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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积极探索和创新居家养老新

模式，先后制定出台了26个规范性政策
文件，从土地、税费、政府购买服务、适
老化改造、助餐、运营奖励等方面给予
了极大的政策支持，初步形成了比较完
备的政策配套体系。截至目前，我市累
计投入 2亿元用于养老事业硬件建设，
全市共有养老机构 39 个，设置床位
5985张。建成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310个，覆盖率达95%，建成街道级居家
社区养老综合服务中心31个，覆盖率达
100%。建成乡镇级养老服务中心 20
个、村级养老服务设施 448所。一刻钟
养老服务圈基本形成，让老年人切实感
受到精神上的关怀和生活上的照顾。

教育均衡，就业不愁，不负殷切民
生期待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
强。呼和浩特围绕“宜学城市”建设目
标，加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全力推动
教育重点项目建设加速“奔跑”，为促
进全市教育优质均衡高质量发展持续

“加码”。新建改扩建中小学 12所、新

增学位 2.1万个，新建幼儿园 29所、新
增学位 8000个。同时，正在加快推进

“3年 100所中小学幼儿园”项目建设。
通过建立联盟校，实施“名校+”工程，
强校带弱校，推动集团化办学，涉及学
校 152 所，覆盖师生 20 余万。如今的
首府，全市义务教育学校公民办结构
更加合理，义务教育优质资源覆盖面
不断扩大，公共教育资源配置更加均
衡，城乡一体化水平不断提高，义务教
育质量显著提升，学生享受公平教育
权利得到充分保障。

就业是民生之本。2023 年以来，
我市深入实施“十万大学生留呼工
程”，通过“智汇青城”“创业启航”等专
项行动，共吸引 5.2万名大学生留呼创
业就业。全市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集中举办“助企纾困 职等你来”“呼和
浩特市大中城市联合招聘活动”“春风
行动暨就业援助月”等各类线上线下
招聘洽谈活动。围绕“六大产业集群”
和事业单位人才需求，在北京、上海等
地举办“‘青’心于此‘诚’心相邀”引才
纳智推荐会、招聘会，涵盖清华、北大

在内的 35 所国内顶尖高校。在落实
“人才新政 10条”的基础上，制定《呼和
浩特市引人留人 18条措施》，进一步扩
大补贴政策范围，将专科（高职）毕业
生纳入，全力营造“拴心留人”人才软
环境。在自治区率先启动建设人才数
据库，打造“一站式”人才服务平台，形
成集人才招聘、人才认定、人才服务、
人才展示、人才地图为一体的全新人
才服务体系。

出行方便，居所优雅，不断增进民
生福祉

“我在产业园区上班，家住金桥，
以前回家需要一个多小时。现在好
了，G5901伊利健康谷互通工程通车，
20多分钟就能到家了。”G5901伊利健
康谷互通工程的通车让市民彭先生激
动不已。近年来，我市围绕打造“美丽
青城、草原都市”亮丽风景线，按照“区
域大联通、局部微循环、疏通拥堵点”
的总体原则，坚持“大交通”理念，新续
建道路 107 条，总长 99.36 公里；打通

“断头路”80 条，总长 65.06 公里；特别
是建成高架路及重要节点 12个，形成

242公里的“一横、两纵、四环、三枢纽”
高架路网体系。

畅通道路网，接通“民心路”。如
今，一条条“民心路”铺进了百姓心坎
里。

市委、市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民生工
作，积极回应群众关切的热点、难点、堵
点问题，统筹推进内蒙古心脑血管医
院、呼和浩特雕塑艺术馆、老旧燃气管
网更新、供热管网互联互通、保障性租
赁住房、棚户区和老旧小区改造等一大
批民生项目建设，全力做好城市建设

“加减法”，深入实施“破墙透绿”“见缝
插绿”等小区域绿化工程，切实改善群
众生产生活环境，加快完善城市功能，
提升城市品质。一项项民生工程、一件
件民生实事，持续为民生“加码”、让幸
福“加速”。

民之所呼，政之所向。保障和改善
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
点。呼和浩特将继续扎实做好保障和
改善民生工作，使民生保障网越织越
密、越织越牢，人民群众的日子越过越
好。

增进百姓福祉 绘就幸福底色

呼和浩特市人大常委会公告
土默特左旗第十八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
补选王海瑜、海鹰、汪真祥为呼和
浩特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托克托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补
选韩东为呼和浩特市第十六届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林格尔县第
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五次会议补选曹志、云瑞君、
王瑶、范铁柱、刘玲霞为呼和浩特
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武川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补选张宇为呼和浩特市
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武
川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补选云新
民、赵伟为呼和浩特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新城区第十
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三次会议补选姜子家、丁宇坤
为呼和浩特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回民区第十八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
议补选方玉东、张海涛为呼和浩
特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玉泉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补选
张继峰为呼和浩特市第十六届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赛罕区第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
次会议补选石磊、胡晓荣、李胜、
贾永刚为呼和浩特市第十六届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解放军 93502
部队、呼和浩特警备区、武警内蒙
古总队机动支队补选刘杰、王忠
辉、魏俊刚为呼和浩特市第十六
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呼和浩特市第十六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
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的
报告，确认王海瑜、海鹰、汪真祥、
韩东、曹志、云瑞君、王瑶、范铁柱、
刘玲霞、云新民、张宇、赵伟、姜子
家、丁宇坤、方玉东、张海涛、张继
峰、石磊、胡晓荣、李胜、贾永刚、刘
杰、王忠辉、魏俊刚的代表资格有
效。土默特左旗人大常委会决定
接受刘程民、吕文平辞去呼和浩特
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
务。托克托县人大常委会决定接

