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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秀玲调研督导河道采砂整改

和高效节水项目实施情况

吉吉吉

吉吉

吉吉

吉吉

吉吉

吉吉

吉吉

吉吉

吉吉

吉吉

吉吉

吉吉

吉吉

吉吉

吉吉

吉

格格格

格格

格格

格格

格格

格格

格格

格格

格格

格格

格格

格格

格格

格格

格格

格

斯斯斯

斯斯

斯斯

斯斯

斯斯

斯斯

斯斯

斯斯

斯斯

斯斯

斯斯

斯斯

斯斯

斯斯

斯斯

斯

太太太

太太

太太

太太

太太

太太

太太

太太

太太

太太

太太

太太

太太

太太

太太

太

镇镇镇

镇镇

镇镇

镇镇

镇镇

镇镇

镇镇

镇镇

镇镇

镇镇

镇镇

镇镇

镇镇

镇镇

镇镇

镇

：：：

：：

：：

：：

：：

：：

：：

：：

：：

：：

：：

：：

：：

：：

：：

：

细细细

细细

细细

细细

细细

细细

细细

细细

细细

细细

细细

细细

细细

细细

细细

细

看看看

看看

看看

看看

看看

看看

看看

看看

看看

看看

看看

看看

看看

看看

看看

看

“““

““

““

““

““

““

““

““

““

““

““

““

““

““

““

“

五五五

五五

五五

五五

五五

五五

五五

五五

五五

五五

五五

五五

五五

五五

五五

五

田田田

田田

田田

田田

田田

田田

田田

田田

田田

田田

田田

田田

田田

田田

田田

田

制制制

制制

制制

制制

制制

制制

制制

制制

制制

制制

制制

制制

制制

制制

制制

制

”””

””

””

””

””

””

””

””

””

””

””

””

””

””

””

”

改改改

改改

改改

改改

改改

改改

改改

改改

改改

改改

改改

改改

改改

改改

改改

改

革革革

革革

革革

革革

革革

革革

革革

革革

革革

革革

革革

革革

革革

革革

革革

革

，，，

，，

，，

，，

，，

，，

，，

，，

，，

，，

，，

，，

，，

，，

，，

，

如如如

如如

如如

如如

如如

如如

如如

如如

如如

如如

如如

如如

如如

如如

如如

如

何何何

何何

何何

何何

何何

何何

何何

何何

何何

何何

何何

何何

何何

何何

何何

何

让让让

让让

让让

让让

让让

让让

让让

让让

让让

让让

让让

让让

让让

让让

让让

让

“““

““

““

““

““

““

““

““

““

““

““

““

““

““

““

“

小小小

小小

小小

小小

小小

小小

小小

小小

小小

小小

小小

小小

小小

小小

小小

小

田田田

田田

田田

田田

田田

田田

田田

田田

田田

田田

田田

田田

田田

田田

田田

田

”””

””

””

””

””

””

””

””

””

””

””

””

””

””

””

”

变变变

变变

变变

变变

变变

变变

变变

变变

变变

变变

变变

变变

变变

变变

变变

变

“““

““

““

““

““

““

““

““

““

““

““

““

““

““

““

“

大大大

大大

大大

大大

大大

大大

大大

大大

大大

大大

大大

大大

大大

大大

大大

大

田田田

田田

田田

田田

田田

田田

田田

田田

田田

田田

田田

田田

田田

田田

田田

田

”””

””

””

””

””

””

””

””

””

””

””

””

””

””

””

”

