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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儿童友好城市 打造幸福首府名片
——全市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综述之六

●本报记者 梁婧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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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意见

七个方面主要任务⑤

加快推进农牧业现代化，提升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综合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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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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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全土地、草牧场经营
权流转服务体系，在推进新增
耕地确权登记颁证的基础上，
探索开展高效利用试点。

■ 按照国家部署，规范开
展土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
域调剂，有序开展农村牧区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
稳妥盘活利用农村牧区存量建
设用地。

■ 深入推进“空心村”治
理。

■因地制宜开展优势特色
农畜产品保险，对符合条件的
农牧业保险给予适当补贴。

■ 加快建设高标准农田，
逐步将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
高标准农田。

■ 逐步扩大东北黑土地
保护利用范围，加强黑土地侵
蚀沟道治理，支持符合条件的
地方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加
强现有盐碱耕地改造提升，推
进河套等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
和现代化改造。

■ 提升天然草原生产能
力和草种供给能力，加快发展
设施农业和舍饲圈养，扩大粮
改饲试点，建设羊草、苜蓿、燕
麦等优质饲草基地。

■ 推进农牧业机械化、智
能化，加快建设国家现代农业
产业园、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园
区和农业产业强镇。

■开展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
产提升行动，加大对产粮（油）大县奖
励支持力度。

■实施优势特色品种培育和动植
物保护工程，支持生物育种产业化应
用试点，建设大豆、玉米、马铃薯制种
大县，打造国家重要“粮仓”。

■ 支持甜菜生产，稳定甜菜糖产
量。

■支持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项目
建设，实施草畜平衡示范县试点。

■ 支持开展奶牛育种联合攻关，
整县推进奶业生产能力提升，建设面
向全国的乳业交易中心。

■ 稳步实施畜牧良种补贴政策，
推进肉牛扩群提质和育肥场建设。

■推进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和绿色
有机品牌打造。

■支持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
企业认定，推动农牧业龙头企业上市。

■高质量建设巴彦淖尔国家农业
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和兴安盟现代畜
牧业试验区。

■ 推进内蒙古水网骨干工程建
设，稳步实施引绰济辽二期工程。

■ 推动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
减排、城镇节水降损。

■ 推进煤矿绿色保水开采和矿
井水综合利用，鼓励将矿井水因地制
宜用于生态补水和农业灌溉。

■ 有序推进西辽河、鄂尔多斯台
地地下水超采治理。

■ 加快黄河粗泥沙集中来源区
拦沙工程建设进度。

■ 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加快
完善供水计量体系，建立精准补贴和
节水奖励机制。

■ 推进盟市间水权交易，依法依
规开展用水权改革。

儿童健康成长关系祖国和民族未
来，也是每个家庭最大的愿望和期盼。
随着大众对儿童健康发展重要性认识
的不断提高，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探索适
宜儿童健康成长的友好型城市环境建
设。自今年 4月，呼和浩特被列入第二
批建设国家儿童友好城市名单以来，我
市全力推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6月，
市妇联在老牛儿童探索博物馆建立我
市首个儿童友好实践基地，邀请中国儿
童中心事业发展部负责人、儿童友好城
市建设资深专家宗丽娜老师作儿童友
好城市建设专题培训辅导，普及儿童友
好理念，拓宽工作思路；8月，邀请国内
知名专家组来我市进行深度调研，全面
探讨和指导我市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相
关工作；9月向全社会征集呼市儿童友
好城市建设标识（LOGO）及 IP形象；10
月组织召开专题交流会，邀请国内资深
专家进行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空间友好

政策解读和实践分享……
不仅如此，为进一步满足儿童成长

发展需要，优化儿童健康成长社会环
境，全面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我市
儿童友好城市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牵
头成立工作专班，积极开展政策解读、
专题培训、实地调研等工作，在印发《呼
和浩特市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方案》的基
础上，启动编制《呼和浩特市儿童友好
城市建设三年行动方案》，明确责任清
单，合力构建儿童友好长效机制。

