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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农村牧区的事情，
关键在党。实施好乡村振兴
战略，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

“三农三牧”工作的领导，切
实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
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
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提高新时代党领
导农村牧区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区“三农三牧”
工作的实践与成就充分表明，党的领导
是做好农村牧区工作的根本保证。面对
新时代我区农村牧区工作的任务和要
求，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把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以强
有力的组织领导保证有效实施。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要发挥好
党管农村这一重要政治优势，强化责任

落实，确保乡村振兴战略不折不扣落到
实处。要健全党委全面统一领导、政府负
责、党委农牧工作部门统筹协调的农村
牧区工作领导机制，建立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责任制，建立盟市旗县党政领导班
子和领导干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绩
考核制度，理顺职责分工，坚持工业和农
牧业一起抓、城市和农村牧区一起抓，把
农牧业和农村牧区优先发展体现在各个
方面。要建设一支懂农牧业、爱农村牧

区、爱农牧民的工作队伍，为我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提供坚强支撑。

乡村振兴不是一句口号，讲究的就
是一个“实”字。加强党对“三农三牧”工
作的领导，要在强化规划引领、强化改革
动力、强化投入保障见真章。必须坚持理
念先行、统筹考虑、因地制宜，不断增强
规划的前瞻性、约束性、指导性和操作
性。必须持续深化农村牧区改革，让农村
牧区资源要素活化起来，让广大农牧民

积极性和创造性迸发出来，
让全社会支农支牧、助农助
牧、兴农兴牧力量汇聚起来。
必须健全投入保障制度，创
新投融资机制，拓宽资金筹
集渠道，加快形成财政优先
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
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

农村牧区发展的新时代已经开启，
更广阔的世界等待我们接续奋斗，更辉
煌的未来等待我们奋笔疾书。只要全区
各级党员干部胸中有蓝图，脚下有路径，
展现谋划发展的“全视角”，拿出担当责
任的“铁肩膀”，用好落地落实的“绣花
针”，就一定能不断开创新时代我区“三
农三牧”发展的新局面，满足广大农牧民
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转自《内蒙古日报》）

“过去处理秸秆的方法就是把秸杆拢起来
烧，火烧起来浓烟特别大，什么也看不见，呛得
不行。”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吉格斯太镇张义城
窑子村村民任云说到烧秸秆的场景直摇头，“有
了秸秆回收利用企业，你瞧，现在的农村变新、
变亮、变美了，我们也过上了生态宜居的乡村生
活啦！”

作为传统农业大旗，达拉特旗每年种植玉
米、向日葵、小麦、水稻等作物 200 多万亩，产生
秸秆 70 万吨。以往的秸秆除叶子可喂牲口外，
剩余的全部以焚烧为主，利用率低，还造成了环
境污染。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生态宜居是题中之
义。实现生态宜居，就要加强农村生态保护，把
农业绿色发展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我们借助
秸秆的综合利用工程，进一步提高了秸秆的综
合利用率，不仅让资源变废为宝，也使农村环境
得到了改善。”达拉特旗农牧业局畜牧股股长闫
海明说，为实实在在解决秸秆处理难的问题，达
拉特旗把目光瞄准了秸秆饲草料化项目。2017
年底，全旗首条秸秆加工饲草料生产线在内蒙
古正时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上马，每天可消化秸
秆 80 至 100 吨。

“我们将秸秆揉撕、粉碎、除尘、塞土、加压、
加工，包装后送到大牧场。饲料产品适口性比较
好，牛羊很爱吃。”内蒙古正时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李文亮说，去年，公司实现了收储秸秆
5000 吨的目标。今年他们准备再上一条生产线，
年生产玉米秸秆能力将达到 2 万吨。

企业大量用秸秆加工饲草料，也给农民增收
开辟了新道路，过去大伙儿都不要的秸秆，现在
能以每吨 380 元的价格回收。“正时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收购玉米秸秆，我就回收地里的秸秆卖给
正时公司。两三个月里，我雇了 8 个人，挣了 10
万多块钱。”吉格斯太镇大红奎村村民田大楞靠
秸秆回收挣了钱。