本报记者 王晓丽

本报讯（记者张芳）为推动全旗基层治理工作出实

绩、出亮点、出精品，7月 12日，全旗基层社会治理（西部

片区）现场观摩会召开。旗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杜晓彦，

旗人民法院院长朱刚， 旗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赵慧芳出席

观摩会。

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展旦召苏木道劳哈勒正村数字

乡村管理服务平台、昭君镇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了解

了昭君镇二狗湾村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开展情况、 中和西

镇红海村“一核引领三治融合四化服务”工作模式、恩格

贝镇综治中心“1+5+N”工作体系和树林召镇新民村“党

管农村·善治新民”乡村治理品牌。 大家一路走、一路看，

共同学习探讨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中形成的好经验、 好做

法，在对比交流中找差距、补短板、学亮点、促提升。

观摩会结束后，召开了总结会，传达了全市政法信访

重点工作现场会精神。 会议强调， 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

识，坚定信心，紧扣基层社会治理的各项政策，精准发力，

以更高站位推动全旗基层社会治理再上新台阶。 要严格

落实“321”矛盾多元化解机制，主动排查、真调实解，绝不

能视而不见、 躲避绕行； 要用活用好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流动调解室”，切实把矛盾风险化解在基层；要全力做好

信访案件化解稳控工作，各包案领导要亲自上手、亲自研

究，各苏木镇、街道要紧盯案件化解进展，合力推动案结

事了；要全面开展信访代办工作，优化代办流程，配强代

办队伍，做好信访矛盾的源头预防和初期化解工作；要进

一步强化群众自治意识和能力，充分动员组织群众，最大

限度争取群众理解支持， 实现群众由被动接受管理向主

动自我管理转变。 要压实责任，加强联动，有力有效抓好

基层社会治理，不断提升治理效能。

会上，西园街道、吉格斯太镇、风水梁镇、树林召镇相

关负责人依次作交流发言，与会领导进行点评指导。

旗委办、组织部、政法委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各苏木

镇、街道党委（党工委）副书记参加观摩会。

中科院考察团来我旗考察调研

本报讯（记者 王晓丽） 7 月 7 日至 8 日，中科院南

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佳宝一行来

我旗， 就盐碱地控盐降碱与沃土创建技术研究与示范

进行考察调研。 副市长额登毕力格，旗委书记张秀玲，

政府副旗长张栋梁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调研。

考察团一行先后到白泥井镇万通农牧业科技示范

园蚯蚓养殖生态循环利用项目区、 王爱召镇西社村盐

碱地农牧业综合利用科技创新试验示范项目区、 树林

召镇东海心村“揭榜挂帅”项目区、达拉特光伏发电应

用领跑基地开展实地考察调研。

万通农牧业科技示范园蚯蚓养殖生态循环利用项

目，以蚯蚓养殖加工为先导、以生态立体种养为核心、

以先进的生产技术为支撑、以高效的集中管理为基础、

以多种项目协同运作为载体的经营项目。

王爱召镇西社村盐碱地农牧业综合利用科技创新

试验示范项目， 以盐碱地生产潜力提升和产业创新为

重点，努力探索盐碱地农牧业生态高效发展的新路径，

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技术体系， 打造开放

共享的高水平创新平台。

树林召镇东海心村“揭榜挂帅”项目 -- 沿黄河流

域农田污染防治与资源高效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示

范，针对沿黄河流域（鄂尔多斯段）耕地质量退化严重，

三低（作物秸秆还田率低，肥料利用率低，残膜回收率

低）、一高（土壤盐碱化程度高）等生产生态问题，开展

区域农田污染防治与资源高效利用基础理论研究，创

新农作物秸秆还田与合理利用、化肥减施与高效利用、

盐碱地改良与农业综合利用、 地膜减施与高效回收等

关键技术。

中科院考察团表示， 希望今后将加强与地方的全

方位合作，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全力打造盐碱地

农业创新高地和盐碱地综合利用示范地， 做好盐碱地

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

本报讯（记者 王晓丽） 7 月 7 日，旗委

书记张秀玲调研督导河道采砂整改、引黄

滴灌高效节水项目实施情况。

张秀玲深入西柳沟调研督导河道采砂

整改情况。 张秀玲说，各级各部门要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决扛牢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政治责任，聚焦督

