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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制五疗药浴药材。

▼医生为患者进行拔罐治疗。

7月8日，记者走进乌兰察布市中医蒙医综合医院看到，医生正在为患者进行中医治疗。
乌兰察布市中医蒙医综合医院汇聚了众多中医（蒙医）领域的专家学者，设有多个特色科室，运用独

特的诊疗方法，为患者提供系统的治疗方案，提升了患者就医体验，并为弘扬中医（蒙医）文化作出积极
贡献。 实习记者 张可心 摄

□本报记者 孙国俊 通讯员 张明成 王佳宇

今年以来，商都县秉持“精准、规范、实效”原则，
对考核工作各环节进行系统优化，聚焦靶向、贯通链
条、强化应用，全面突破考核瓶颈与难点，树立激励
先进、鞭策后进的鲜明导向，使考核“指挥棒”真正硬
起来、实起来，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靶向聚焦，校准“风向标”。
针对以往考核指标多而杂、重点模糊的问题，县

委组织部立足高质量发展大局，主动破题、精准施
策。以《关于开展 2024 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为总
纲，精简冗余指标20%，砍掉偏离主责主业的“附加
项”“软指标”，将考核重心集中到乡村振兴、经济发
展、民生保障等关键任务上。为各级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清晰标注干事创业核心坐标，实现考核指挥
棒指向哪里，干部劲头就聚焦哪里，推动中心工作落
地生根。

——规范运行，提升“公信力”。
高度重视考核工作的严肃性与规范性，严把制

度关口，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
从源头重塑评价标准，在领导班子考核中全面推行

“优秀、良好、一般、较差”四级评价体系，清理以往各
地各单位名目繁多、标准不一的“自选动作”，堵上评
价随意性漏洞。这一规范化制度设计确保全县“一
把尺子量到底”，提升考核结果权威性与可比性，为
考准、考实干部实绩奠定坚实基础。

——重锤落点，激活“动力源”。
为根治考核结果束之高阁的顽疾，打通应用

通道，向全县印发《关于县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部 2024 年度考核结果的通报》，将评价摆在明

处，让成效获得瞩目。关键的是，将考核结果嵌入干部选任链、监督链与培
养链——对实绩突出者，优先纳入选拔视野重点培养；对落后单位负责人进
行约谈调整，责令制定有效整改方案。通过建立清晰刚性的“奖优罚劣”机
制，推动考核效能从“纸面传导”走向“立体化传导”，“干好干坏不一样”的
刚性规则得到实践验证，有效激发各级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与
担当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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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锦鹏 通讯员 诸葛瑞雪

“餐饮单位要在醒目的位置张贴比
较大的宣传标语和宣传画，让顾客一进
来就能感受到制止餐饮浪费、反对食品
浪费的氛围。”近日，在乌兰察布万达广
场顶楼餐饮区集宁区市场监管局白海
子执法中队工作人员随机检查了6家餐
饮单位关于制止餐饮浪费的工作情况。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重点检查
餐饮店内是否在店内醒目位置张贴了
宣传“光盘行动”、制止餐饮浪费的相关
标语，餐前是否引导消费者适量点餐，
餐后是否主动为顾客打包等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的服务内容。在后厨，执法人
员还对工作人员操作是否安全规范、备
餐是否有浪费现象等方面进行了检查。

多嘴超级肉蟹煲负责人刘慧在执
法人员检查完毕后告诉记者：“对于后
厨浪费，店里肯定是不存在的，因为浪
费会增加店里的经营成本。顾客点餐

的时候，我们会在点餐过程中善意提
醒顾客‘多少人点多大份量的就够了’，
在为顾客着想的同时节约粮食，拒绝
浪费。”

在九田家黑牛料理烤肉店里记者
看到，服务员根据赵先生这一桌的用餐
人数，微笑着提醒顾客赵万海按需点
餐、合理消费。

善意的提醒，不仅让餐饮单位省下
了实实在在的成本，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的意识也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我们现
在出来吃饭都是吃多少点多少，做到‘光
盘行动’，不浪费也比较省钱。平时在家
做饭也是这样，吃多少就做多少，不浪费
粮食。”市民赵万海告诉记者。

