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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旗召开网格化试点推进会暨业务培训会

本报讯（记者 白晶晶）11 月 27 日，我旗召
开网格化试点推进会暨业务培训会。旗委书记
奇·达楞太出席会议并讲话，旗委常委、办公室
主任马林主持会议，各苏木镇、街道主要负责
人，部分嘎查村、社区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奇·达楞太指出，社会治理是在党委政府主
导下的源头性、基础性、综合性工作，构建全覆
盖、齐抓共管的网格化工作格局意义重大。目前
全旗网格化试点工作总体上进展良好，但还存
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认识方面上存在偏差，认
为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仅仅是苏木镇、街道的
工作。二是工作推进上不平衡，存在点上突破、
面上平铺直叙，苏木镇推进力度小、效果弱，“三
治融合”力度不够等问题。三是技术保障上有待

加强，个别技术人员不熟悉网格化服务管理信
息系统和手持终端的使用方法。

针对下一步工作，奇·达楞太要求，在思想
上要再统一再提高，构建全覆盖、齐抓共管的网
格化工作格局意义重大，近几年我旗社会和谐
稳定、经济稳中有进，离不开党的领导和社会治
理，实施网格化管理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深度融
合，依然是新形势下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
要求。要加强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
网格化服务管理中的引领带动作用，党委要高
度重视、亲自研究，成为“行家”，不可当“甩手掌
柜”。要认真划好三级网格，明确“为什么要划网
格”“怎么划网格”，要立足本地工作实际，从治
理高度研究，切实抓好试点工作任务的落实。要

研究完善运行制度，各试点要制定具体的实施
细则，明确工作职责和要求，因地制宜、精心策
划、严密组织，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网格化服务管
理工作的全面落实。

马林对我旗前一阶段网格化试点推进工作
进行了总结，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具体安排部署，
并对《达拉特旗基层社会治理“3+X”网格化试点
工作实施方案》进行了全面解读。

会上，工业街道党工委书记韩君明介绍了
工业街道网格化试点整体情况，工业街道兴盛
园社区、昭君街道新华社区、锡尼街道召南社区
分享了网格化试点经验。会后，与会人员现场观
摩学习了工业街道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的具体
做法、模式。

初冬时节，恩格贝镇黄母哈日
村村民闫锁其和妻子还在地里忙
活着。趁着冬闲，他们要把玉米地
里旧的滴灌带收起来，为来年新滴
灌带的铺设早早做准备。

说起滴灌，闫锁其有说不完的
感激，这还要从今年年初说起。年
初，旗水务局承担了恩格贝镇黄母
哈日村的包联工作。随后，水务局
建管办工作人员张黎亮作为驻村
第一书记，长期蹲了下来。

基础设施落后一直是制约黄
母哈日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
素，也是影响村民生产生活的一大
难题。水务局多方积极争取资金，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改善村民
的生产生活条件。

闫锁其千言万语谢不完的就
是，水务局包联后为村里争取的
2.6 万亩的节水增效项目。该项目
投入资金 2000 万元，新建管理房
63 座，新打机电井 12 眼，安装滴
灌首部 63 台（套），铺设地下输水
管道 216 公里，安装变压器 12 台

（套），为黄母哈日村 12 个社 251
户 637 人解决了灌溉难题。

“哎呀，要说以前哇那就不能
提了，玉米亩产连 1000 斤都上不
去，遇上个干旱的年份，秋天拉回
去的都是嫩玉米棒棒么。”闫锁其的音调有些
长。

“但是自从滴灌项目启用后，今年的玉米收
成明显比往年好了不是一点半点。”闫锁其踩踩
脚下的土地说，“我这片土地就有十几亩，夏天
的长势真的可好了，秋天拉玉米就比往年多拉
了好几四轮车，据我估计今年亩产应该上 1500
斤了，可是增产了不少。而且浇地也省事儿多
了，只要一拉闸，半个小时就浇好地了。”

黄母哈日村地处梁外，耕地土壤主要为沙
性土壤，灌溉水渗漏量大。节水增效项目实施
后，村里的有效灌溉面积增加了近 1 倍，有 1 万
多亩旱地变为水浇地，全村人都受益。按照玉米
每亩增产 300 斤计算，全村可增产 780 万斤玉

