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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ZONG HE XIN WEN

新华社记者贾立君

立冬时节，田家圪旦新村最后 28 套安置房

装修完毕，标志着内蒙古自治区迄今最大的黄

河滩区迁建项目宣告成功。人们感慨，这个 300

年的“孤岛村”，此前 70 年中 5 次搬迁均“泡

汤”，如果没有中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决策部署，还不知道何时才能“脱困”。

孤岛：一条小船连外界

黄河几字弯顶端河滩里的田家圪旦，是内

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王爱召镇德胜泰村的

一个自然村。

站在黄河大堤上北望，中华母亲河沿阴山

脚下自西向东奔流，在平缓处左冲右突又绕出

一个小小的“几”字来。田家圪旦恰似“几”字加

一“点”，写了个“凡”字；而涨水时，南边的黄河

故道也行洪，村子则会变为甲骨文“日”字里的

那一“点”，成为“孤岛”。

村人讲述，近 300 年前几户晋北、陕北“走

西口”人来此落脚，搭茅庵开荒种地，如今已延

续七八代、繁衍上千人。当地方言“圪旦”，指土

丘或高地，不知何时人们以居住地势最高的田

姓取村名为田家圪旦。

这里的河滩地能产粮，但能否收到仓里却

像押宝一样———正常年份收成不错；遇黄河发

大水，庄稼被水淹，也许颗粒无收。新中国成立

后，政府组织村民修堤筑坝“与水夺食”，从而形

成“一堤两坝”：村南高隆的黄河大堤，阻挡河水

外溢；村西、北、东沿“几”字紧贴黄河干流 10 多

公里的拦河坝，保护田地庄稼；村周 7 公里的护

村坝，保障人畜安全。拦河坝年年在“长高”，村

子逐渐比河面低了 60 多厘米，水患长期威胁村

人生命财产安全。

“三年一小灾，十年一大灾。”今年 80 岁的

张文信老人已经见过 4 次大水灾，其中 1958 年

特大洪水进村，三分之一房屋倒塌，人们挤在高

处搭帐篷避难；其余 3 次，庄稼全部被水淹。

“大水防不胜防，小水年年要防。”除了夏秋

两季防洪外，冬天封河、春天开河都会流凌，巨

浪拍岸危及拦河坝。全村人在刺骨寒风中扛着

沙包，日夜不停防管涌、排险情。

2012 年夏秋之交，河水持续上涨，拦河坝多

处溃决，眼看护村坝也被水浸得快“溜”了，政府

紧急调来汽艇、皮筏把老人孩子接出堤外安置

到亲戚家、镇政府和学校，其余的人集中抗洪。

20 多天后洪峰消退，人们回村看到，房子大多

“坐”在水里。

田家圪旦人出行只有一条土路，但须穿村南

大堤北侧的黄河故道而过。可这 200 多米的凹槽

地带，汛期道路被深水淹没，人员、物资往来受

限，全凭一条人称“舀水瓢”的小铁船连接外界。

“我那小船确实危险，只能坐七八个人。”田

家圪旦最后的扳船人侯明栓说，2016 年他摆渡

去镇里参加“五一”秧歌汇演的妇女们，即将抵

岸时突然发现前面的高压电线垂下来距水面只

有几米高。他急喊一声让大家趴下，立即俯身、

转橹、拧向，从电线较高一侧把船“横”过去，“差

点儿翻了，真吓人”。

多少年来，因河水阻隔，田家圪旦沉寂在河