察反馈问题，加大整改力度。 要强化政府

监管，堵住监管漏洞，从严从重打击违法

采砂行为，规范河道采砂秩序，坚决提升

河道治理成效。 要重点围绕联防、人防、物

防、技防，加快推进河道采砂管理等科技信

息化建设应用，运用“科技 +”的力量提升

河道管理效能。 要积极探索种草绿化等采

砂场生态环境修复举措， 持续提升河道生

态环境治理水平。 要加大宣传发动， 提升

打击河道违法采砂的知晓率，动员群众主

动参与到河道治理中来，发挥好监督作用。

来到王爱召镇引黄滴灌高效节水项目

地， 张秀玲详细了解了引黄滴灌高效节水

灌溉示范工程的节水效能情况。张秀玲说，

要从自身工作实际出发， 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全面完整准确

地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 空间均

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全方位

落实“四水四定”原则。 要因地制宜大力发

展现代高效节水农业，推动科学灌溉，降成

本、升地力、提效益、助增收。

旗领导杨东、薛海林、闫学军、张栋梁

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调研督导。

王小平督导调研煤矿安全隐患整改和绿色矿山建设工作

本报讯（记者郭建军）7月 9日，旗委副书记、政府旗

长王小平到青达门矿区督导调研煤矿安全隐患整改和绿

色矿山建设工作，强调要守住守牢安全环保底线，加大安

全隐患排查整改，全力推进绿色矿山建设，筑牢安全绿色

发展根基。

王小平先后来到亿宏、丰胜奎、德耀等露天煤矿，走

进采坑、剥离平盘、排土场、储煤棚等区域，现场逐项核查

安全隐患整改落实情况， 并调研各煤矿绿色矿山建设情

况。

王小平说，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各级、各相关部门、各

煤矿企业要充分认清煤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抓实抓细抓好各项工作，确保煤矿领域

安全形势持续稳定。要常态化排查安全隐患，聚焦重点领

域、关键环节，严谨细致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分门别类建

立清单台账，逐一明确整改措施时限。要加快安全隐患整

改进度，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

严格按照整改标准完成整改，坚决做到问题不整改、企业

不生产。要强化科技支撑作用，加快推进空天地一体化露

天矿安全监测系统安装应用， 利用卫星遥感 InSAR 技

术，全面提升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矿山巡查巡检能力，坚

决从源头上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王小平说，建设绿色矿山，意义重大深远。 各地、各部

门、各矿山企业要久久为功，全力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取得

新成效，切实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贯穿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保护全过程。 要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

监管使用，统筹推进矿区复垦绿化、周边道路环境整治等

工作，确保把基金高效利用好、把绿色矿山建设好。 要加

快推进智慧矿山建设，加速推动 5G等先进技术应用，让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智能化和数字化， 为绿色矿山建设提

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要立足实际科学谋划，着眼长远系

统布局，充分利用采煤沉陷区、复垦区发展产业，努力实

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

旗委常委、 政府副旗长张伟雄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

加督导调研。

我旗人大代表开展集体视察活动

全旗基层社会治理（西部片区）现场观摩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张倩）为进一步增强代