米，按照玉米每斤 0.9 元计算，可增收 702 万元，
按照常住人口 637 人计算，人均年可增收 1.1 万
元。

“一见水务局的人就想感谢，见一次说一
次。”黄母哈日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李瑞军
说，“感谢的话还有好多，感谢的人也有好多。”

让全村人受益的还有实施的人畜饮水工程
修复项目。在对全村人畜饮水情况进行摸底后，
水务局针对吃水困难的群众新增了 4 眼饮水
井；针对人畜饮水、灌溉一体的管道进行分离，
保障了全村人畜饮水安全。

在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水务局还协
助镇村两级发展村集体经济。经过实地调研，水
务局驻村干部与村干部、村民多次沟通后，以村

集体扶贫资金入股的方式，新建滴灌带生产厂
来壮大村集体经济。现在，滴灌带生产厂已建设
完成。滴灌带生产厂生产后，预计每年可生产滴
灌带 8000 卷，产值可达 240 万元。在降低农民
购买滴灌带成本的同时，也可满足全村 2.6 万亩
节水增效项目滴灌带的使用需求。

张黎亮告诉记者：“今后会继续加大黄母哈
日村水利基础项目的实施力度，也要加强农牧
民的节水灌溉宣传，提高他们的节水意识。同时
加大党的政策的宣
传，让老百姓切切实
实感到党的政策好，
增加基层党组织的凝
聚力。”

本报讯（记者 韩茹）“我们的大米，口感
香甜，品质优良，但一直以来由于欠缺销售方
面的经验，销量一直上不去，大多是知根打底
的亲戚朋友买，一年也没多少利润，没想到通
过在中国邮政邮乐购平台上做活动，我们的
大米就卖到了全国。”达拉滩水稻种植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李清云说道。

11 月 26 日，“邮乐爽 11”助力农产品进
城、四村大米网上发售仪式在昭君镇沙圪堵
村达拉滩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举行，这是我
旗电子商务进农村、公益助农的一个成功典
范。活动当天，两辆满载着“双 11”售出的“四
村大米”的邮车整装出发。

电子商务作为朝阳、绿色产业，在促进
农产品流通，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
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我旗
大力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不

断加大对农产品上行扶持力度。今年，在经信
局的倡导下，昭君镇沙圪堵村包联单位市供
销社与达旗邮政分公司共同出资合作，借着

“双 11”契机，通过中国邮政邮乐购平台的
“邮乐爽 11”活动，帮助农牧民“触网”和“通
路”。据悉，仅“双 11”当天，“四村大米”就在
网上售出 23000 单，销售额 9.2 万元，客户覆
盖周边省区，实现了线上线下同步发展的历
史性跨越。

市邮政分公司副总经理樊培军表示，今
后将会充分发挥邮政电商扶贫的作用，辐射
带动达拉特更多的特色农产品实现网销并逐
步推向全国。

邮政助力农产品“触网”畅销

引来活水解久渴
本报记者王晓丽

张黎亮（右一）询问闫锁其今年玉米收成情况

“杨书记真是我们群众的贴心人呀！”村
民们一句简简单单的话语，道出了展旦召苏木
长胜村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杨玉桩一心为民
解难题、办实事的赤诚之心。

杨玉桩是马兰湖管委会副主任，自今年 6
月份担任展旦召苏木长胜村工作队队长、第一
书记以来，勤勉履职，吃在村里、住在村里，真
心实意听民声、察民情、解民忧，将包联驻村工
作落实在一件一件的实事中。

“既然组织把我派到这里，我就要‘住’进
村民心里，真心实意为村民服务，村民反映什
么，我就重点解决什么；村民期盼什么，我就去
谋划什么。”杨玉桩这样理解包联驻村工作，也
始终这样做。