受李朝晖辞去呼和浩特市第十六
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和林
格尔县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徐守
冀、马文静、闫义、沙立清辞去呼和
浩特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职务。武川县人大常委会决定
接受金少琳辞去呼和浩特市第十
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新
城区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商井民、
高启东辞去呼和浩特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回民区
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曹思阳、高永
红辞去呼和浩特市第十六届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玉泉区人大
常委会决定接受赵永红辞去呼和
浩特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职务。赛罕区人大常委会决定
接受潘建军、吴坪晏辞去呼和浩特
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
务。解放军 93502部队决定接受
韩强辞去呼和浩特市第十六届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呼和浩特
警备区选举的赵树峰、武警内蒙古
部队机动支队选举的王存宝已调
出本市行政区域，代表资格自行终
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刘程民、
吕文平、李朝晖、徐守冀、马文静、
闫义、沙立清、金少琳、商井民、高
启东、曹思阳、高永红、赵永红、潘
建军、吴坪晏、韩强、赵树峰、王存
宝的代表资格终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李朝晖
的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城乡
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职
务相应终止，沙立清的市人大常委
会委员、市人大农业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职务相应终止，吴坪晏、高启
东、高永红、赵永红的市人大常委
会委员职务相应终止，报呼和浩特
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
会议备案。

截至目前，呼和浩特市第十六
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342名。

特此公告。
呼和浩特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
2024年1月13日

我市依法治市工作全面提速
本报讯（记者 武子暄 通讯员 刘

泽纬）近年来，我市统筹推进法治首
府、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大
力提升法治思维能力和依法行政水
平，依法治市工作全面提速，依法行
政、依法治理效能明显提升，法治政府
建设工作走在全区前列。

全面推进“蒙速办·一网办”“蒙
速办·掌上办”“蒙速办·一次办”“蒙
速办·帮您办”工作，持续深化首府

“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优化政务服务特色。加快推进“一件
事一次办”，打造政务服务升级版，以
自然人全生命周期为主线，全方位打
通群众办事各环节，通过整合办理事
项、简化审批环节、推动资料重复共
享等多项创新举措，对自然人全生命
周期“一件事”涉及的 8 个部门 47 个
申请材料最大限度整合归并，开展联

合办理或并联审批等集成服务，形成
“一次办”闭环，实现了 47 个申请材
料压减为 14 个申请材料，平均压减
70%左右,办理时限由原来的 217 个
工作日压缩到全流程办理 67.5 个工
作日，平均压缩 69%左右，群众由跑
动多次变为每个套餐“零跑路”或“最
多跑一次”。“自然人全生命周期‘一
件事一次办’”审批服务模式相继荣
获“2021 数字政府卓越成就奖”“2022
信息化建设匠心服务管理创新奖”；
建成全区首个“12345”政务便民服务
热线管理运行体系，获评 2022年全国
十佳杰出热线典范和政务热线数字
发展优秀案例。

加快推进智慧交通建设，启动实
施“青城智慧交管”平台建设和智慧城
市建设，升级“城市大脑”管理中心，
印发《呼和浩特智慧城市信息化项目
建设管理暂行办法》，建成 16 个智慧
场景。通过采集抓拍道路状况信息和
违法行为数据，下发信号配时调整最
优方案，促进城区通行效率整体提
升。推行轻微交通事故“快处快赔”，
在交管 12123App 开通交通事故快处
功能，与保险公司协调联动，若发生无
人员伤亡的轻微交通事故，实现无需
报警、报险即可快速理赔，处理时间由
1 小时以上缩短至 10 分钟，最大限度
避免和减少了交通拥堵和二次事故的

发生。“智慧交管”与“智慧城建”“智
慧城管”三大城市智慧管理体系入选

“2021 中国领军智慧城市”和“2021 数
字化治理百强榜”。

普法工作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
内容。为持续深入推进普法宣传，我
市线上线下齐发力，通过组织开展普
法进学校、进乡村、进社区、进企业等

“六进”活动，以及开办线上“普法直
播间”，形成了普法宣传“天天见”的
局面。同时不断创新普法方式方法，
增强普法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
全市形成了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
浓厚氛围。《说法论典》在新华社平台
刊发 70 期，开展以宪法、民法典为主
要内容的普法宣传教育活动 1000 余
场次，同步解读重点法律法规，公布权
利救济渠道，引导群众依法行使权利，
理性表达诉求。