表责任意识， 积极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对

民生工作的高度关注， 促进全旗重点工

作高效运转，7 月 11 日，达拉特旗人大常

委会组织部分人大代表对河道治理、农

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及民生实事项目推

进情况进行集体视察。 旗人大常委会主

任杜建勇，旗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朝格图、

潘海丰、陈广秀，旗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提

名人选李红梅参加活动。

视察组分为两组，通过“走、看、听、

问、议”的方式，分别对蛇肯点素村老年

幸福食堂项目， 吴四圪堵村西柳沟漫水

桥维修项目，东柳沟河、黑赖沟河采砂治

理及河道“清四乱”情况，盐店村、北海村

人居环境整治情况等进行了视察调研。

视察组对各处的发展规划理念、 主要做

法、 工作经验以及取得成效进行了深入

了解。

杜建勇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理念， 全力推进流域水土保持等重

点生态工程，持续开展河道“清四乱”专

项行动，切实保护好沿黄生态环境。 要严

查严管， 加强巡查督导， 全面落实河长

制，落实落细常态化监管制度，做好黄河

河道管理各项工作。 要提高认识，增强为

民意识，聚焦各项民生实事，着力补齐短

板，确保按照时间节点要求，高标准、高

质量完成工作任务。 要把农村牧区人居

环境改善作为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抓手，

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提档升级，健全完善常

态化保洁、清运、管理长效机制，努力打

造干净、整洁的人居环境。

吉格斯太镇耕地细碎，地块面积最小的只有

两分。 如何种地才能有好的收益？ 从“小田变大

田”的探索实践，到“五田制”改革的创新实施，

一场围绕“田”的改革正在吉格斯太镇落地、生

根、发芽。

为有效解决土地细碎化问题，推进土地适度

规模化经营，今年以来，吉格斯太镇在全镇 7 个

村开展实施“五田制”改革，即因地制宜开展一

户一田、一场一田、一社一田、一村一田、一镇一

田的探索实践，实现了土地整治规模化、生产经

营组织化、农业服务社会化、收益分配股权化。

且看“五田制”改革，如何让吉格斯太镇的

“小田”变“大田”。

一户一田：从 32 户到 7 户

如果社里人均土地较多、年轻一点的村民又

都想自己种地，这该怎么办？ 全部整合不现实，

那就因地制宜以地换地， 把一户人家的所有田

集中到一起，实现一户一田。

张义城窑村北刘社是吉格斯太镇最先响应

一户一田号召的村社。 北刘社共有 32 户农民，

880 亩耕地。 以前这 32 户农民各自经营着自家

耕地，每户平均 2 个劳动力，家家都配备着各种

农机具。

一户一田在北刘社实施后，32 户农民通过

以地换地， 将之前自家零散的地块集中起来变

成了一大块农田。

通过推坎儿、平渠等整合方式，北刘社竟然

多出了 120 亩耕地。从 880 亩到 1000 亩，这样的

整合效果立竿见影！

“现在，我们只用几台大型机器耕种，7 户农

民共同经营着这 1000 亩土地。 ”北刘社社长任

云骄傲地说。

一户一田打破原有农村土地零散、细碎不便

于生产和大规模机械化的特点，重新整理土地，

把一家一户数块地变成一块地，成为一户一田，

更适合当下农业发展的模式。

一场一田：种养销一体化

家住梁家圪堵村新胜公西社的侯满全是村

里的养殖大户，自家土地较多也相对集中。 像侯

满全这样的种养殖大户， 又不能简单流转土地

交由其他合作社统一经营， 那就以好地换稍差

一点的地，实现一场一田。

2023 年，侯满全用自家 26 亩产量较好的土

地同邻居调换了 34 亩产量稍差的土地。 至此，

侯满全的 270 亩土地在自家房前屋后实现了集

中连片。

“土地都集中在一起了，方便我搞养殖。 你

看， 家庭农场的认证已经通过， 牌子都挂上去

了。 ”侯满全指着墙上写有“达拉特旗雄晟家庭

农场”的一块牌匾告诉记者。

现在， 达拉特旗雄晟家庭农场里有牛、 羊、

猪、 鸡……侯满全还配备了加工秸秆饲料的机

器， 饲料实现了自产自销， 粪肥可直接用于农

田。 侯满全打算今后陆续扩大养殖规模，再上一

条鲜肉加工生产线，建一个冷库。

一场一田，种养销一体化，在侯满全这里实

现了。

一社一田：打破地垄 提升地力

搭了 20 多年班子， 梁家圪堵村红柳社两位

社长杨金龙和闫英有了不用言说的默契： 穷逼

出富，得自己谋出路。

红柳社紧靠黄河， 土地盐碱化程度较严重，

这让靠地吃地的农民苦不堪言。 杨金龙和闫英

觉得不能这样继续下去，得自己谋出路，才能让

村里的百姓看到希望。

听说要将全社零散地整合成一块大田时，杨

金龙和闫英再一次有了默契， 他们决定要将一

社一田土地整理项目争取回来。

经过十余次社员会后，3 月初， 红柳社终于

动工进行土地整合了，破垄、推坡、填坑……红

柳社整合了千余亩土地，新增耕地 150 多亩。

（下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