
工作同计划、同安排、同落实、同考核；该
县出台《五原县语言文字工作五年规划
（2021-2025）》，成立县语言文字工作
委员会，统筹负责全县语言文字工作，各
成员单位相应成立组织机构，明确责任
分工，安排专人负责，构建起党委领导、
政府主导、语委统筹、部门支持、社会参
与的语言文字工作格局；县语委每年年
初制定全县语言文字工作要点，年中进
行督导检查，并将语言文字工作纳入全
县各部门、各乡镇年度实绩考核和乡镇
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重要内容；结合

“推普宣传周”等主题活动，多渠道、多角
度宣传普及普通话和规范字，每年在党
政机关、服务窗口、学校和新闻媒体等单
位组织开展“经典诗文诵读”比赛，利用
重大节日积极组织开展普通话演讲比
赛、知识竞赛等活动；将学校、幼儿园作
为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阵地，积极组织
开展各类创建活动，所有学校及幼儿园
均完成自治区达标校、达标园创建工作；
坚持把普通话培训作为提高普通话水平
的重要载体和有效抓手，陆续开展“童语
同音”计划师资培训、农村牧区幼儿园骨
干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培
训、中华经典诵读网络专项培训、青壮年
劳动力和基层干部普通话示范培训等；
坚持依法行政，健全行业和社会用字管
理机制。

“今后，我县将进一步拓展语言文字
工作领域，通过行政推动、宣传引导、教
育培训等手段，促进语言文字工作不断
向广大农村牧区延伸；进一步完善‘政府
负责、语委统筹、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
语言文字管理模式，推动建立‘上下联
动、三级管理、条块结合、齐抓共管’的语
言文字工作新格局；进一步加大宣传工
作力度，重点抓好普通话培训、社会面用
字管理和公文材料规范化建设3项工
作，推动全县语言文字工作水平不断向
更高层次迈进。”五原县委常委、副县长
李东表示。 《内蒙古日报》记者 薛来

◆10月28日，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村民在网络直播销售当地生产的酱
菜。 新华社记者 李云平摄

内蒙古聚焦民生办实事

内蒙古河套地区：

搭载电商“直通车”跑出致富加速度
新华社记者 李云平

按照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交管支
队统一部署安排，包府大队与荣乌高
速公路大队开展异地用警交叉执法行
动，结合辖区秋冬季道路交通出行的

特点，加大力度开展“百日攻坚”集中
统一行动。重拳出击整治酒驾、醉驾、
涉牌涉证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切实
保障道路通行秩序安全，大队领导分

段包干、靠前指挥，把警力最大限度放
在路面；对辖区主要路口、矿区路段、
乡镇路段等地，采取流动执勤与定点
执勤模式相结合。 戈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