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首府新篇章

“市委十三届七次全会暨全市经
济工作会议系统全面总结了 2023 年
首府各项事业取得的新成就，让我们
真真切切感受到了首府一年来的新
变化；高瞻远瞩安排部署 2024年各项
工作，为高质量推进首府跨越赶超新
发展指明了方向。”市农牧局党组书
记、局长高涵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会
议提出的“全面打造首府现代农业新
模式”，为抓好“三农”工作理清了思
路、明确了目标、找准了路径。

谈到下一步工作，高涵说：“2024
年，市农牧局将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十
三届七次全会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刚刚印
发的《推动首府农牧业绿色高质量发

展实施方案》，精准布局首府农牧业
‘一圈一区两翼四板块’，‘一圈’即都
市现代农业圈；‘一区’即现代农牧业
发展核心区；‘两翼’即南北两翼高原
特色农牧业发展区；‘四板块’即种
植、养殖、精深加工、农文旅融合发展
四大板块。全面提高粮、乳、薯、菜、
肉五大类产品产量，2024 年，粮食生
产面积稳定在 500 万亩左右，产量稳
定在 37 亿斤左右；奶牛存栏达到 46
万头，鲜奶产量达到 220 万吨以上；
蔬菜生产面积力争突破 19 万亩，产
量突破 48万吨；肉类产量达到 14.5万
吨。”

高涵表示，为实现上述目标，市
农牧局将从 5 方面持续发力，推动首

府农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一是紧
紧围绕“为养而种”，稳步调整种植
结构。新建高标准农田 14.54 万亩，
提质改造农田 13 万亩，改良利用盐
碱地 50 万亩，集中建设 370 万亩玉米
高产稳产功能区，全力建设 22 个规
模化苜蓿、饲用燕麦种植基地，饲草
总种植面积达到 160 万亩。二是紧
紧围绕“为加而种”，着力提升种植
收益。建设旱作节水杂粮、油料生产
功能区 150 万亩。在武川县、清水河
县、和林县建设 70 万亩优质马铃薯
生 产 区 。 三 是 紧 紧 围 绕“ 为 加 而
养”，逐步改变养殖模式。推进优然
牧业沙尔营养殖园区、正缘 4 万头奶
牛养殖园区、托县 18 万头奶牛绿色

智慧养殖示范园区建设，奶牛存栏达
到 46 万头 ，肉羊存栏稳定在 300 万
只，生猪养殖年出栏达到 80 万头以
上。四是紧紧围绕“都市农业”，着
力发展高端设施农业。打造两大设
施农业发展核心区、5 个设施农业生
产示范基地、10 个设施农业示范园
区。新增设施农业 1 万亩，改造提升
5000 亩 ，设 施 农 业 面 积 达 到 10.5 万
亩。五是紧紧围绕“乡村振兴”，着
力建设和美乡村。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年内，创建示范社 40 家以上、示
范家庭农牧场 30 家以上，争创国家
级美丽休闲乡村 1 个。

（孙岳龙）

（上接第 1版）会议建议议程包括：
听取和审议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工
作 报 告 ；审 查 和 批 准 呼 和 浩 特 市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与 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呼和
浩特市 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 计 划 ；审 查 和 批 准 呼 和 浩 特 市
2023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4 年预
算 草 案 的 报 告 ；批 准 呼 和 浩 特 市
2024 年市本级预算；听取和审议呼
和浩特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呼和浩特市
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听取和审
议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通过呼和浩特市第十六届人民
代表大会部分专门委员会主任委
员、副主任委员名单；接受辞职；选
举事项等。会议建议议程需经大会
预备会议表决通过。

政协呼和浩特市第十四届委员
会第三次会议期间将安排 4 次大
会、1 次联组讨论会议、4 次分组讨

论会议。会议主要议程包括：听取
和审议政协呼和浩特市第十四届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听取和
审议政协呼和浩特市第十四届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
报告；列席呼和浩特市第十六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并讨
论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有关报告；
举行委员大会发言和联组讨论发
言；选举政协呼和浩特市第十四届
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常务委员；
审议通过政协呼和浩特市第十四届
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
工作报告的决议；审议通过政协呼
和浩特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三次会
议关于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
审议通过政协呼和浩特市第十四届
委员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市政协
十四届三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
告；审议通过政协呼和浩特市第十
四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政治决议；
审 议 通 过 有 关 人 事 事 项 ；其 他 事
项。

市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将于1月18日召开
市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将于1月17日召开

近日，内蒙古中华传统文
化促进会中华书画专业委员会
在我市成立。

据了解，该委员会聚集了
我区90余名书画艺术家，成立
后将通过每年不定期开展书画
交流研讨、采风创作、培训，出
版书画专委会名家作品集及举
办名家作品展、笔会等，加强书
画家之间交流，提高书画家的
专业水平，推动书画行业的健
康发展，助力自治区“北疆文
化”建设。

■本报记者
王中宙 摄

呼和浩特市人大常委会
关于接受崔振武辞去职务的决定
（2024年1月13日呼和浩特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呼和浩特市第十六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
决定：接受崔振武辞去呼和浩特市

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报呼和浩特
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
会议备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