“今后，我们将继续加强监督检查，
将反食品浪费列入检查的重点内容，要
求所有的餐饮企业在加工过程中避免
过度浪费，提高食品加工利用率。”集宁
区市场监管局白海子执法中队工作人
员李云鹏表示，将继续积极倡导行业自
律，加大从业人员培训力度，规范经营
行为。同时，对于未主动向消费者进行
反食品浪费的提示，以及误导消费者超
量点餐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置。

集宁区

倡导“新食尚”不做“必剩客”

践行光盘行动

拒绝舌尖浪费

□本报记者 李璟 通讯员 马晓波

今年以来，化德县以坚定的决心和
有力的行动，全面贯彻自治区聚焦“一
条主线”、办好“两件大事”的战略部署，
锚定目标、持续加力，全力推进落实“五
大任务”，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注入强劲动力，一幅蓬勃发展的画卷正
徐徐展开。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守护绿色
家园。

在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
障方面，化德县成果斐然。2025年“三
北”工程浑善达克沙地综合治理项目
作业设计编制完成并顺利获得批复，
为沙地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和行动指
南。同时，浑善达克沙化土地综合治
理、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 2 个
项目沙化土地治理任务地块的落实，
为生态修复筑牢根基。《化德县全面解
决草原过牧问题实施方案》的制定与
实施，通过 389 轮巡查、66 起行政处
罚，有效遏制了草原过牧现象，保护了
草原生态。再生水纳入水资源统一配
置体系，2025 年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85% 以 上 ，实 现 了 水 资 源 的 高 效 利
用。《化德县 2025 年建筑节能和绿色
建筑发展工作要点》的制定，确保新
建、改扩建中的“两高”项目均符合环
保要求，为绿色建筑发展保驾护航。
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的重新修编
完成，以及《禁止秸秆焚烧 推进五化
利用》彩色挂画的广泛宣传，有效提升
了群众的环保意识。各部门依据《乌
兰察布市落实<噪声法>未明确政府

职能部门 13 个条款的分工建议》开
展噪声污染防治监管工作，将噪声
污染纳入排污许可，为居民创造宁
静 的 生 活 环 境 。 地 膜 回 收 率 达 到
85.66%，减少了农业面源污染，守护
了土地的健康。

——维护北疆安全稳定，构建和谐
社会。

在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方
面，化德县多措并举。常态化开展国
家安全宣传教育，通过进机关、进企
业、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军营、
进网络等多种形式，举行丰富多彩的
宣传活动，让国家安全意识深入人心，
全县人民的国家安全意识得到显著增
强。持续开展严打暴恐专项行动，收
集境外情报信息 124 条，有效维护了
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强化公共安全
治理，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和
应急演练活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
险救灾等工作，将各类损失降到最低
限度，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提高社会治理效能，县综治中心
于 6 月 19 日正式运行，全县 6 个乡镇
综治中心全部建成并实体化运行，为
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撑。持续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
联合组建化德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研究中心，聘请 10 位特聘研究
员，向市委统战部推送信息3篇，为民
族团结进步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打造能源资源基地，激发发展
活力。

在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
基地方面，化德县积极行动。10 万千
瓦/40 万千瓦时独立储能电站示范项
目开工建设，为能源存储和利用开辟了
新路径。对全县范围内土地资源进行
全面排查摸底，形成风电光伏规划“三
张图”，梳理可开发利用新能源容量
800万千瓦，为新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了
精准的资源保障。积极推动“科技兴
蒙”行动，县域2家企业与国内研究所、
院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3项，为科技创
新注入强大动力。积极推荐企业申报
各类科技项目，目前已梳理上报4个项
目申报2025年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
资金项目，为企业发展争取更多支持，
激发了经营主体的创新活力。

——建设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助力
乡村振兴。

在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
地方面，化德县稳步推进。截至 2025
年 5 月底，全县奶产量完成 0.11 万吨，
为农畜产品生产奠定了基础。县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开发“兴农快贷”，向从事
种养殖及农畜产品生产加工的农户、家
庭农场主、专业合作社发放经营周转贷
款，为农业产业发展提供了金融支持。
切实发挥农业保险“稳定器”作用，有效
提升养殖业抗风险能力，截至目前，安
华保险、人保财险2家公司共完成承保

