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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服务圈“圈”出居民幸福感
——全市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综述之八

●本报记者 耿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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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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筑牢北疆安全稳定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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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特别报道

■ 实施城市安全韧
性提升、交通安全提升、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公共
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
应用、智能安防单元建设
等工程。

■ 支持呼和浩特建
设国家应急物资储备库，
布局建设呼伦贝尔、赤
峰、乌海等区域库和部分
旗县（市、区）骨干库。

■ 建设呼伦贝尔森
林防灭火实训、北方航空
应急救援等基地，支持森
林草原火险区综合治理。

■ 稳妥推进中小银
行风险处置、资本补充和
深化改革。

■ 严格落实省负总
责、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
各负其责的要求，有力有
序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
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
性风险的底线。

■ 严格落实安全生
产责任制，有效防范各类
重大安全事故。

■ 开展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创建，
推进研究基地和教育实
践基地建设。

■ 构筑中华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坚定不移全
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
材，确保各民族青少年掌
握和使用好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

■ 巩固深化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持续开展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项
计划”。

■ 完善防范化解民
族领域重大风险体制
机制。

■ 统筹城乡建设布
局规划和公共服务资源
配置，创造更加完善的
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
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
会条件，在新时代继续
保持“模范自治区”的崇
高荣誉。

■ 落实落细就业优
先政策，重点抓好高校毕
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
失业人员等群体就业。

■ 支持开展公共就
业服务能力提升项目，支
持符合条件的地方建设
公共实训基地，推进创业
创新园区建设。

■ 在政府投资重点
工程和农牧业农牧区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中推广
以工代赈，适当提高劳务
报酬发放比例。

■ 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支持国家乡村振
兴重点帮扶县实施一批
补短板促振兴重点项目，
强化易地搬迁集中安置
点后续扶持。

■ 加强对脱贫家庭、
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
残疾人等困难人员就业
帮扶，增加低收入者收
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在国家政策框架内合理
调整艰苦边远地区津贴
实施范围和类别，优化收
入分配格局，探索扎实推
进共同富裕有效途径。

■ 支持京津冀蒙高
校组建联盟，推进教育部
直属高校结对帮扶内蒙古
地方高校。

■合理确定内蒙古地
方高校本科和研究生培养
规模，支持加强食品科学、
生态学、草学、冶金稀土、临
床医学、预防医学等学科
专业建设，支持内蒙古大
学加强“双一流”建设。

■ 支持内蒙古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和本科层次
职业学校建设。

■ 按照规划开展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国家紧
急医学救援基地建设，加
强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
发展示范项目管理，加快
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 开展完整社区试
点，实施嘎查村（社区）综
合服务设施补短板和扩能
升级项目，提高社区工作
者薪酬待遇。

■ 支持内蒙古研究
解决部分地区原被征地农
牧民养老保险单建制度问
题，探索扩大企业年金覆
盖面举措。

■ 支持烈士纪念设
施、光荣院、优抚医院、军
供站等建设，提升优抚保
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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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边境节点村
镇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工
程，支持边境地区水电路
讯一体化建设，实现抵边
自然村、边防哨所、边境
派出所和抵边警务室饮
用水、电力、通信、广电普
遍覆盖。

■深入开展兴边富民
行动中心城镇建设试点。

■ 开展“民营企业进
边疆”行动，实施兴边富
民特色产业发展工程，促
进边民就地就近就业和
增收致富。

■ 扶持民族贸易和
民族特需商品生产。

■ 推进边境“四个共
同”长廊建设。

■ 支持大兴安岭林
区防火路和抵边自然村
通硬化路建设。

■ 加 快 沿 边 国 道
331线待贯通和低等级路
段建设改造，有序推进沿
边国道并行线建设。

■研究强化抵边乡镇
工作力量，加强党政军警
民合力强边固防，推进“平
安北疆、智慧边防”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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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首府越来越美了，生态环
境、居住条件、便民设施等都有所改善，
家附近就有菜市场、超市和购物广场，
生活很便利，带给我们的舒适度不言而
喻。”家住昭君新村社区塞外苑小区的
赵女士对我市打造的便民服务圈感到
非常满意。

家门口的便民服务圈，为我市居民
的衣食住行提供了更加舒适便捷的保
障，俨然成为了满足居民日常消费需求
的重要渠道。

近年来，我市聚焦品质生活和便民
生活，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为抓手，不断提升便民服务圈精准
度，推动社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
设，即以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步行 15
分钟左右为服务半径，以满足居民日常
生活基本消费和品质消费等为目标，以
多业态集聚形成的社区商圈，让便民服
务触手可及，一刻钟“近”享美好生活。

