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张鑫 通讯员 李周）
近日，S26 纳日松至兰家梁高速公路工
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自治区评审，
S215 线锡尼镇至乌审召段公路项目前
期工作进展顺利。

据了解，S26 纳日松至兰家梁高速
公路属于《内蒙古自治区高速公路网规
划（2019-2030 年）》布局中“八横八纵

三十一联”中的第八横：准格尔旗至银
川高速公路的组成部分；也是《鄂尔多
斯市“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

“八横十五纵一环四十二出口”中“一
环”中东南环的一段，是连接鄂尔多斯
南部资源通道的重要公路。 S26 线纳
日松至兰家梁段公路的建设，将进一步
增进和加快准格尔旗和伊金霍洛旗的

联系，促进和带动沿线的经济发展。
S215 线锡尼镇至乌审召段公路项

目是《内蒙古自治区省道网规划》南北
纵线中编号 15 的乌拉特中旗至靖边段
公路的一段，是《内蒙古自治区“十四
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和《鄂尔多
斯市“十四五”公路、水路交通发展规
划》中规划建设的重点项目，项目的建

设对完善自治区干线公路网和区域性
公路网，促进鄂尔多斯市公路网的合理
运行、带动鄂尔多斯西部地区经济整体
发展意义重大。

目前 S215 线锡尼镇至乌审召段公
路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编制完成，项目审
批所需支持性文件均已办理完毕，年内
有望开工建设。

鄂尔多斯 2 条新建公路有了新进展

本报讯(记者 张鑫)为进一步推
进文明城市创建，优化人居环境，排除
安全隐患，连日来，和林格尔县开展新
一轮“空中飞线”整治，认真梳理“飞
线”问题，沟通各部门、公司开展整治
行动;移动、联通、电信、广电、供电公
司积极推进整改，大大改善了部分小
区、巷道线缆杂乱分布问题，“空中飞
线”整治取得了一些成效。

“把左手边的线拉过来，注意区分
强弱电。”近日，在和林格尔县胜利花
园小区，几名“蓝马夹”正头顶烈日，对
道路上空的线缆进行归置。架梯、传递
工具、拆吊筋、抽线……大家分工协作，
紧密配合，原本凌乱的走线逐渐布局
清晰。

据“飞线”整治百日攻坚行动领导
小组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飞线”整
治百日攻坚行动按照“城镇全域、分批
分类、轻重缓急、梯次推进”的原则，优
先整治商业大街、主次千道、商场超
市、宾馆饭店、交通场站、农贸市场、广
场公园、景区景点、社区周边;同步推
进机关单位、学校医院、背街小巷、居
民小区等点位整治; 常态化整治入户
线路不规范、私拉乱接及充电、路灯、
监控等各种“飞线”。为确保整治工作

高效推进，施工人员基本上都是早上
6 点开工，天黑才收工。施工前，他们
先对每一条道路，每一个小区的“飞
线”情况进行摸底排查。同时，为不影
响周边居民正常使用网络，维修人员
也驻守现场配合整治，对可能出现的
断网情况随时进行抢修。对垂落、缠
绕、附挂的线缆，按照“横平竖直、高低
一致”的标准，进行捆扎、归拢。破损、
废弃的线缆箱和线杆等则进行更新、
拆除。

“空中飞线”整治时间为 2022 年
8 月 1 日 -2022 年 11 月 10 日，分集
中整治阶段、全面整治阶段、持续整治
阶段。按照“一区一策”或“一楼一策”
制定整治方案，本着节约、集约、利旧
的原则，实现废线 100%清理、有效线
100%捆扎、垂吊线 100%收紧。

集中整治期间，和林格尔县积极
探索建立“飞线”整治的长效机制，后
续将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通过架
空线路梳理以及新建、改扩建道路线
路“上改下”等综合手段，实现有效线
100%捆扎、架空线 100%沿墙固定，彻
底改变老百姓反映强烈的“空中蜘蛛
网”现象，在提高光缆线路安全性的同
时，让城镇焕发“无线”魅力。

“空中飞线”整治
让城镇焕发“无线”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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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ZHENGJING
重实干务实功求实效

本报讯(记者 张鑫)记者从呼和浩
特市交通运输局获悉，S43 呼和浩特机
场高速公路项目建设进展顺利，2022
年计划完成全线的桩基和承台工程。

据介绍，S43 呼和浩特机场高速公
路 4 月 7 日全面开工建设。截至 8 月 16
日，累计完成桩 14518 根，占设计总量
16411 根的近 88%，累计完成承台 1250
个，占设计总量 2467 根的近 51%，累计