温室大棚150亩，承保奶牛3629头、育
肥猪2000头、能繁母猪3084头，为养殖
户撑起了“保护伞”。常态化开展“金融
副村长”服务，推动金融资源下沉，各行
政村均已选聘“金融副村长”，为农村金
融服务提供了新渠道，助力乡村振兴战
略的实施。

——打造向北开放桥头堡，拓展发
展空间。

在建设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
方面，化德县积极拓展对外合作。内蒙
古金驼服饰有限公司在乌兰巴托建立
公共海外仓，并参加2025年“蒙商丝路
行”蒙古国中国商品展，为当地企业拓
展国际市场提供了成功范例。2025年
5月22日，由北京东城区主办的“心动
东城”旅游推介嘉年华暨惠民演出活
动，通过文旅推介、惠民演出、特色市集
三大板块，向首都市民展示了化德县独
特的草原文化和丰饶物产，提升了化德
县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配合自治区考
古研究院完成编写《裕民遗址考古发掘
报告》，为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作出了
贡献。建设非遗展馆一处，开展多次非
遗演讲和展馆活动，同时通过“乌兰察
布文旅”公众号及文旅星推官宣传文旅
资源，让更多人了解化德、走进化德，推
动了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

下一步，化德县将进一步压实工作
责任，加强统筹协调，加快推动“五大任
务”落实落地，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
有力的举措、更加务实的作风，为县域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奋
力谱写化德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自
治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多化德力量。

聚焦“五大任务”，化德县——

奏 响 高 质 量 发 展 新 乐 章 本报讯（记者 李敖民）近日，市教
育局联合市委政法委、市公安局、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市
住建局等部门，对全市中小学、幼儿园
校园安全工作开展专项督查。

督查组分别深入市直 19 所学校，
各旗县市区55所学校，采取实地查看、
查阅资料等方式，对压实安全责任情
况、安全隐患排查整改情况、校园安防
情况、设施设备维护情况、消防安全建
设情况、食品安全情况、周边治安情况、
预案修订情况等内容进行督查。针对

督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督查组均与学
校负责人、旗县市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
进行了意见反馈，同时要求各地各校落
实专人跟踪整改制度，确保整改落实到
位、问题整治到位。

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多
部门联合开展的校园安全专项督查行
动，不仅是对校园安全工作的一次全面

“体检”，也是对师生安全的有力守护。
下一步，将持续关注校园安全整改情
况，形成长效监管机制，为校园安全保
驾护航。

我市多部门联合开展校园安全检查

□本报记者 孙国俊 通讯员 张蜀雁

在四子王旗，有这样一支队伍，他
们以法律为剑，守护着农业生产的安
全与稳定；他们以履责为盾，捍卫着农
民的合法权益和乡村全面发展。他
们，就是四子王旗农牧业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

6 月 25 日上午，在四子王旗华兴
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四子王旗农牧业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执法人员正在进
行严格细致检查。公司负责人陈树生
对记者说：“有执法大队严格把关，农
民才会放心地购买各类农资，我打心
底感谢他们。”

来自大黑河乡大杨油房村村民陈
树生和杨秀芳夫妻正在购买化肥，杨秀
芳说：“我们家今年共种植马铃薯、向日
葵、玉米 180 多亩，今天来买化肥。他
们公司的产品质量好、服务好、信誉好，
买得放心用得安心。”

跟随执法人员们忙碌的脚步，记者
来到四子王旗金丰农资经销部。该农
资经销部主要经营各种化肥，包括长效
复合肥、叶面肥、水溶肥、液体肥等 30
多个品种，可以满足全旗马铃薯、向日
葵、玉米、南瓜等各类农作物所需要的
各种肥料。

只见执法人员对各类产品的登记
证号、执行标准、生产经营许可证、备案

号、适用范围以及厂家出厂的质检报
告、产品包装等内容进行详细检查，并
通过手机查阅一一验证。

“他们严格按照国家的要求进行各
项检查，不仅对我们的产品进行严格把
关，全力保障农民购买的产品安全放
心，还为我们从各个厂家进回来的产品
进行严格把关，全面保障我们经销商的
切身利益。”四子王旗金丰农资经销部
负责人刘建平说。