滩里。2009 年，跨村南北而过的黄河德胜泰大桥

建成通车，村人从桥下用脚手架搭起 18 米高的

“天梯”，媒体报道后，许多人才知道这里有个

“孤岛村”。

“晃晃悠悠太吓人，拽着绳索倒爬下去。”曾

通过“天梯”进村为群众治病的乡村医生庄占宽

说，去一趟田家圪旦真不容易，进去经常被水围

困出不来，30 年来他最长的一次在村里住了 28

天。有的村民家里老人去世，从外面买了棺材运

不进村，只好从桥头吊下来。

搁浅：5次搬迁均落空

田家圪旦这个“夹心滩”，是人们自住下开

始，就一直想着要离开的地方。

“头顶着黄河睡觉，不踏实。”村人说，这里

地下水位高，房基软，易变形；屋里常年潮湿，炉

坑里都有水。冬季，四面是冰川，河道又是风口，

异常寒冷，菜窖里都冻着冰凌茬子。夏天，雨后

到处是水坑，村道泥泞，人人穿水靴，捂得双脚

起皮。还有，井水苦咸，年轻人从外地回来经常

带着桶装水。

党和政府也一直想把他们从滩区迁出来，

可理想与现实总是难以“合拍”。

过去，田家圪旦属黄河北岸包头市土默特

右旗管辖。1951 年对岸干部坐“打鱼划划”过来

下乡，看到生存条件恶劣，动员大家搬迁。政府

在黄河北岸选了地方，但村人嫌那里是未种熟

的沙滩，难长庄稼，不搬。

翌年，田家圪旦划归黄河南岸的达拉特旗。

1958 年水灾后，政府在大堤外选了空地，建起一

溜土坯房基，让大家把旧房椽檩拆下盖顶子搬

过去。村人嫌 5 公里种地太远，不搬。

2000 年，旗政府出台政策，给每人补 5000

元，让大家迁到大堤外自建新房。村人嫌钱少，

不搬。

政府没有好办法，不再张罗搬迁。此时，南

边的鄂尔多斯产煤地区逐渐富起来，北边的包

头发展也日新月异，村人坐不住了，2005 年他们

写了请求信，全村人按手印，从镇里到旗里、市

里、自治区，逐级信访希望搬迁。自治区政府部

门要求当地政府想方设法解决问题，但作为农

区的达拉特旗财力有限，没有搬成。

又经过 10 年，田家圪旦人眼看着外面飞速

发展，心急如焚。2015 年村里上访请求搬迁。上

面批示下来，市、旗两级政府决定，给每人补贴 6

万元，让自行出外建房或买房，而村民想让人均

补到 10 万元，最终难以达成统一意见，搬迁又

被搁浅。

至此，从 1951 年以来的 70 年中，5 次大的

搬迁动议全部落空。

接下来，村民继续上访，政府也想解救“孤

岛村”，但良策难觅。近 20 年来，青壮年纷纷进

城谋生，留守老年人们无心翻盖新房，村庄日渐

呈现破败景象。

出河：国家战略作后盾 满足百姓意

愿迁建成

终于，困在“水中央”的田家圪旦在今年入

冬前全部拆除。大堤南侧占地 293 亩的新村熠

熠生辉，数条宽阔的柏油街道蜿蜒相连，一栋栋

别墅似的房屋错落有致；许多人家大门口挂着

国旗，宽敞的院子里除了正房，还有凉房、菜地。

谁也没有想到，困扰几代人的搬迁问题，最

终在两年之内得到彻底解决。村人感慨，要不是

党和国家的好政策，走出河滩的日子恐怕依然

遥遥无期。

2019 年，党中央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2021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对黄河中上游河道有关问题作出重要指示

