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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用心学，实事遂民意。包头稀土高新区以深学促实干，高标准立体化推动党史学
习教育走深走心走实，切实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厚植于心、付之于行。

近日，一场由稀土高新区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联合稀土路街道开展的“我为群众办实
事”暨“我帮你”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在友谊社区滨海名都小区举行。活动现场，
志愿服务人员通过设置咨询台、分发宣传资料、为老党员送去党史学习书籍和材料等形式
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宣传活动。

群众事，无小事。稀土高新区广大党员干部扎实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找
准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拿出动真碰硬
的勇气，树立敢抓敢管的担当，让惠及百姓的各项工作举措真正落实到位。

2022 年，稀土高新区政务服务大厅相继推出“一网通办”“一窗受理”“一件事一次办”
“蒙速办·帮你办”“双休日、节假日随时办”等特色便民服务，优化 332 项服务流程，推出
512 项“互联网 + 政务服务”，实现政务服务事项“自助办、随时办”;聚焦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实行动态工作台账管理，将群众反映的“问题清单”变成“履职清单”，把“等群众上
门”变为“送服务上门”;实行“清单制 + 责任制 + 销账制”管理，办结一件、销号一件、向反
映群众反馈一件;巩固和深化“拿地即开工”改革成果，在 2021 年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到开
工 7 个工作日的基础上，实现提速到 3 个工作日办理，跑出高新“加速度”;推行“街长制”
新模式，织牢城市管理服务“一张网”，让群众看到真真切切的实际效果。

目前，稀土高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单位已设立 41 个志愿服务站点，开设 68 项为民服务
项目，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75 次、主题党日活动 157 次，970 名在职党员就近进入社区报
到，将“为民服务”的触角延伸至稀土高新区每一个角落。 贾婷婷

本报讯(记者 张鑫 通讯员 崔峰)为
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
境，积极引导促进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激
发、新增市场主体持续增长、市场主体
质量显著提升，全力服务市场主体高质
量发展，推动优化营商环境由清淤纾困
向提质增效转变，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
出台了《呼和浩特市推进市场主体提质
增效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推出了 23 项硬核措施，以
真招实招为市场主体提质升级添底气、
增动力。

以优化市场准入便利投资兴业。
《方案》包括严格执行全国统一的市场
准入负面清单，做到“非禁即入”;全面
放宽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条件，推行“一
址多照”，“一照多址”; 实施“容缺受
理”;提升企业开办便利度;拓展电子营

业执照应用场景;提升市场主体年报效
率;全面推行简易注销;加快推进“证照
分离”改革等多个举措。

以落实优惠政策助企纾困解难。
《方案》主要是优化整合中央、自治区、
市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政策，积极协调解
决小微企业租金、税费、社保、融资、用
工等方面突出问题，克服疫情影响;组
织开展“千企万坊”帮扶行动，预计帮扶
3 家食品生产企业、25 家食品小作坊。

以优质服务助力市场主体发展。包
括服务三农市场主体发展;转化知识产
权助力企业发展;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
度;帮扶、支持个体工商户以专利权、商
标权质押融资; 强化商标业务服务，简
化商标业务流程，促进商标品牌培育保
护;大力推广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
务。

以公平竞争环境护航企业健康发
展。通过建立市场监管领域轻微违法违
规行为容错机制，提供宽松制度环境;
统筹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积极
指导规范经营行为。

好的政策举措是推动市场主体发
展的信心之源，23 条措施聚焦疫情防控
常态化下重点行业、中小微企业等市场
主体的“急难愁盼”，必将最大限度地减
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接下
来，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管局将充分发挥
牵头协调作用，共同发力推动市场主体
提质增效，把重点放在政策措施的执
行、兑现上，切实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
难，推动《方案》政策措施尽快落地落细
落实，确保市场主体真正受益，进一步
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市场主体发展信
心，推动首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7 月 28 日，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
民政厅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区城乡社
区累计发布社区工作者岗位 3073 个，
已经录用 2115 人，其中近两年毕业的
高校毕业生 1316 人。

据了解，今年，内蒙古自治区民政
厅强化“五个一批”工作举措，全力推进
高校毕业生到社区就业，助力高校毕业
生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一是加强社
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招录一批。指导各地
统筹社区空岗、新增岗用人需求，拟定
年度招聘计划，扎实有序实施。加大资
格认证、选拔任用、教育培训、考核管

理、保障激励等工作力度，积极推行“三
岗十八级”薪酬体系，提升社区工作者
的岗位吸引力。呼和浩特市连续三年实
施高校毕业生社区就业“千人计划”，提
高社区工作者队伍的综合素质。二是发
展城乡社区服务业吸纳一批。目前，全
区已建成社区养老服务站 586 个、社区
日间照料中心 388 个，预计吸纳 400 多
名高校毕业生就业。三是开发就业见习
岗位募集一批。指导社区配合开展“百
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按规定落
实见习补贴政策，通过见习培养，不断
提升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四是创新工

