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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大的力度、更暖的举措

改善民生
——访市住建局党组书记栗耀庭

●本报记者 云艳芳

聚焦重点持续发力
筑起坚固水安全网

——访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永德
●本报记者 武子暄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推动“文旅+”新型业态蓬勃发展
——访市文旅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金磊

●本报记者 杨彩霞

以实干实绩助力首府农牧业
绿色高质量发展

——访市农牧局党组书记、局长高涵
●本报实习记者 刘艳霞

守牢统计数据质量生命线
以高质量统计服务高质量发展
——访市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马芸芸

●本报记者 刘丽霞

走在前作表率
全面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访市林草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志强
●本报记者 刘丽霞

“政府工作报告对 2024 年工作
作出明确部署，站位高远、目标明
确、举措有力。给我们今年的工作
既‘标图指路’，又‘凝心聚力’，让大
家干劲十足、信心倍增，同时深感责
任重大。”市住建局党组书记栗耀庭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市住建局
将认真学习领会全市两会精神，狠
抓贯彻落实，以更大的力度、更暖的

举措改善民生，走好群众路线，办好
民生实事，将加快推进做好以下几
方面的工作。

一是在实施温暖工程方面，开展
供热问题“大起底”，通过实施互联互
通 工 程 ，建 成 主 城 区“0 型 供 热 环
网”，健全和完善以“热电＋应急”热
源保障体系，实施换热站和建筑节能
改造等工程，提升供热能力。同时，
还要推动实现供热企业“大整合”，开
展“访民送暖”行动，有效解决暖气不
热问题。二是在用水治水上，统筹推
进解决市四区以及城区周边部分住
宅小区在用水高峰期“吃水难”问题，
逐个拿出对策，推进解决。2024年建
成投用科技城污水处理厂和托清工
业园区再生水长输管线工程，进一步
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
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三是在优化交
通路网上，将推进实施昭乌达高架、
巴彦淖尔高架与南二环两座互通立
交和列入计划实施的各项重点工程，
打通“断头路”、改造背街小巷，进一
步提升道路的通达便捷度。四是在
改善居住环境上，将牵头组织各旗县

区对 229 个老旧小区实施改造，年内
开工、年内完工；同时将积极对接住
建部，申请将我市列入国家城中村改
造政策支持城市，推进保全庄、帅家
营、范家营等区块改造；推动筹集保
障性租赁住房 3000 套，助力我市实
施引人留人工程，给新市民、青年人
提供住房保障；同时，继续做好公共
租赁住房的筹集、公开摇号配租和长
期租赁补贴发放工作，最大程度惠及
中低收入家庭和基层一线等各类人
群。五是在保交楼工作方面，我们将
进一步紧盯属地政府在施工调度、交
付验收、质量安全等重点环节工作，
倒排工期、压茬推进，力争按期完成
剩余“保交楼”任务。另外，我们今年
计划在市四区、经开区以及和林格尔
新区再新建充电桩 1万个，有效解决
新能源汽车充电难问题。

总之，住建局将按照既定目标，
以更足的干劲、更实的作风干事创
业，保持事竞一流的志气、动真碰硬
的勇气、开拓创新的锐气，推动办好
各项民生实事，为奋力书写中国式现
代化首府新篇章作出应有的贡献。

“政府工作报告描绘了全市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蓝图，特别是提
到要‘抓住国家持续推动水网重大工
程建设契机，争取更多项目进入国
家、自治区规划；推动事关首府长远
发展大局的引黄入呼三期工程开工
建设’，这给水务工作划出了重点、明
确了思路，接下来我们将扎实推进各
项工作，全力完成各项目标任务，为

首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
水务力量。”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永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市水
务局将重点从三个方面发力，持续做
好首府的水安全保障。

