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2 日，由内蒙古自
治区社会体育服务中心、玉
泉区政府主办的 2024 年内
蒙古自治区大黑河千岛湖骑
游活动在玉泉区清屿林夕房
车营地启动，700 余名骑行
爱好者参与。

本次骑行路线自清屿林
夕房车营地出发，途经网红
桥、堤顶南路、林下空间，最
后返回起点，环绕大黑河千
岛湖，全长约22公里。

■本报记者 苗欣 摄

2024年内蒙古自治区
大黑河千岛湖
骑游活动举行

内蒙古2025年度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笔试开考
本报讯（记者 吕会生）11 月 2

日，内蒙古 2025 年度事业单位公开
招聘工作人员分类笔试在全区 12
个盟市同步开考。

此 次 考 试 面 向 社 会 公 开 招 聘
14840 人，共有 28.3 万人报名，其中
有 3.8万多名考生来自区外，实际参
加考试人数为 24.3 万人，招聘人数
和报名人数创历年新高。

内蒙古此次将 2025 年全区事
业单位公开招聘考试提前至 2024
年 底 前 组 织 ，成 为 全 国 率 先 开 展
2025 年 事 业 单 位 公 开 招 聘 的 省
份。人社部门会同编制部门充分
挖掘地区和部门机构编制资源，将

2025 年 12 月底前退休职工的编制
用于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较同期增
加 2860 个岗位，进一步发挥事业单
位公开招聘在促进高校毕业生就
业方面的积极作用。

此外，此次招聘建立“招聘直通
车”，通过免笔试、直接面试的方式
招聘高层次、急需紧缺专业人才 191
人。为鼓励引导高校毕业生向基层
一线流动，此次招聘设置基层千人
计划，面向年龄 40周岁以下、不限专
业或医学类、大专以上人员招聘，并
约定最低服务年限 5年，可有效缓解
旗县以下事业单位招人难、留人难
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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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值”与内涵并重

呼和浩特城市建设更有范儿
●本报记者 吕会生

跑步、慢走、骑行、闲聊、赏景、观
光，无论是城区花卉布置、老旧小区改
造，还是“一廊两轴五带”文旅发展格
局的提升……在这些抬头可见、触手
可及的变化中，呼和浩特市的城市品
质持续攀升。

走进赛罕区富兴社区老旧小区和
兴园小区，整修后的楼体焕然一新，停
车位整齐划一，凉亭造型别致，柏油路
平坦顺畅，一个环境优美、配套设施升
级的“新”小区呈现在居民眼前。

和兴园小区曾是呼和浩特市灯
泡厂区，因建成时间久，存在破旧基
建多、违章建筑多、停车难、文化设施
与活动场地少、路面破损、市政设施
老化严重、供热二次管网腐蚀、社区
配套服务差等突出问题。2024 年，赛
罕区对和兴园小区进行老旧小区改
造，将居民文娱生活、“为老为小”服
务作为重点，打造居民议事长廊，让
老小区焕发新活力。如今，和兴园小

区面貌焕然一新。
“小区改造累计投入 7003万元，在

‘基础——完善——提升’三个层面发
力，广泛吸纳居民改造建议 36条，凝聚
思想共识，使小区改造从‘政府干群众
看’变为‘政府群众一起改’，深化了

‘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和兴园小区
文化。”赛罕区人民路街道富兴社区党
委书记王一旨表示，改造和兴园既是
解决民生难题、创造高品质生活的关
键之举，也是推动城市更新、高质量发
展的有力行动。

老旧小区改造是关乎群众利益和
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重要民生工程。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全力推进老旧小
区改造工程，统筹城市发展与群众利
益 ，增 强 文 明 城 市 建 设“ 硬 实 力 ”。

2023年，共完成 309个老旧小区改造，
涉及居民 51085户，解决了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实现从“改房子”到“改生活”
的转变，提升了居民生活品质。2024
年，呼和浩特计划改造 229 个老旧小
区，涉及居民 44810户，改造后引入物
业服务企业等相关工作，扩大物业管
理覆盖面，把好事办实。

2023 年，呼和浩特紧紧围绕打造
发展能级全面提升的“实力之城”、产
业集群优势突出的“发展之城”、城市
品质显著提升的“美丽之城”、创新动
能蓬勃增长的“活力之城”和青年向
往、老人安康的“幸福之城”的目标定
位，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宜学、宜养、
宜游“五宜城市”。今年，呼和浩特市
以“绣花”功夫管理城市，以提升城市

功能品质为重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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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了“15
分钟生活圈”。