作联动机制带动一批。全区有 120 余家
社会组织举办各种形式招聘会、见面会
128 场次，推介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
1000 余个，签订就业协议 462 人。五是
加强高校毕业生教育引导储备一批。指
导城乡社区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志愿
服务、社会公益等活动;针对在社区就
业的高校毕业生，积极组织开展各类培
训，不断提升业务能力，增强服务群众
的本领。

目前，已经培训社区就业高校毕业
生 2000 余人次。

刘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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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 通讯员 李力)为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新兴市场主
体持续健康快速发展，近日，呼和浩特
市市场监管局制定出台了《呼和浩特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服务“三新经济”市场
主体发展 探索实施“沙盒监管”“触发式
监管”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以

“一库”“一期”“一线”为抓手，深化细化
包容审慎监管，为新产业、新业态、新商
业模式市场主体(以下简称“三新经济”)
营造法治公平、透明公正、竞争充分的
市场环境。

《方案》聚焦新兴产业发展中的问
题和风险，以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为
依托，综合运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加

强数据归集和动态分析，构建“三新经
济”市场主体名录库。按照鼓励创新、包
容审慎的监管理念，结合市场主体信
用分类状况，将正常经营、无违法失
信记录的“三新经济”市场主体纳入
名录库，实行动态调整。对沙盒中的“三
新经济”市场主体按照 3%-5%的抽查
比例，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
最大程度减少对“三新经济”市场主体
正常经营活动的干扰，为“三新经济”市
场主体在可控环境内发展预留足够空
间。

在严格落实触发式监管“包容期”
管理的同时，科学合理设置监管“红
线”，对“三新经济”市场主体经营中存

在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人身
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或者严重破坏生
态环境、扰乱社会管理秩序和市场经济
秩序、严重损害群众利益、消费者合法
权益或者其他严重违法行为的，立即移
出沙盒监管对象库，并启动监管执法程
序，坚决依法予以查处。构建规范高效
的风险管控体系，采用提醒、警示、约谈
等措施，消除问题隐患，及时化解风险，
推动由被动监管向主动监管转变。

下一步，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管局将
深入实施“沙盒监管”“触发式监管”新
模式，营造高效便捷的市场准入环境，
打造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建立包容有
度、审慎监管的治理格局。

本报讯(记者 阿斯茹)进入汛期以
来，城市排水管网排放是否顺畅，事关
群众生活及道路安全。

近日，呼和浩特市住建局属供排水
服务中心联合市审批局、市执法局对新
华广场施工现场，施工降水口位置进行
勘验并对雨水管网、雨水排口、雨水箱
涵等排水设施进行排查，确保城市雨污
水管网安全运行。

在 Y040 雨水排放口，工作人员对

雨天流出水质取样，并排查上游管网。
初步排查结果为：如遇短时强降雨，泥
沙、枯叶等杂物易随雨水流入管道;沿
线路段园林绿化水阶段性排入雨水箅
子，从而导致雨水排放口水体颜色浑浊。

在 对 呼 伦 路 雨 水 箱 涵 排 放 口
(Y006)沿线管线进行排查时，发现呼伦
南路双树北街棚户区改造工程正在进
行施工降水，排放口水质较为清澈。同
时，在 Y059 排口，发现有社会车辆偷排

乱倒情况，工作人员积极配合环保局执
法队进行现场勘察。下一步，呼和浩特
市住建局属供排水服务中心将督促涉
及施工降水的建设、施工单位全面进行
排查，对排查出的问题要求施工方及时
整改；对情节严重或者拒不整改的，将
上报市建筑工程质量综合行政执法支
队，依法依规进行行政处罚，并督促施
工企业进一步规范排水行为，切实有效
保障汛期排水畅通。

盛夏七月，内蒙古西乌珠
穆沁旗草原绿草如茵，风光旖
旎。西乌珠穆沁旗位于锡林郭
勒盟东部，草原风貌保存完
整，汇集了九大类型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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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探索建立“沙盒监管”“触发式监管”新模式
助力营商环境再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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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鑫)7 月 29 日，从
呼和浩特市交通运输局传来消息，为进
一步改善公路路况，方便群众出行，
G209 呼和浩特市至和林段公路被列入
2022 年自治区养护大中修改造项目，目
前养护工程已经开始施工。

据介绍，G209 呼和浩特市至和林
段公路全长 40.449 公里，2001 年按双
向四车道一级公路建设，2021 年为了打

通呼和浩特市城南交通“瓶颈”，促进当
地旅游业、农业发展和呼和浩特市南部
城乡一体化建设发展进程，呼和浩特市
政府决定通过政府回购公路剩余收费
期限经营权方式取消该段公路收费站。

G209 呼和浩特市至和林段公路被
列入 2022 年自治区养护大中修改造项
目，施工内容主要为路面翻修。其中
K448+800-K474+000 段项目于今年

6 月完成招投标，7 月 12 日正式开工，
预计 9 月 30 日前完工。

按照呼和浩特市交管支队的批复，
施工期间采取半幅封闭，另半幅中心线
用水马隔离后，上下行各保留一条车道
供 车 辆 通 行 的 道 路 导 改 方 案 。
K474+000-K484+577 段目前刚完成
招投标，计划 8 月初进场施工。