完成墩柱 1779 个，占设计总量 4767 根
的近 37%，累计完成盖梁 272 片，占设计总
量 1885 根的近 14%，累计完成预制箱
梁 1807 片，占设计总量 11112 片的近
16%，目前预制箱梁已架设了 252 片。

机场高速路线全长 29.43 公里。起
点位于湿地公园西路与乌海大街交汇
处，与在建云中路新机场连接线高架桥
相接，途经在建三环快速路 、大黑河、绕

城高速、南双树村、什拉乌素河、沙尔沁
工业园区、终点止于机场互通南侧，接
规划建设的 S27 呼鄂高速公路和呼清
高速公路。路线采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
路标准，设计速度 120km/h，路基宽
43.0m，全线设三环路、什不更、沙尔沁、
机场 4 处互通立交。项目总投资 99.16
亿元，批复建设工期为 3 年。

此外，结合呼和浩特新机场建设情

况，该高速公路计划 2024 年底建成具
备通车条件。2022 年计划完成全线的桩
基和承台工程，墩柱完成 60%，盖梁和
箱梁预制完成 40%左右。2023 年计划
桥梁的下部工程全部完成，上部工程完
成箱梁的预制与架设。2024 年完成桥梁
上部结构的桥面铺装、路面铺设、交安
机电工程，与呼和浩特新机场同步建设
通车。

S43呼和浩特机场高速公路
2022年完成全线桩基和承台

近日，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民政
厅了解到，今年，自治区各级民政部门
在各级财政、发展改革委等部门的大
力支持下，积极争取国家项目资金，不
断加大民政领域项目谋划建设力度，
加快推进民政事业发展。

截至目前，已争取国家项目资金
56.59 亿元，较 2021 年增加 6.23 亿
元，同比增长 12.37%。

其中，争取中央困难群众救助补
助资金 52.32 亿元，较 2021 年增加
5.39 亿元，同比增长 11.5%，增加量占
全国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73.62 亿
元)新增预算的 7.3%；争取中央集中彩
票公益金 1.15 亿元，较 2021 年增加
0.42 亿元，同比增长 56.4%。包括老年

人福利类资金 7444 万元、残疾人福利
类资金 1227 万元、儿童福利类资金
882 万元、社会公益类资金 906 万元、
乡村振兴衔接专项资金 1089 万元；争
取中央预算内投资 3.12 亿元，较 2021
年增加 0.43 亿元，同比增长 16%。包
括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 2.08 亿
元、社会服务设施兜底线工程 1.04 亿
元。

据介绍，全区各级民政部门将紧
盯国家关于民政事业发展政策扶持方
向和资金投入导向，加强项目储备管
理，提前谋划，积极与有关部门衔接沟
通，建立全方位的信息渠道，积极落实
配套资金，持续推进项目实施，确保国
家项目资金用到实处。 刘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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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乌海市立足提升广大老
年人生活品质和幸福感，通过强服
务、优政策、重改革，构建覆盖更广
阔、层次更丰富、支撑更有力的养老
服务发展新格局，让养老服务有保
障、有制度、有温度，确保共富路上

“不落一人”。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全覆盖。乌海

市不断加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全面完成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
试点任务，截至 2021 年底，已经建
成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站）44 个。今
年，乌海市新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40 个（街道养老综合服务中心 5 个、
社区养老服务站 35 个）。目前，共建
成各类养老服务设施 84 个，在自治
区率先实现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全覆
盖。

为特殊困难老年人购买居家养
老服务实现全覆盖。乌海市在自治区
率先实现了为 3000 名九类特殊困
难老年人购买每人每年 400 元～
800 元的居家养老服务。同时给予每
户补贴 5000 元，推进家庭适老化改
造，配备呼叫器、智能床垫、烟感报警
器等适老化电子产品，改善老年人居
住环境，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

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全覆盖。乌
海市建立了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服
务制度，采取政府统保的方式，为 60
周岁（含）以上老年人购买意外伤害
保险，保险费每人 15 元，保险金额每

份 25000 元，
切实提高老年
人抵御意外风
险的能力，减
轻老年人家庭
负担。今年上
半年共赔付老
年人意外伤害
保险 182 人，
赔 付 金 额
50.57 万元。