据了解，2022年我市成功入围全国
第二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
地区，根据“两年试点，三年推广”的总
体部署，目前我市已建成 10个便民生
活圈，涵盖 16 个社区，服务 30 多万居
民。今年正在推动 10个便民生活圈建
设，预计到 2026年完成 59个便民生活
圈建设，实现市四区社区、居民全覆盖。

为深入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建设，我市整合各类资源，提供多元化
服务，目前全市建设改造惠民菜店 241
家，正在积极推广“物业服务+生活服
务”模式，重点推动“家政服务进社区”，
建设团组式社区商业中心，合理配置复
合型便民商业网点，推动农贸市场、社
区菜店、餐饮店等进行标准化规范化改
造，推动电商平台拓展移动“菜篮子”

“云购物”等新业态，对特色商业步行街
区进行提升改造，积极开展商贸企业进
社区活动，将餐饮、休闲、读书等功能

“嵌入”便利店，旨在服务保障民生、推
动便利消费、提升群众幸福感。

生活在新城区东风路街道祥园社
区的居民便切身感受到“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带来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近
日，祥园社区引进了永盛成超市、北京
华联超市、809 街农贸市场等大型商
超，联合市商务局开展了“乐享消费、
惠购青城”商超进社区惠民活动，将米
面粮油、瓜果蔬菜、家电等商品送到了
居民家门口。

享受到实惠的刘女士说：“我本来
腿脚就不好，现在社区组织了家电、菜
市场进小区活动，再也不用跑远路了，
还有志愿者和网格员帮我送货上门，真
是太方便了。”

为畅通社区“微循环”，我市以“便
民、利民、惠民”为出发点，出台了《呼
和浩特市青城惠民菜店(专区)建设实
施方案(2022-2024年)》《呼和浩特市高

品位特色商业步行街建设的指导意
见》《呼和浩特市“一老一小”整体解决
方案》等政策，力促社区便民服务建设
提档升级。

同时，为了让便民服务圈成为家门
口的“幸福服务圈”，我市积极整合各类
养老资源，多角度多思路探索社区养
老、居家养老、智慧养老等多元融合的

“家门口”养老模式，不断满足老年人多
样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

“生活在我们社区可方便啦，去社
区办事不仅有延时服务，还不定时有医
疗机构为我们开展义诊和讲座，从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学习一些养生保健小妙
招之后，还能顺路买个菜，真是太便利
了。”家住回民区新华西路街道办事处
医学院社区的齐女士告诉记者。

据医学院社区相关负责人李鹏鸿
介绍，为有效提高基层便民服务水平，
切实增强群众满意度，医学院社区从

业务、医疗、养老三个方面细化了服务
措施。

针对居民“上班没空办、下班无人
办”的难题，医学院社区开展了延时上
班服务，通过延长服务时间，进一步保
障上班群体的办事需求。同时，将社区
业务下沉到网格，为居民提供“预约服
务”“延时服务”“上门服务”，保证居民
少跑腿、快办事，真正实现“人在网中
走、事在格中办”。

为切实保障辖区居民身心健康，医
学院社区整合周边资源，与内蒙古医科
大学附属医院、呼市第三医院、呼市朝
聚眼科医院等合作，不定期在辖区开展
义诊、医疗健康讲座等活动，为居民提
供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让基本医
疗越来越便捷，日常生活保障不用愁。

医学院社区还全力创建“全市示范
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在社区建成老年
人日间照料中心，与家政公司联合打造

了医学院社区便民生活服务中心，为老
年人更好地提供生活照料。同时，依托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积极开展教学、科
普、宣传、志愿服务等活动，满足老年人
对社交、健身、文化等的需求。

据悉，我市按照市级建标准化示范
中心、区(旗县)级建区域养老中心、街道
(乡镇)建养老综合体、社区建养老服务站
四种模式，建设了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
心，打造了全国示范性居家社区养老服
务网络，城区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社
区覆盖率日渐提高，便民服务圈使老年
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切实增强。

下一步，我市将继续践行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紧围绕服务保障
民生，持续精准施策，满足居民多样化
需求，切实提高便民服务圈能力，努力
将居民的“需求清单”转化为“满意清
单”，让市民尽享便民服务圈带来的幸
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