批示。同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

有了中央精神和政策依据，内蒙古自治区

迅速制定规划，配套专项资金。2022 年 2 月，自

治区政府印发的《黄河内蒙古段滩区居民迁建

规划》，涉及全区沿黄 12 个旗县的 74 个滩区自

然村 8900 多人，其中特别指出：受洪水威胁较

大的田家圪旦，要集中在 2022 年至 2023 年稳

步迁到堤外。

这一次，内蒙古水利、发改、财政等相关部

门全面支持，市、旗、镇、村党政组织一起上手。

不过，旗里摸底发现，田家圪旦 674 户、1561 人；

常住人口不足 200 户，只有 700 多人，还有 2 万

多头（只）牲畜。尽管大部分人外出谋生，但他们

在村里有户口、土地、房舍，迁建自然有他们的

份儿，复杂性超出预想。

为“尊重老百姓的意愿，把好事办好”，旗里

对新村的选址、规划和迁建方案慎之又慎。反复

研究认为，此前一些地方的移民工程，盖起新

房、棚圈、蔬菜大棚分给每家每户，结果许多设

施闲置。如果再用“平均主义”，多数已在城里买

了房的人不回新村居住，国家资金白白浪费，老

百姓也得不到真正的实惠。最后，确定了“以货

币化为主，建集中安置区为辅”的原则。

不搞一刀切，从实际出发，大家都愿意领钱

拆旧房，新村所需建设规模大为缩小，利于选

址。如此，大堤南侧地块成为最佳迁入地，距旧

村 3 公里，一过大堤便是，皆大欢喜。

接下来，经过多轮迁建意愿调查，制定了

“8+1+N”安置方案———每人 8 万元购房补助

款、1 万元养老保险补助费，“N”是按照评估结

果对主房、凉房、棚圈以及其他附属设施分类拆

旧补偿。按三口之家测算，人均可得 11 万元。

对于不想进城买房的群众，新村按人均 30

平方米的标准建设房屋 191 套，主房分为一人

40 平方米、俩人 60 平方米、三人 90 平方米 3 种

户型，每人只需出 5 万元即可买到新房。旗政府

国有企业施工，低于造价售给群众，保证人人居

有定所。

针对养殖户，还在新村西侧建了 3 万平方

米、可容纳 1.9 万只羊的全自动绿色化棚圈，以

及现代化猪舍、牛圈各 1 栋。人畜分离，提升居

住环境。

为保障群众耕地收益，由村党支部牵头成

立村民土地股份合作社，对村里 1.2 万亩连片耕

地进行集体经营；剩余 8000 亩土地，引入企业

统一流转，解决了所有群众的后顾之忧。

“中央的指示精神，国家、自治区和市里的

真金白银，是迁建的坚强后盾。”达拉特旗旗长

王小平说，上级财政下拨了 2.87 亿元专项资金，

旗财政又匹配 6500 万元用于新村征地、棚圈、

草料间、有机肥厂等设施建设。今后，重点打造

肉羊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促进可持续发展。

“太满意了！”于今年 5 月首批入住新村的

吕过关老人说，政府把新房装修得像楼房一样，

取暖都有电炉、燃气炉两套小锅炉，可根据阶梯

电价随时切换，“我 71 岁了，当了一辈子农民，

没想到能有这么好的养老的地方”。

新村不仅水、电、路、讯齐全，还有文化休闲

娱乐、养老互助食堂、超市、卫生室、便民服务中

心。许多人表示“搬得好”，感慨以前出行不便，

现在人来人往真热闹。有村民坦言，拆迁补偿费

不光在新村买了房，还有了存款，最关键的是生

活质量一下子大变样。

在新村党群服务中心大楼文艺室里，侯明

栓拍了一下大鼓说，过去“孤岛村”活动室地面

返潮凹凸不平、墙体有 2 寸宽的裂缝。“真是不

堪回首”，过去干活回家灰头土脸不能洗澡，进

城参加婚宴走不在人前，现在家里的卫生间随

时有热水，洗得干干净净出门有了自信。他说，

这一切真应该感谢党和政府，两年来旗里 300

多名干部驻村入户做工作，他眼看着镇党委书

记骑的摩托车跑破好几条轮胎，许多干部脸晒

得黢黑。说着，他的眼里闪着泪花。

党中央对黄河滩区居民迁建、保证群众安居

乐业高度重视。要求扎实做好安居富民工作，统

筹推进搬迁安置、产业就业、公共设施和社区服

务体系建设，确保人民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发

展、可致富。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努力把社区建设成为人民群众的幸福家园。

如今，300 年的“孤岛村”拆除，扳船人侯明

栓失业了。但他无比高兴，站在黄河大堤上，他

回望堤内旧村的方向，看看堤外小城镇似的新

村：“哈哈，终于出来了，再也不用担惊受怕，睡

觉我都乐得在笑。”