高龄津贴
全覆盖。乌海
市 80 周 岁

（含）以上老年
人可享受高龄
津贴待遇，其
中 80～99 周
岁老年人每人
每月 100 元，
100 周岁以上老年人每人每月 600
元。今年上半年累计为 11284 名老
人发放高龄津贴 666.55 万元，切实
保障高龄老人的生活质量。同时，津
贴申请可通过微信小程序实现足不
出户“掌上办”，最大限度让老人少走
路、让信息多跑路。

下一步，乌海市将继续扩大养老
服务供给、提高养老服务质量，真正
把民生实事办好，让老人“老有所养、
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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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

葱茏一城景 碧水荡清波

初秋的呼和浩特美景如画，优雅别致的街心公园，精心打造的景观河道，
每一处都有自己独特的景色。图为敕勒川公园。 王劭凯 摄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进
行
时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今年以来，呼和浩特市回民
区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聚焦“一件事一次办”改革，以
企业群众需求为导向，全力优化营商环境，梳理标准化
办事要件及指南流程 101 项，实现企业和群众办事“一
次办好”。

据了解，该局持续精耕细作“一次办”事项，规范办
事流程，拓展办理深度，打造极简搜索、极简导办、极简
填报、极简联办的“一次办”办理模式。对结合回民区实
际整理的 101 项清单中的申请要件、材料来源，获取方
式、行政区划、办理形式、乘车路线、办理时间等要素进
行详细梳理。制作的事项清单告示牌、宣传栏和办事指
南、流程图的宣传品通过内蒙古政务服务网、“蒙速办”
移动端、大厅告示牌等线上线下多种形式“一次告知”，
使企业群众查询、办理一步到位，确保“蒙速办·一次办”
政务服务工作稳步推进。

截至目前，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办理“一件事”相关事
项涉及群众企业办事材料平均减少 80%以上、办理时间
平均缩短 70%以上，回民区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可预约
办理事项比例达 96.66%。呼和浩特市回民区行政审批
和政务服务局将按照自治区及呼市部署，继续深入推进

“蒙速办·一次办”政务服务工作，主动服务企业、群众，
促进审批提速增效，提高群众和企业满意度和获得感，
为优化回民区营商环境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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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电商是产业振兴的重要举
措。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积极培育
当地电商队伍，打响阿拉善特色农产
品品牌，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进一步
促进富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在阿拉善左旗银根苏木牧民文化
广场，“奇石集市 + 奇石电商直播”活

动正在进行。牧民通过电商直播展示
出售自家奇石，线上线下热闹非凡。

银根苏木是阿拉善奇石、阿拉善
彩玉、戈壁石和玛瑙石主产地之一，以
品类多、石质好著称，极具收藏价值。
这几年，受交通条件、疫情影响，销售
市场不景气。“奇石集市 + 奇石电商

直播”活动的开展，使得牧民们搭上了
“电商”快车，让未能亲临的奇石爱好
者们通过直播平台购买到自己心仪的
奇石。

此次活动共有 50 余户牧民参与
集市销售，30 余户牧民参与电商直播
销售，当天销售额达 60 余万元。

许多人有做直播的想法，却没有
做直播的技术，这是阿拉善盟许多实
体商户和当地电商主播面临的现实问
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阿拉善盟各部
门以及当地电商行业龙头企业，在电
商直播培训上不断下功夫。

在阿拉善圣石文化有限公司的电
商直播创业基地，一场电商直播培训
正在进行，老师通过典型案例剖析、数
据对比分析，详细讲解电商直播行业

发展趋势、直播带货技巧、运营操作规
则等一系列“干货”，并对直播带货进
行现场训练。

阿拉善盟现已建成圣石、橙果、拍
石、额济纳旗居延文化城 4 处电商直
播基地，积极引导本地电商平台和个
人举办农村牧区直播带货购物活动，
推广苁蓉口服液、苁蓉原液等药食同
源试点产品和特色农畜产品。

目前，共有 16 家企业进驻各电商
直播基地，开通直播营销号 1000 余
个，日均直播达 3000 场次以上，2022
年上半年网络交易额 6.53 亿元，网络
零售额 1.17 亿元，实物型网络零售额
0.57 亿元，服务型网络零售额 0.60 亿
元。

庞钰格 邬力吉巴托

内蒙古今年已争取民政领域国家
项目资金 56.59 亿

阿拉善：电商赋能
为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插上“云翅膀”