一是强化水规划布局。继续完
善《呼和浩特市水网建设规划》《呼和
浩特市黄河流域防洪规划修编》《呼
和浩特市中小河流治理总体方案》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呼和浩特市受水
区水资源细化配置方案及配套工程
规划》四部规划，共谋划入规水利项
目 626 个，争取新增黄河水指标 3.34
亿立方米，力争我市更多项目和水指
标纳入国家、自治区“大盘子”。抓紧
开展《水网先导区建设实施方案》编
制，统筹将《水网建设规划》中的一批
亟待实施的骨干工程纳入方案，力争
成功申报自治区盟市水网先导区，加
快构建现代化高质量的首府水网格
局。

二是强化水工程实施。积极争取
2024年水利项目，紧抓“两个意见”和
水利部 26 条重点支持措施等多项政
策叠加出台的历史机遇期，以新编四

部规划和“十四五”规划为抓手，组织
旗县区加快完善项目前期准备工作，
努力与厅、部对接，争取中央预算内
资金、水利发展资金和国债等多渠道
资金支持，加快实施一批促发展、惠
民生的水利项目，确保今年水利项目
投资规模超过去年（4.37亿元）。

三是强化水服务保障。坚持从
“争取水、配好水、管住水、节约水”
四个方面下功夫，做好高质量发展的
水要素支撑。积极协调争取引黄三
期工程后续水指标，推动工程尽快开
工建设。统筹利用好地表水、地下
水、再生水，做好中心城区和 10 个产
业园区水资源配置。封闭（停）各类
自备井 2000 眼左右，进一步压减地
下水开采量。全面完成农业水价综
合改革剩余 23 万亩改革任务，督促
旗县区加快推动改革典型示范点建
设。同时要全力配合土左旗政府承
办好全区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现场
会，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健全农村
供水工程体系和运行管护机制，推动
首府农村供水工作在全区走在前、作
表率。

对于如何贯彻落实好全市两会
精神，市农牧局党组书记、局长高涵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市农牧局将
精准布局首府农牧业“一圈一区两翼
四板块”，全面提高粮、乳、薯、菜、肉
五大类产品产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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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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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市农牧局将从三方面持续发力，
推动首府农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要紧盯项目落地，全力抓好都市
农业发展。以“开局就是决赛、起步就
是冲刺”的工作态度，加快推进绿色农
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建设，伊利现代
智慧健康谷开工建设奶酪二期、高端
乳清脱盐粉智慧化生产项目，蒙牛乳
业产业园建成投产 5G数字化奶粉工
厂、日产 500吨低温乳制品项目，推动
建设武川县高原特色农畜产品产业
园、清水河县优质农畜产品加工产业
园，推动正大食品三期项目落地，建成
西贝贾国龙功夫菜超级中央厨房项
目。大力推进设施农业发展，全力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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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紧盯稳产保供，全力提升种
养殖现代化水平。一方面，市农牧
局将明确时间表、作战图，集中建设
370 万亩玉米高产稳产功能区，全力

建设 12 个规模化苜蓿种植基地、10
个规模化燕麦种植基地，饲草总种
植面积达到 160 万亩。高标准、高质
量实施“菜篮子”工程，新增露地蔬
菜种植 5000 亩。另一方面，利用好
冬季农闲季节，做好项目前期工作，
确保新建的 14.5 万亩、提升改造的
13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开春
即开工”。此外，加快建设优然牧业
沙尔营养殖园区、托县 18 万头奶牛
绿色智慧养殖示范园区和正缘 4 万
头奶牛养殖园区，确保全市奶牛存
栏达到 46万头。

要紧盯活权赋能，全力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开展农业新型主体提质
增效行动，创建示范社 40家以上、示
范家庭农场 30家以上，培育农业社会
化服务组织 66家。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以工业化、产业化、园区化
思维，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促进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进土左
旗创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清水
河县创建自治区现代农牧业产业园，
争创“中国美丽休闲乡村”1个。

“政府工作报告中一组组数据、
一个个指标、一条条举措振奋人心、
厚重提气，一个个目标、一项项工
作、一件件实事鼓舞斗志、催生动
力！”近日，市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
马 芸 芸 在 接 受 记 者 专 访 时 表 示 ，
2024 年，全市统计系统将深入贯彻
落实全市两会精神，将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贯穿于统计
工作的全过程，坚持用数据说话、为
决策服务，以“12345”工作思路推动