（转自《新华每日电讯》）

李燕茹

窗口服务提质效 政务服务有温度
走进我旗政务大厅，一排排椅子上坐着等

待叫号办理业务的群众，各项业务办理窗口前，

工作人员正以良好的态度和高效的办理速度，

娴熟地处理着一项项业务，曾经的人挤人、排长

队、乱哄哄的场景已不复存在。主题教育开展以

来，我旗紧紧围绕“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

新功”总要求，以打造“阳光政务暖心服务”特色

品牌为主线，以党员示范为引领，引导政务服务

相关工作人员增强服务意识、提升服务水平、提

高办事效率，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续写为民

服务的新篇章。

出实招“解”群众业务办理难题

“现在办事，只要领号坐等就行，工作人员

服务态度和蔼，办理速度也变快了！”居民张海

霞在办理房屋产权过户后高兴地说，原来要用

几天时间才能办完的过户流程，现在不到半天

就全部“搞定”了。旗政务服务局结合主题教育

调查研究“深、实、细、准、效”五字诀要求，紧扣

长期盘踞在服务领域最突出最迫切的问题，强

化“以人为本，为民服务”理念，以“问需于民，服

务惠民”为抓手，扑下身子、沉到一线，掌握真实

情况和民情民意，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新情

况、解决新问题，通过推行延时服务、预约服务、

协同服务、“5+1”周六预约服务、政务快递免费

送达服务、全面升级 24 小时“不打烊”自助大厅

等便民服务，诠释“阳光政务暖心服务”特色内

涵，力求打造精简高效的政务生态，让政务服务

更加智能化、便利化、惠民化，群众满意度不断

提升。

旗政务服务中心开通了 10 个综合受理窗

口，涉及 31 个部门的 974 个事项，群众再也不

用长时间等待办理和“来回跑”。如此贴心的举

措，惠及全旗城乡群众，我旗通过构筑“旗政务

服务中心为主体、15 个苏木镇（街道）便民服务

中心为基础、159 个嘎查村（社区）便民服务站为

延伸”的三级政务服务体系，189 名代办员真诚

为广大农牧民、社区居民提供咨询、帮办、代办

等服务，群众可就近办理。截至目前，全旗共承

办市 12345 平台转派件 15672 件，已办结 15043

件，回访有效总量 14992 件，响应率 99.99%，解

决率 99.66%，满意率 99.73%，综合得分 99.78

分。

与此同时，旗政务服务局还围绕“阳光政

务”公开事项，通过实体大厅、一体化政务服务

平台、微信公众号等途径，将工作人员信息、办

事指南、办事流程、咨询电话等进行公开，让权

力在阳光下运行。并在政务大厅设置了志愿者

服务站点、无障碍卫生间、母婴室等公共设施，

配备了爱心饮水、打印复印、失物认领、便民雨

伞、医药箱和便民老花镜等服务设施，通过工作

人员“阳光微笑”“阳光服务”提供导引、讲解、帮

办等服务，最大程度为群众提供方便。

抓实效“破”跨领域办理壁垒

我旗紧紧抓住主题教育总要求，不断优化

战略定位、发展方向、管理方式，切实把新发展

理念落实到政务服务各领域、各环节、全过程。

旗政务服务局通过全方位多角度调研和分析现

状，采取“网办协办通办”新策略，加速推进“一

网通办”，加快设立“跨省通办”“全区通办”窗

口，提升“网上办”“掌上办”能力，打造“智能化”

“一站式”服务，将优质资源有效整合，集成综合

服务系统，延长精准服务链条，有效促进政府行

权方式优化变革，实现全领域“一站式”、全过程

“高效办”、全要素“帮代办”。

据统计，实行“一网通办”以来，梳理出的 40

个部门的 1835 项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比率

达 98.45%，全程网办比率达 88.95%；2023 年，通

过“一站式”服务平台重大项目帮办代办，与重

点项目企业签订代办协议 20 个，办结项目事项

98 项；提升“掌上办”能力后，在“蒙速办”APP 已

实现医院挂号、社会救助申请，供水、天然气、物

业交费，党员服务、图书查询等 32 个便民特色

应用，其中 9 个应用已在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

程序同步上线；通过“跨省通办”“全区通办”窗

口，事项产生办件 4352 件，呼包鄂乌通办事项

产生办件 4200 件，全市通办事项产生办件 4020

件，通办率达到 98%以上，企业及群众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不断增强。

立规矩“护”整改落实好成果

为深化主题教育成果，持续推动政务服务

效能实现常态化提升，我旗坚持用制度管根本、

管长远，将建章立制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推动

主题教育走深走实。旗政务服务局按照《内蒙古

自治区政务服务标准化管理办法》内容要求，坚

持“当下改”和“长久立”相结合，制定了《政务服

务中心现场管理标准化手册》，明确了人员、环

境、服务管理和服务事项办理的标准，实现了

“人有工作标准，事有质量标准，物有管理标准”

的标准化格局。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制度，包括

窗口服务工作效能综合考核办法、首问负责制、

一次性告知制等 16 项规章制度，制定窗口及工

作人员考核负面清单 104 项、正面清单 17 项，

利用“好差评”评价系统、“办不成事”反映窗口，

强化对窗口服务的全过程监督和电子监察，形

成日巡查、周统计、月通报、季评比、年表彰的工

作机制，充分调动窗口人员工作主动性和创造

性，激发队伍活力，推动政务服务工作提质增

效。

一组组办结数据展示出“暖心政务”的可

喜成果，一处处可喜变化映照出群众满意的笑

容，一个个创新举措推动工作高效便捷。接下

来，我旗将继续书写各领域发展的华彩乐章，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建设“模范自治区”贡献

力量。

黄河几字弯 300 年“孤岛村”出河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