本报讯(记者 阿斯茹)日前，呼
和浩特市对旧 110 国道成吉思汗西
街至毕克齐段公路提质改造全面开
始。

据介绍，此次提升改造的路线全
长 25.635 公里。提质改造工程起点
位于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攸攸板镇西
乌素图村西侧，成吉思汗西街与旧
110 国道交叉处，与
成吉思汗西街平面
交叉，路线向西沿
旧 110 国道经汇金
道 (G6 呼和浩特西
出口)、金川开发区，
后下穿三环路，经
台阁牧镇、红福路、
金山开发区，而后
下穿 G5901 呼市绕
城高速，经内蒙古
医 科 大 学 金 山 校

区、博奥路、兵州亥乡、G6 毕克齐出
口，终点止于毕克齐镇税务所，接旧
110 国道毕克齐镇区道路。

截至目前，累计完成面层铣刨
38829 平方米 (5cm 厚)，基层铣刨
18165 平方米(20cm 厚)，建设用碎石
进场 8721 吨，该项目力争 2022 年
年底完工。

奶业振兴，牧草先行。巴彦
淖尔市磴口县立足资源禀赋，
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坚持种养
结合和草畜配套，强化政策扶
持和科技支撑，大力培育种植
优质苜蓿，草产业发展势头强
劲、质量效益不断提升，为奶业
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磴口县包尔盖农场公司
苜蓿种植基地，连片的苜蓿流
青滴翠，一朵朵紫花含苞待放，
一台自走式割草机正在地里来
回穿梭，进行苜蓿的收割工作。

包尔盖农场一分场农民曹
耀登说：“我种的 70 来亩苜蓿，
头一茬已经割完了，第二茬马上开始，
苜蓿长势挺好，目测二茬苜蓿每亩产量
在 400 到 500 公斤左右，长势比头茬
还要旺，收入可达 2600 到 2800 元。”

目前，磴口县种植面积最大的饲草
是紫花苜蓿，其饲用价值高、营养丰富，
是各种畜禽喜食的饲草，同时它生长年
限长、根系发达，是优良的防风护土植
物，科学种植可获得较高经济和生态效
益。

“农场耕地 6.6 万亩，目前种植的苜
蓿有 3.6 万亩，而且麦后还将复种 1.2

万亩，主要选用的品种是国产
的中苜系列，这个品种最大特
点是寿命长，适应当地的气候
地理条件，蛋白含量达到 21%
以上，而且产量高，干草三茬，
每亩基本能达到一吨。”包尔
盖农场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
书记刘勇介绍道。

牧草种植是良好奶源建
设的重要环节，优质牧草经过
精心处理后，可以成为奶牛营
养套餐的最好原料，保证奶牛
摄取足够营养的同时，也为高
品质奶制品生产提供了坚实
基础。奶牛只有吃上好的草才

能产出好的奶，才能保证奶产品的质
量，据大致统计，一只头奶牛每年需要
一吨干草，苜蓿种植对奶业发展起到积
极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磴口县随着农牧业的不断
发展，种植业结构调整更加科学、合理，
牧草种植科技水平明显提高，农牧民收
入稳定增加，产业基地建设进一步巩固
和加强，真正实现了“种好草，养好牛，
产好奶”的全产业链模式，走出了一条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和现代化的奶业振
兴之路。 据《内蒙古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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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区已建立从学前教育到
高等教育全覆盖的学生资助政策体
系。随着资助政策体系的不断健全完
善，各级财政部门也不断完善措施，保
障政策落地落实。

资金落实方面，将学生资助政策
作为相对独立完整的政策体系，将其
总体确认为自治区与盟市共同财政事
权，并按照具体事项进行了细化，明确
了自治区与盟市财政的责任。各级财
政严格根据方案确定的财政事权和支
出责任划分，切实落实支出责任，足额
安排各项学生资助经费。资金分配方
面，自治区财政厅、教育厅紧密结合各
地各校的实际情况，合理确定分配因

素及占比，最大程度地体现国家、自治
区的设立初衷，体现中央和自治区精
准分配的有关要求。资金拨付方面，
从 2021 年起，财政部将学生资助
资金纳入直达资金管理。中央和自
治区 的 各项 资 金 直 接 由 自 治 区 财
政下达到旗县级财政。同时，各地使用
资金后，将数据上报到直达资金监控
系统，依托该监控系统，自治区可定期
调取各盟市、旗县资金分配使用情况，
开展日常监督。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
来，全区共落实各级各类学生资助资
金达 418.1 亿元，资助学生 4579 万人
次。

据《内蒙古日报》

呼和浩特市对旧 110 国道
成吉思汗西街至毕克齐段公路提质改造

内蒙古自治区
全力保障学生资助经费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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