外创环境与功能、内创精神和素
质，既扮靓城市“面子”，又做实幸福

“里子”，呼和浩特市的城市文明程度
和市民文明素质显著提高。

“我本打算等孙子上学就回老家，
可在这儿住了几年，适应了青城生活，
越来越喜欢，就把老家房子卖了，在首
府定居。”呼伦贝尔市阿荣旗的汪女士
说，呼和浩特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看
病就医方便是她在此养老的原因。

越来越多的市民感受到呼和浩特
变得更加便利舒适、美丽宜居。这些
变化背后是呼和浩特市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的持续改进创新。随着城市环境
改善、民生福祉增进、幸福厚度增加、
城市文明建设深入，市民的幸福感和
获得感不断增强。

我看青城新变化

本报讯（实习记者 贾璐 贾思敏）
11月 2日，“北疆少年心向党 信心满
怀向未来”2024年呼和浩特市“新时
代好少年”宣讲活动启动仪式在内蒙
古青少年生态园举行。

本次活动由呼和浩特市精神文
明建设办公室联合市教育局、团市
委等部门开展，旨在提升青少年爱

国情怀，展现首府青少年良好精神
风尚。

活动当天，“新时代好少年”及家
长、老师参加了研学活动开营仪式，7
名“新时代好少年”进行了红色故事宣
讲、先进事迹分享等。随后，与会少年
参加了“重走长征路”研学体验活动，
并开展了体能拓展活动。

2024年呼和浩特市
“新时代好少年”宣讲活动启动仪式举行

本报讯（记者 王中宙）近日，由呼
和浩特市文联、市摄影家协会等主办
的“呼和浩特市首届青少年手机摄影
大赛”获奖名单揭晓，包括少年组、青
年组共48幅作品获奖。

本次大赛得到了全市广大青少

年摄影爱好者的积极响应。经评委
会成员认真负责的多轮评选，最终评
选出少年组一等奖 2幅、二等奖 4幅、
三等奖 8幅、优秀奖 9幅；青年组一等
奖 2 幅、二等奖 4 幅、三等奖 8 幅、优
秀奖11幅。

“呼和浩特市首届青少年手机摄影大赛”
获奖名单揭晓

我区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更好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上接第1版）纵深推进基层组织
建设制度改革，进一步增强党组织政
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深入推进抓党
建促乡村振兴，实施嘎查村集体经济
扶持引领、乡村振兴“比武争星”、抓
乡促村带户 3项行动，完善驻村第一
书记和工作队选派管理机制。着力
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制定《北疆
红色网格治理服务工作指南》，出台

《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持续整治
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开展“小马拉
大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攻坚，苏木
乡镇街道平均压减职责事项 225项，
嘎查村社区平均减少工作事务 60余
项，督促 1592名从基层借调人员“返
岗归队”。常态化开展“感党恩、听党
话、跟党走”群众教育，分行业分领域
健全为民办实事等工作机制。完善党
员教育管理和作用发挥机制，制定贯

彻落实不合格党员组织处置办法的
《任务清单》，实施“北疆先锋行动”。

构建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
发展体制机制，为办好两件大事提供
人才支撑。深入落实自治区《关于加
强和改进新时代人才工作的实施意
见》，出台《关于实施“英才兴蒙”工程
若干政策的意见》，不断打造人才工
作大体系、大格局、大合力。进一步
加强人才平台建设，大力支持“一中
心四园区”错位发展，健全京蒙常态
化人才交流协作机制。进一步健全
人才引进培养机制，以实施“两行动
三工程”为牵引，围绕科技“突围”引
进一批研发型技术型高端人才。进
一步完善人才服务保障政策，对本土
人才和引进人才实行统一划分标准、
同等服务保障，让各类人才在内蒙古
安身安心安业。

本报讯（记者 徐桂敬 李海珍 通
讯员 康茹）近日，位于和林格尔县的
中粮饲料（呼和浩特）有限公司一期年
产 18万吨反刍饲料项目投料试车成
功，标志着和林格尔县在绿色农畜产
品加工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赛道上再
次迈出坚实步伐。

据悉，中粮饲料（呼和浩特）有限

公司年产 36万吨反刍饲料新建项目
总投资2.2亿元，占地面积56亩，分两
期建设。一期年产 18万吨反刍饲料
项目建设 1条 30吨/小时的反刍饲料
生产线，产值可达7亿元，税收超1000
万元。一期投产后将在预留地上同步
建设二期，全部建成后，产值将达到
15亿元。

中粮饲料（呼和浩特）有限公司
年产18万吨反刍饲料项目投料试车成功

近日，“公益福彩 圆梦助学”内蒙古福彩资助贫困学生捐助仪式在呼和浩
特民族学院举行，内蒙古自治区福利彩票销售管理中心向呼和浩特民族学院
100名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捐助福彩公益金20万元。■本报记者 王中宙 摄

