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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用行动书写城市文明
●本报记者 杨彩霞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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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在首府的大街小巷、楼宇之间，游
园绿地随处可见，改造后的老旧小区干净
整洁、面貌一新……一处处变化让青城的
老旧小区重新焕发精气神。

这只是首府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用看得见的惠民之举、摸得着的利民之
措，让城市文明提升成为惠及群众生活的
一个缩影。

2023年，呼和浩特市围绕“宜居”城市
建设，完成老旧小区改造 309个，实施棚户
区改造7个，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

今年，呼和浩特市将打通一批严重影
响群众出行的“断头路”，提升改造一批背
街小巷；改扩建停车场 108处，新增停车位
4.4 万个；实施老旧小区改造 229 个，筹集
保障性租赁住房 3000 套，解决 496 个小区

“吃水难”问题；开发提升群众家门口的公
园游园 200 个、城市绿道 200 公里、节点绿
化 1000处，让群众能够“推窗见绿、出门入
园”。

“这次改造后环境比过去好了很多，有
了凉亭，出来也有了休息的地方。”今年 3
月，赛罕区对和兴园小区进行改造，经过几
个月的施工，改造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看
到小区改造的成果，居民张敏高兴地对记
者说。

除了老旧小区改造，城区背街小巷的
变化也不小——路面干净整洁，车辆停放
有序，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文化墙散
发着浓浓的文化气息。

今年以来，呼和浩特市把满足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提升城市文明的
价值取向，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教育和医疗是最大的民生，牵动着千
家万户。一年来，呼和浩特市不断优化医
疗、教育资源供给，提升公共卫生和医疗服
务保障水平。建成投用中小学、幼儿园 14
所，新增学位 7680个。组建城市医疗集团
3个，建成县域医共体5个。

一年来，呼和浩特市以“绣花”功夫管

理城市，切实让提升城市文明工作成为民
心工程。

以提升城市功能品质为着力点，呼和
浩特在精心规划城市，精心建设城市，依
托大青山浅山区、大小黑河水系生态带、
城市道路绿廊系统和全域综合公园体系，
不断完善便民、惠民、利民的“15分钟生活
圈”。

2023 年，呼和浩特市 5 个旗县区入选
内蒙古自治区文明城市，9个村镇获评内蒙
古自治区文明村镇，38个单位获评内蒙古
自治区文明单位，9户家庭获评内蒙古自治
区文明家庭，12所校园获评内蒙古自治区
文明校园，10个社区（小区）获评内蒙古自
治区文明社区（小区），38人被选树为呼和
浩特市道德模范，100 名青少年被选树为
呼和浩特市“新时代好少年”，5人荣登“内
蒙古好人榜”，呼和浩特市获评 2023中国最
具幸福感城市。

一年来，呼和浩特市持续开展了“榜样

就在身边”学习宣传教育活动。市民群众
在公园、广场、公共文化设施、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 1300余处
点位都能看到模范典型公益海报。

一年来，呼和浩特市以大力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以法治力
量涵养城市文明，在贯穿结合融入上下功
夫、在创新载体上下功夫，各项工作扎实推
进、成效显著。

随着提升城市文明工作的深入推进，市
民群众的行为习惯在改变，素养在提升。犬
主人自觉给狗拴上狗绳、司机自觉礼让行人、
行人过马路自觉等候红绿灯……

小到在公园健身器材旁设置方便群众
挂衣服的衣帽架，大到网格化保障“青城
蓝”，首府城市的建设和管理变得越来越人
性化，越来越精细化。

从一处美向处处美，从环境美向生活
美，从外在美向内涵美，呼和浩特正在用行
动书写着属于这座城市的文明。

本报讯（记者 祁晓燕）连日来，回民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结合肉制品专项整治，以

“四个坚持”推进食品安全治理工作，保障
高温天气下的食品安全。

坚持基础性工作，明确检查领域。依
据履职领域和近期重大活动安排，重点加强
对消费量及人流量较大的超市、餐饮店、卤
菜摊等食品经营单位及热门消费场所的冷
冻食品、生鲜肉、消暑饮品、果蔬、凉菜、卤肉
等的检查，做好市场监管食品安全保障。

坚持强化风险防控，主动识别风险
点。针对夏季食品贮存条件高、易变质、时
令性强的特点，重点查看食品采购进货查
验、索证索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及商户经
营场所的卫生状况、食品添加剂使用、“三
防”设施、制作加工过程是否合规和原料成
品保存情况等。督促食品经营者定期对售
卖场所开展自查，需要冷藏的食品，确保在
销售的时候是在冷鲜柜中冷藏存放。要求
食品要分类分架、离墙离地放置，同时要求
贮存场所有防腐防尘等设施设备。

坚持依法行政，促进两个责任同落实
双提升。对照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等做好

“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让经营者认识
到对供应商索证索票的要求来源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属于强制性要
求，如果未按要求索证索票，不仅违反法律
规定，还埋下了食品安全风险隐患。通过
国家政策和食品安全监管相关法律法规培
训，以“制”促“治”的方式进一步规范自由
裁量、听证、复议诉讼等行政执法监督程
序，同时提升主体责任人的专业能力和合
规意识，保障食品安全监管全程治理有法
可依。

坚持认真组织研判，把握重点，积极稳
妥回应社会关切。关于涉及食品安全方面
的舆情、投诉举报经查属实及抽检不合格
等问题，第一时间进行调查处理，及时有效
化解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维护食品市场秩
序良好稳定，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
度。上半年共计受理食品类投诉 101 件，
均已妥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