刚到任不久，杨玉桩在逐社逐户上门走
访中了解到，由于近几年展旦召苏木地下水位
下降，导致长胜村自来水压力不够，许多村民
在自家自来水管里安装抽水泵，即使这样，在
农忙用水旺季，水管里还是很难抽上来水，村
民们吃水较为困难。杨玉桩便与村两委班子成
员研究决定，从旗里聘请专业人员到长胜村实
地考察进行解决。经考察，水位下降压力不够
是造成村民吃水困难的主要原因，需要通过安
装增压泵并进行分时段供水来解决这个难题。
可是购买设备、安装费用等资金从何而来？杨
玉桩就一次一次到包联单位马兰湖管委会汇
报协调，最终争取到资金 26200 元，改造工程
得以顺利实施，解决了长胜村 90%村民吃水问
题。杨玉桩还将继续与包联单位和相关部门争
取资金，对长胜村自来水管道等设备进行维修
更换，彻底解决村民们的吃水问题。

今年由于黄河上游降雨量多，泄洪量加
大，自 7 月份入汛以来，黄河我旗段水位多次
急剧上涨，沿河各地防汛形势十分严峻，长胜
村防汛工作也一样艰巨繁重。“一片片茂盛的
庄稼马上就要丰收了，再苦再难也一定要做好
防汛工作，绝不能让村民们一年的辛勤劳动付
之东流！”随着汛情告急，沿河部分村社的农田
被河水淹没，可杨玉桩心中始终坚定着防汛必
胜的信念。杨玉桩每天都要沿着民堤走四五遍
巡查水情，确保在第一时间发现处置险情，走
一遍就需要一个多小时，一天下来就要步走四
五个小时。同时，每当出现险情时，杨玉桩总是
身先士卒，与村民一起扛沙袋加固堤坝。

长胜村沿河段落较长，所以按社分为六
个段落，每个段落每天都有人 24 小时值班坚
守。在巡堤过程中，杨玉桩发现值班的村民白

天只能坐在民堤
上，可当时正值
高温季节，烈日
炎炎，酷暑难熬，
堤坝上没有遮阳

的地方，村民们个个晒得汗流
浃背；到了晚上，村民们只能
睡在拖拉机上，蚊虫叮咬，苦
不堪言。杨玉桩便再一次协调
包联单位马兰湖管委会，为长
胜村购买了 6 顶帐篷、12 支
床，解决了防汛值班人员的生
活保障问题。

“防汛工作中，杨书记可
是顶梁柱，在他的示范带动和
协调帮助下，我们村的防汛攻
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1 万多
亩农作物一点儿也没受损，全
部大丰收！”长胜村村民张同
强感激地说道。

长胜村及周边村社种植
了许多油葵和花葵，它们产量
高、品质好，可销路却并不好，
效益自然也不高。“这么好的
产品一定要卖个好价钱，让村
民们有个好收益。”杨玉桩看
在眼里急在心中。于是，他广
泛调查论证，征求村民意见建
议，并与展旦召苏木政府领导
及长胜村“两委”班子成员商
议，最终决定利用原胜利村委
会旧址，建设一个小型榨油厂
和炒货厂，经营模式为“村委
会 + 合作社 + 农户”。现项目
已经基本实施完毕，即将投入
运营。这样一来，既能提高当
地葵花种植效益，又能壮大村
集体经济，更好地促进村民增
收致富。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
面小康。杨玉桩看到长胜村卫
生室医疗设备简单落后，便主
动奔走联系，从旗卫计局争取
来一台价值 3 万多元的健康
一体机，极大地提高了村卫生
室诊疗服务水平。“杨书记给
我们村争取回来的这个健康一体机功能很多，
它集检测血压、血糖、血氧、尿常规、心电图等
功能于一体，而且易于操作、便于携带、检测精
准。关键时候，能够对一些危及生命的突发性
疾病及时确诊，为患者去医院急救赢得时间。
从 8 月份到现在，已帮助两位村民脱险，真的
非常好。”长胜村卫生室村医刘凤清说。

驻村 6 个月里，这样的暖心事还有许多。
杨玉桩用实际行动做到了亲民有真感情、爱民
有真措施、利民有真成效，赢得了村民发自内
心的拥护和支持，真正“住”进了村民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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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达楞太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