本报讯（记者 宋向华）10月 29日，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
的《内蒙古自治区预算绩效管理条例》
贯彻实施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9月
27日，《内蒙古自治区预算绩效管理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经内蒙古自治
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成为全国第
二家在省级层面出台预算绩效管理地

方法规的地区，实现绩效管理工作在
全区立法层面的新突破。

据自治区财政厅介绍，制定《条
例》，是解决现有制度约束作用不足的
现实需要，是破解当前预算绩效管理
工作难题的迫切需求，是深化财政体
制改革、提升财政管理水平的重要举
措。《条例》依据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
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

际，坚持问题导向，把绩效管理的法治
化作为提质增效的发力点，围绕事前
绩效评估、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
控、绩效评价、绩效结果应用、绩效管
理监督等关键环节对预算绩效管理的
主体、内容及责任等作出明确规定。

自治区财政厅表示，下一步将以
《条例》出台为契机，全面深化零基预
算改革，打破部门预算安排和资金分

配的基数依赖，建立健全财政支出政
策定期评估和动态调整、退出机制，实
施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加强财政资
金资源的统筹整合，完善大事要事保
障机制，优化支出结构、规范支出行
为、提高支出效益，强化预算对中央和
自治区重大决策部署保障能力，为办
好自治区两件大事，实现“闯新路、进
中游”目标提供坚实财力保障。

内蒙古自治区出台预算绩效管理地方法规

本报讯（记者 宋向华）10月 29日，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的
全区提升矿产资源保障能力情况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全区已查明资源储量矿产
149种，重要矿产资源储量丰富，其中，煤
炭、稀土、普通萤石、锆、铌5类矿产资源
保有储量居全国首位，钼、晶质石墨、锡、
铌钽、铟、锗6类矿产资源保有储量居全
国第二，磷矿资源保有储量居全国第三，
金、锂 2类矿产资源保有储量居全国第
四。矿业产业发展潜力巨大，目前已基

本形成地质调查、勘查、采选、冶炼、加
工、应用产业链条，具有将规模、市场、技
术优势转化为战略优势的重要基础。

强化地质勘查投入，实现新一轮找
矿突破。全区财政出资地质勘查项目
成果显著，新发现包括金、铜、钼、钨、萤
石、银、铅、锌等矿种在内的矿产地 26
处。通过对提交的254个区块建议进行
核查，符合出让条件区块有 57个，包括
铜、金、铁、钼、铌、银、铅、锌、晶质石墨
等多个矿种，总面积超 1500平方千米。

“十四五”期间，全区战略性矿产实现大
幅增储，8个矿种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
战略性矿产增储任务，铁矿新增资源量
约4亿吨、金新增约140吨、锂矿新增约
70万吨、钼矿新增约 5万吨、锡矿新增
约 6万吨、晶质石墨新增约 1700万吨、
萤石新增约800万吨。

加强战略资源和能源基地建设，强
化矿产资源要素保障。“十四五”期间，
全区市场化出让矿业权 138宗，矿业权
出让收益总额超 500亿元，有力支持了

地方经济发展。
拓展区块来源，强化矿业权市场

化出让。“十四五”期间，稳步推进煤
炭、稀土等 16处能源资源基地建设，70
处国家规划矿区建设，已通过市场化
方式推动中石化年产 80 万吨煤制烯
烃、荣盛绿色一体、久泰年产 50万吨乙
二醇等重点煤化工项目取得 40.6 亿
吨、年产 1600万吨原煤保障，逐步解决
国能、宝丰、汇能等自治区重点煤化工
项目用煤需求。

全区基本形成地质调查勘查采选冶炼加工应用产业链

本报讯（记 者 孙 岳 龙）10 月 30
日，记者从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
召开的“全民消防 生命至上”主题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为营造安全消防
环境，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以高
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内蒙古
推动消防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
转型。

针对今年以来的火灾形势和消
防工作特点，内蒙古坚持预防为主，
突出问题导向，在消防安全治本攻
坚三年行动的基础上，深入组织开
展一系列消防安全治理专项行动。
全区集中开展除火患攻坚行动，夯
实基层末端消防治理基础；开展打
通消防“生命通道”专项行动，推动

整改占堵消防车道、封闭安全出口
问题 3.8 万处；开展电动自行车安全
隐患全链条整治专项行动，严防电动
自行车发生安全事故；对重点行业领
域和“顽症痼疾”，开展针对性整治，
力争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今年 1 月 1 日至 10 月
29 日，内蒙古火灾形势保持平稳，火

灾总量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同时，内蒙古大力推动基层消防

力量建设，截至目前，已建成消防安
全检查指导中心 1024 个、乡镇苏木
政府专兼职消防队 690 个，基本实现
了乡镇、苏木、街道三级消防力量全
覆盖，初步建立起适合内蒙古实际
的基层消防力量体系。

内蒙古推动消防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