下一步，我市将着重从社会政策、
公共服务、权利保障、成长空间、发展环
境、产业生态友好等方面深入推进儿童
友好城市建设相关工作。

构建系统完备的儿童友好政策体
系。儿童友好，政策先行。发挥政策和
规划的引领作用，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
规划中将儿童放在优先位置。从“1米
高度看城市”，为儿童打造享有尽情玩

耍和安全充足的活动空间，将儿童友好
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建设。建立健全儿
童参与城市事务机制，畅通儿童参与渠
道，涉及儿童的重大事项事先听取儿童
及监护人意见，让儿童与城市紧密连
接，将儿童友好理念深入城市社会生
活。城市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
家庭和市民个人，应共同致力于儿童发
展，积极增进儿童福祉，将儿童友好理
念渗入全社会、融入千万家。

完善优质均衡的儿童友好服务体
系。通过发展普惠托育服务、探索实施
父母育儿假制度，让更多家长平衡好工
作与家庭，同时也提高育儿专业化水
平。通过促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让学
前教育普惠普及、义务教育公平高质、
特殊教育“一人一案”，让少年儿童拥有
轻松快乐的学习生活。关注生命早期
健康保障，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同
时，也做好 0—18岁儿童身体、心理健

康教育和管理，加强儿童看病就医和医
疗保障，重点解决儿童“看病难、看病
贵”问题。推进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
等向儿童免费开放，组织多样化的文体
活动，培育出身体康健、心态积极、生活
丰富的时代新人。

健全精准有力的儿童友好权利保
障功能。完善公益普惠儿童福利体
系。对于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要
在保障基本生活的基础上，提升助医和
助学水平，优化家庭走访、监护评估、家
庭培训和监护保护等相关制度，在机构
层面推进福利机构优化提质，同时推广
家庭式养育模式。对于残疾儿童，重中
之重是康复，多渠道增加专业康复力
量，加强康复机构管理。对于困境儿
童，重在加强分类保障，通过建立台账、
上门查访等形式实现精准施策，加强基
本生活保障、医疗保障和专项救助，维
护特殊困难儿童群体的合法权益。

形成开放共享的儿童友好空间格
局。城市街区社区、学校医院等服务设
施及公园绿地等开敞空间，都应按照儿
童需要进行适儿化改造，公共设施和标
识标牌应更适合儿童使用和理解。通
过加强人行道、自行车道规划建设和优
化校园周边步行线路、人行设施，让城
市交通为孩子们的安全而慢下来。图
书馆、美术馆、博物馆等人文场所，应积
极设置适合儿童的参与空间，儿童劳动
教育、课外实践、科技体验、素质拓展、
自然教育基地等校外活动场所建设也
应加强。社区是最贴近儿童生活的公
共空间，应为儿童打造适合其游戏、阅
读等的“微空间”。此外，成长空间安全
离不开风险防范，灾害事故防范应对应
从小抓起，需强化防灾减灾安全教育，
落实主体监管责任，有效防范各类事故
风险。

培育健康文明的儿童友好发展环

境。依托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构建学校
家庭社会协同育人体系，培养儿童良好
思想品行和生活习惯。加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
发展青少年健身运动，培养儿童积极向
上的精神文化和健康体魄。加强网络
环境保护，压实互联网企业维护网络环
境主体责任，加大儿童用户量集中的网
络平台监管，为儿童持续净化网络环
境。切实维护校园安全、食品和儿童用
品安全，坚决防止校园霸凌、性侵及家
暴事件发生，严厉打击拐卖儿童等犯罪
行为，有效预防儿童意外和人身伤害，
积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筑牢儿童安全
发展屏障。

构建高质量的儿童友好产业生
态。鼓励争创儿童友好示范企业；积极
探索涉儿产业的体系化建设推动儿童产
业转型升级；鼓励文旅行业结合资源特
色引导本地区儿童文旅产业创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