据闫海明介绍，达拉特旗通过政府引导、市
场运作、多方投入的模式，初步实现了秸秆收集、
贮存、运输、加工的市场化运作。旗里还成功引进
年消耗 10 万吨秸秆生产水肥和固肥的大项目，
将在全旗范围内实施土地深松深翻和秸秆还田
项目 4 万亩，推动秸秆的肥料化利用。今后将重
点提升秸秆的资源价值，推动农牧业绿色发展。

(转自《内蒙古日报》）

本报讯 （记者 高玲）
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深化

“放管服”改革，今年 2 月
份开始，我旗市场监督管
理局大胆改革，自我加压，
进行了“最多跑一次”改
革，按照让市场主体办事

“最多跑一次”的理念和目
标，减少审批事项，提高办
事效率和服务质量，实现
了 66 项审批服务“最多跑
一次”。

首批公布的 66 项“最
多跑一次”审批服务主要
包括企业、个体工商户、农
民专业合作社的设立、变
更、注销登记等，占市场监督管
理局所有审批服务项目的四分
之三，涵盖了日常大部分审批
服务。

如何实现“最多跑一次”
呢？拿公司设立业务来说，以前
公司取好公司名称后要先到市
场监督管理局 1 号窗口核准名
称；名称核准后再到 2 号窗口
递交相关材料，材料齐全可受
理的发放受理通知书；3-5 日
审核完毕后，市场主体再去 3
号窗口领取营业执照。现在，市
场主体在网上核准名称、填写
资料，只需跑一趟到现场递交
资料，窗口工作人员审核无误，
简单业务就可当时发证，而且
材料接收、审核、发证在一个窗
口就可办结。

让人民群众少跑腿就要让
信息多跑路。造成群众“多跑
腿”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项
是，准备哪些资料群众不清楚、
办事的流程不清楚。这次改革
中，市场监督管理局拓宽了咨
询的渠道，除设置专门咨询热
线、导办台外，在微信公众号建
立“办事大厅”，办事群众可通
过关注达拉特旗市场监督管理

局公众号查询资料要件和办事
流程，还可通过微信预约叫号。
同时，进一步完善了网上办事
大厅建设，重点推进全程电子
化登记系统的应用，开通网上
咨询、网上查询、网上预约、网
上登记、网上申报等功能，群众
可以通过网络咨询和上传资
料，并可得到工作人员的及时
反馈。新增了邮寄业务，不方便
来取证的群众可通过邮寄的方
式送达。

群众“少跑腿”，工作人员
就得“多努力”。“最多跑一次”
改革的关键，是市场监督管理
局打破陈规惯性，大胆改变了
内部审查制度，从原来的“一审
一核”变为“一窗办理、审核合
一”，也就是原来可能需要到 3
个窗口办的业务现在 1 个窗口
就可以办理，窗口工作人员既
负责受理也要负责审核和发
证。而对窗口的工作人员来说
更加紧张和忙碌了，他们承担
了更大的责任，“最多跑一次”
的承诺倒逼他们缩短办事的时
间，提高工作效率，规范办事流
程。年内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梳
理、分析所有登记事项，成熟一

批、公布一批“最多跑一次”事
项清单，到今年年底，通过改革
基本实现市场主体办事“最多
跑一次”的要求，并进一步增加

“零跑腿”项目。
靖熹财务公司的谢慧经常

到窗口办理业务，从 3 月中旬
“最多跑一次”改革实施以来
感受非常明显，她说：“现在比
原来省事多了，以前办公司设
立业务得跑两三趟，有时得反
复跑来修改，现在网上就可修
改，简单的业务当天就可以拿
证。”

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最多
跑一次”作为承诺公布张贴，他
们承诺“八个一”：一键取号、一
打就通、一口说请、一站导办、
一窗受理、一网通办、一次办
结、一单速达。市场监督管理局
相关负责人王军说：“推行‘最
多跑一次’改革就是想彻底解
决群众办事慢、办事难的问题，
希望我们这快了，其他部门和
环节也快了，为市场主体提供
良好的营商环境。”

乡村振兴关键在党
———三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农村牧区工作会议精神

内蒙古日报评论员

66 项审批服务“最多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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