目前，该路 K448+800-K474+000

段右幅路面铣刨已基本完成，正在对中
央分隔带路缘石进行更换，并对基层破
损严重处采取低标号贫混凝土进行处
理，然后进行沥青混凝土面层摊铺，计
划 7 月 30 日进行试验段摊铺，8 月 2 日
正式摊铺，8 月 20 日右幅全部完成。在
上面层摊铺时每完成 2 公里，同步施划
标线并及时开放交通，保障车辆通行顺
畅。

G209呼和浩特市
至和林段公路养护工程开工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为提升铁路汛期应急处置能
力，近日，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模拟水漫线路货物列车脱
轨进行实战演练，进一步加强铁路应急管理能力。呼和浩
特车站、呼和浩特机务段、呼和浩特工务段等 28 个单位
226 位职工，在呼和浩特机务段整备场启动Ⅳ级应急救援
响应，全面强化铁路应急救援处置能力。

应急演练模拟了呼和浩特地区突发暴雨水漫线路，一
趟货物列车发生脱轨。车站调度所接到通知后，立即启动

应 急 预 案 实 施 救
援。记者在现场看
到：铁路工人利用
液压起重设备对脱
轨的列车进行抬升
作业，快速恢复列
车运行。“ 经过 这
次 救 援 实 战 演
练 ， 大 家 的 动 手
能力增强了，如果
真的发生问题，能
够快速的，最短时
间解决完。”呼和浩
特机务段呼西运用
车 间 主 任 温 建 军
说道。

当前，中铁呼
和浩特局集团公司
高铁、动车加密开
行，进入暑运旺季，
同时恰逢汛期，运

输环境复杂多变。通过本次演练，将进一步提升应急救援
队伍“快捷反应、迅速出动、精准作业、安全救援”的能力，
规范预案启动、人员集结、应急指挥、培训演练等程序、强
化团队协作能力，全面检验各救援单位的应急能力。演练
现场总指挥、呼和浩特火车站副站长谢仕秀:“这次救援全
局一共 28 个代表队，224 名救援队员竞赛、比武，为汛期
铁路行车安全提供坚强有力的保障，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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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开展排水设施排查 确保汛期排水通畅

呼和浩特市 23 条“真招实招”
为市场主体提质增效增动力

内蒙古“五个一批”助力高校毕业生到社区就业

铁路工人对货物列车脱轨进行模拟救援演练

近日，赤峰市农牧科学研究所荞麦燕麦研究
中心的工作人员来到翁牛特旗毛山东乡毛山东
村，为当地村民答疑解惑。

“这种龟象甲就咬噬蓼科作物，也就是咱们
荞麦，它是针对咱们荞麦的一种病虫。这个时候
就注意防治一下，时刻关注一下这个虫子的发
展，如果严重了就要用药。”在田间地头，赤峰市
农牧科学研究所荞麦燕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燕
麦荞麦产业技术体系赤峰综合试验站站长王欣
欣细心指导农民。

近年来，毛山东乡毛山东村立足当地山坡旱
地多、海拔高、生态环境好等自然优势，大力发展
有机荞麦种植，依托赤峰凯峰商贸有限公司及领
办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采用统一供种、统一肥料、
统一技术、统一销售的模式，引导农户种植适销
对路、市场看好的荞麦品种。

赤峰凯峰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庆军说：
“我们将收购的原粮加工成为生荞麦米和熟荞麦
米两个品种。生荞麦米主要出口日本、韩国、美
国、加拿大，熟米主要出口到俄罗斯、格鲁吉亚、
乌克兰、以色列、印度，每年的出口创汇额达 880 万美金左
右。”

作为我国优质荞麦的主产区，翁牛特旗荞麦常年种植
面积 25 万亩以上，生产的荞麦以“粒大、面白、筋大、爽滑”

而著称，年产量 3.25 万吨。
近年来由于翁旗各级政府注重荞麦“三品

一标”建设，注重荞麦全产业链的发展及一二三
产业的融合，出现了明阳农业科技、凯峰商贸、
荣新农机等在国内外较有名气的企业，在去年
的全国荞麦产业大会上，他们的产品得到了好
评。市场需求使“翁牛特荞麦”走出赤峰、走俏市
场，荞麦的全产业链打造让“翁牛特荞麦”成为
有代表性、有文化内涵的“新名片”。

翁牛特旗农牧局副局长周建表示：“我们将
建设好翁旗荞麦种子基地，有机绿色生态生产
基地及加工基地，打造荞麦生产加工可追溯平
台、荞麦产业振兴平台和荞麦产业文化平台，大
力宣传荞麦的保健作用，讲好荞麦故事，将翁旗
荞麦产业做大做强。”

2010 年，翁牛特旗被农业部国家燕麦荞麦
现代产业体系列为示范县；2020 年，翁旗荞麦被
农业农村部纳入第三批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名
录。

如今，翁旗荞麦依托凯峰、北方大地、泷千
翔、明阳等 16 家杂粮杂豆龙头企业，每年发展订单生产 50
万亩以上。翁旗荞麦种植技术已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单产达
全国领先水平，实现了全程机械化，实现了荞麦生产的标准
化、有机化、规模化。 王塔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