统计工作提质增效。
马芸芸介绍说，“12345”工作思

路中的“1”是围绕一个目标：把统计
工作置于全市经济工作大局中谋划
和推动，用发展的眼光、系统的思
维、创新的举措，为全市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提供统计支撑。“2”是树立
两个导向：树立政治导向，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
关于统计改革发展决策部署，始终把
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作
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树
立质量导向，牢牢守住数据质量“生
命线”，真实报数、科学统数、严谨核
数，确保统计数据实打实、硬碰硬。

“3”是发挥好三个作用：精心组织统
计调查监测，深化预测预判预警“三
位一体”机制，当好“预警机”；规范数
据生产流程，强化专业数据审核，做
到应统尽统、颗粒归仓，客观反映经
济运行态势和高质量发展成效，绘
好“晴雨表”；拓展统计监测领域，加
强形势分析和问题解剖，不断丰富
和优化统计产品，为市委市政府科
学决策提供依据，做好“导航仪”。

“4”是打牢四个基础：打牢思想基

础、制度基础、能力基础、作风基础，
全面提升统计系统工作效能。“5”是
攻坚五项任务：巩固统计造假专项
治理成果，完善刚性制度，强化统计
监督，落实好国家统计督察整改任
务，筑牢防惩统计造假、弄虚作假防
线；做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登记
阶段各项工作，摸清全市经济底数，
充分开发利用普查资料；加快推进
重点领域统计制度方法改革，完善
能耗和碳排放统计核算制度，积极
探索对数字经济等新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的统计监测，加强乡村振兴
统计监测；立足全市发展实际，对现
代农业、现代物流、文旅融合、新能
源消费、“六大产业集群”、高技术制
造业、装备制造业、战略新兴产业、
未来产业等方面进行专题研究，形
成一批高质量的专项调研成果；持
续加强统计基层基础规范化建设，不
断夯实统计基层基础，着力提升基层
工作水平、工作效率和数据质量。

“全市统计系统将以更加饱满的
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
作风，坚定信心、振奋精神，为首府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
统计保障。”马芸芸表示。

“2024年，市林草局将攻坚克难、狠
抓落实，全面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
全屏障，在打好黄河‘几字弯’攻坚战，强
化草原森林湿地保护修复上走在前、作
表率”。近日，市林草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志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王志强介绍，2024年，市林草局将从
九个方面抓好政府工作报告落实工作。

一是科学推进“三北”六期工程建设
和荒漠化综合治理。全年完成林草生态
建设 48万亩以上。争取将沙化和非沙

化土地治理14.71万亩、成果巩固107.06
万亩建设任务列入自治区重点任务。

二是加大森林草原湿地保护修复
力度。计划实施退化林修复25.87万亩、
退化草原修复34.5万亩、围栏封育15万
亩。建设自治区乡村绿化美化县 1个，
乡村绿化美化示范村35个；创建自治区
森林城市1个，森林乡镇4个。实施土左
旗哈素海自然保护地检测保护工程、清
水河县浑河国家湿地公园（试点）项目。

三是加快推进种质资源库建设。
在已建种质资源库基础上，新增植物标
本1000份、种子标本200份，种子活力测
定200份；对15种优质特色珍稀濒危种
子以及 23份未定名种子开展田间苗圃
实验。

四是着力提升森林草原灾害防控
能力。实施呼和浩特市（北部地区）森
林火灾高风险区综合治理工程。在土
左旗、武川县、回民区、新城区新建7套
视频监控系统、25个防火检查站和 25
辆各类防火车。开展林业有害生物监
测 604 万亩，林草有害生物防治 58 万
亩。

五是构建违规放牧预警监测智慧
平台。依托呼和浩特市智慧林草大数据
平台，对监控摄像范围内的禁牧休牧区、

重点监测区等，实时开展牲畜智能识别
和监测预警。

六是精准提升大青山前坡“生态绿
带”质量。提升改造呼和塔拉大街沿线
景观节点7处、总面积约49.7亩，实施敕
勒川草原及周边缀花草地34亩，针对呼
和塔拉大街、科尔沁北路等 4条主干道
补植补造行道树800株。实施大青山前
坡生态路网围栏提升二期工程，对奎素
村以东4.5公里范围内网围栏进行维护
提升。