在华信农药门市部，执法人员耐心
细致地对该门市部所经营的70多种农
药进行检查。

华信农药门市部经销商闫瑞芳对
记者说：“10 多年来，我们不仅会全力
配合他们的各项检查，还严格按照国家
的相关要求进行合法经营，为确保广大
农民的根本利益和粮食安全尽自己的
一份力量。”

作为全旗仅有的两家经营“限制农
药”之一的华信农药门市部，工作人员
对该业务的检查更是严之又严、慎之又
慎。四子王旗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
队队长韩昆对闫瑞芳一再强调：“这个
限制农药一定要做好台账，对购买者严

格落实身份登记制度，按照限制使用类
的要求，明确使用范围、使用作物以及
使用量，千万要签订‘用药承诺书’，并
跟踪指导、监督农户用药。”

“放心吧，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们绝
对不敢轻视，一定会按照‘限制农药’的
销售要求进行销售并跟踪服务。”闫瑞
芳答道。

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工作不为人
知，是基层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人员的
普遍感受。护农兴农、服务“三农”、执
法为农、奉法强农——这些词汇，是常
年奔走在一线的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人
员对农业执法工作最直白的概括。

上有顶层设计擘画，中有监管部门
要求，下有执法办案需要。勤学苦练强
本领，正逐步内化为农牧业综合行政执
法队伍的自觉行为选择。近年来，在加
快建设农业强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
新征程上，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各项工
作专业化、专门化、精细化程度越来越
高，对执法人员的专业能力、专业素养
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

“2024年，乌兰察布市举办农牧业
综合行政执法‘比武练兵’活动，作为四

子王旗代表队的一员，我有幸参赛，并
与队员共同获得团体一等奖。”四子王
旗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工作人员
赵丽新高兴地说。

不须扬鞭自奋蹄。该队自成立以
来，严格守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不仅
常态化地深入全旗大大小小的农资公
司、经销部、兽药店、农机公司，检查农
资、农机具、兽药品种质量和销售情况，
还走村串户、深入田间地头宣传购买各
类农资、农机具、兽药的相关知识，引导
广大农牧民选择正规渠道购买，降低各
类风险。

“我们大队平均每年出动执法人员
360余人（次），检查农资、农机具、兽药
经营单位180余家（次），发放农药安全
使用告知书、种子购买注意事项告知
书、肥料鉴别告知书、《给农牧民朋友的
一封信》等8000余份，并在农村牧区公
共场所及各类经营场所张贴防止坑农
害农海报500余份。”韩昆介绍道。

“全市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优秀组织奖”“全市农牧业案卷评查活
动二等优秀案卷”“全市农牧业案卷评
查活动三等优秀案卷”“全市农牧业综
合行政执法‘练兵比武’第一名”……
一项项荣誉的背后，是四子王旗农牧
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全体成员脚踏实
地、履职尽责、不畏艰难、辛勤付出的
有力见证。

以法律为剑、以履责为盾，四子王旗——

强 化 执 法 监 管 护 航 乡 村 振 兴

本报讯（记者 孙国俊）7月10日，
察哈尔高新区企业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捐赠仪式在察右前旗巴音塔拉镇八苏
木村举行。

仪式上，察哈尔高新区企业向察右
前旗巴音塔拉镇八苏木村捐赠了公共
基础设施建设物资，标志着高新区的爱
心企业力量正式融入察右前旗巴音塔
拉镇八苏木村乡村振兴的宏伟事业。
同时，为表彰企业的无私奉献与社会担
当，察右前旗巴音塔拉镇为参与本次捐
赠的爱心企业回赠了锦旗。

“捐赠不仅是物资的流淌，还是责

任与希望的传递。”捐赠企业代表负责
人表示，将继续推进有关智能算力产业
的投资和建设，通过项目产业的投资和
运营，带动当地产业和民生的发展，并
与园区管委会和镇政府一起寻找更多
的发展方向，使产业、政府、民生能够协
同发展、共创共荣。

“深化政企联动，共绘美丽乡村新
图景。”察哈尔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捐赠为契机，进
一步加强政企合作，凝聚各方力量，让
高新区成为引领乡村振兴的创新高地、
让巴音塔拉镇的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让企业成为践行社会责任的先锋力量，
通过“企业+乡村”的模式，实现“产业
发展成果共享、城乡资源优化配置”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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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落实“五大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