七是全力推进林业碳汇先行先
试。完成 45万亩林业碳汇开发储备项
目交易。推动建设呼和浩特林业碳汇交
易服务中心，重点开展林业碳汇交易等
业务。

八是积极推进集体林权改革。全
面完成林权综合监管系统林权证信息录
入，协调自然资源等部门，完善林权流转
纠纷调处机制，共同推动林权申报和办
理工作。努力扩大集体林权流转规模，
围绕“5+4+3”现代林草产业体系，鼓励
带动“企业+合作社+农户”等多种形式
联合生产方式，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九是加快推进林草产业发展。深
入实施“强基延链”工程，推动林下经济
发展，带动当地群众增收。

“ 市 文 旅 广 电 局 将 全 面 贯 彻 落
实全市两会精神，推进重大文旅项
目建设，不断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推
动‘文旅+’新型业态蓬勃发展。”市
文旅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金磊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

金 磊 表 示 ，市 文 旅 广 电 局 将 聚
焦 产 业 端 ，推 动 文 旅 产 业 融 合 发

展。打造沉浸式场景，实现“文旅+”
向“＋文旅”转变。不断拓展文旅融
合边界，通过产业升级和空间构建，
拉长文旅产业链，推动“以旅游目的
地为核心的观光式旅游”向“文旅新
消费综合体”转变，营造沉浸式文化
感知和体验，不断催生新兴消费业
态。继续整合“吃穿行游购娱商”等
产业，依托玉泉区塞上老街、回民区
中山西路、新城区王府井奥莱如意
文旅休闲街区等，打造集“热门剧集
IP+沉浸式娱乐+主题餐饮+国潮零
售”为一体的组合型新消费综合体，
突出产品的体验感、互动性和场景
感，根据消费升级需求，促进文旅产
品业态提质增效。

市文旅广电局将把促进全域旅
游 发 展 作 为 推 动 经 济 社 会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重 要 抓 手 ，统 一 规 划 ，整 合
资 源 ，凝 聚 全 域 旅 游 发 展 新 合 力 。
结合“东西南北”特色资源，差异化
打 造 文 旅 项 目 。 北 部 有 序 开 放 大
青 山 观 光 旅 游 ，提 升 哈 达 门 、淖 尔
梁 、圣 水 梁 等 景 区 功 能 ，打 造“ 山

南山北连为一体”的高山草原旅游
区 ；南 部 开 工 建 设 云 中 盛 乐 度 假
区 、宝 贝 河 旅 游 主 题 公 园 、托 县 河
口旅游度假区等项目；东部推动马
鬃 山 度 假 区 创 建 国 家 级 滑 雪 旅 游
度假地；西部推进伊利草原乳文化
旅 游 景 区 创 建 5A 级 景 区 ，完 善 提
升 哈 素 海 旅 游 区 功 能 。 推 进 呼 和
浩特博物院、大盛魁博物馆集群等
提质升级，办好“5 · 18 国际博物馆
日”“回望千年·博物北疆”系列活
动。聚焦新兴事物和新玩法，大力
发展“城市旅游 +演唱会、节庆、露
营、非遗”等新驱动，激发消费新活
力。推出《青城蝶变》《守望北疆》
等 文 学 作 品 ，创 排《千 年 青 城》《敕
勒 歌》等 演 艺 作 品 ，举 办 全 国 乌 兰
牧 骑 展 演 ，开 展 惠 民 演 出 700 场 以
上 。 聚 焦 运 营 端 ，以 数 字 化 、网 络
化 引 领 文 旅 发 展 方 向 。 构 建 智 慧
文 旅 平 台 ，积 极 运 用 大 数 据 、云 服
务 、物 联 网 等 技 术 ，帮 助 文 旅 企 业
实现全面数字化提升，优化游客出
行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