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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10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范德贝伦，祝贺他当选连任奥地利联邦总统。
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奥关系，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推动中奥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

人民。

习近平致电祝贺范德贝伦
当 选 连 任 奥 地 利 总 统

□□新华社记者 王琦 范思翔 董博婷

作风问题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执
政基础。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把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
和为基层减负结合起来，作为党的作风
建设重要内容统筹谋划、一体推进，以全
面从严治党新实践探索新时代党的自我
革命新路径。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
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采取有力措施督
促推动各地区各部门持续纠治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卸下不必
要的负担。

减负增效、轻装奋进。广大基层干部
放开手脚干事创业，用更多时间和精力抓
落实、谋发展，埋头苦干、砥砺前行。

以上率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谋划部署推
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2022年9月9日，一份名为《关于党
的十九大以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工作情况的报告》，摆在了出席中共中央
政治局会议同志的案头。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已成为各
地区各部门抓作风建设的常态化工作，成
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有力
抓手。”

中肯的评价，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工作的扎实成果。

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新华

社一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值得
警惕》的文章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文章反
映的情况，看似新表现，实则老问题，再
次表明“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
路上。

一针见血，切中时弊，态度鲜明。
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以坚定决心、

坚强意志，将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一
抓到底。

2019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一
早从北京出发，乘飞机抵达重庆，再转火
车、换汽车，翻过一座座山、爬过一道道梁，
一路奔波，来到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
华溪村。

在小学仔细察看餐厅、后厨；在贫困
户家中从屋外看到屋内；在老党员家同村
民代表、基层干部、扶贫干部、乡村医生等
围坐在一起摆政策、聊变化、谋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为全党弘扬务实作风，深入
调查研究作出表率。

在这次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基层干
部从繁文缛节、文山会海、迎来送往中解
脱出来。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一度令基层干部措手不及。抗疫关键时
刻，一些地区出现了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问题苗头。

2020年2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严肃批评了部分地
区在抗疫中出现的形式主义问题——

“有的地方市县卫健局、应急局、政府
办、县委办、妇联、教育局、农业农村局等都

各自制作一份或几份表格，要求基层干部
填写并迅速上报，这些表格的内容其实相
差无几，但没有一个文件、一个部门帮乡
镇解决急需的哪怕一个口罩、一瓶消毒水
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基层干部把
更多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第一线，而不是
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方式来给基层增
加负担、消耗基层干部的抗疫精力。

明确的要求、温暖的关怀，让广大基
层干部深受鼓舞。

从主持召开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
近平总书记经常强调要坚决克服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并从各个方面加以深刻剖
析，既阐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严重危
害，又刻画了其诸多表现；既明确了整治
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点任务，又提出
方法措施，为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
作指明方向。

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指
示要求，坚持从自身做起，从分管领域、
所在地方抓起。中央政治局从2019年
起每年听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年度工作情况报告，持续释放整治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关心关爱基层干部群
众的强烈信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连续印发文件，部署
解决文山会海、面向基层的督查检查考核
过多过频、过度留痕等问题，明确提出“基
层减负年”等，对为基层减负工作作出全
面部署安排。

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习近平总书记
的高度关注，中央领导同志的以身作则、

率先垂范，为全党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
减负、解难题破难关注入了强大动力。

系统推进：中央层面整治形式
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紧盯
整治形式主义老问题新表现抓落实

在乡村振兴、疫情防控等重大任务一
线，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结合本地实际，使
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但在一些地
方，也存在基层负担过重情况，“开不完的
会议、填不完的表格、迎不完的检查”使基
层干部疲于奔命。

“减轻村级组织工作事务负担”“精简
村级工作机制和牌子”……

2022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规范
村级组织工作事务、机制牌子和证明事项
的意见》精准施策，进一步把村级组织和
村干部从形式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文件的出台，正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
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加强顶层设
计，与时俱进研究起草、推动出台有关文件
的一个例证。

2019年3月，党中央明确由中央办公
厅牵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
部、中央宣传部、中央改革办、中央和国家
机关工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等8家单位参与，
成立专项工作机制，专门负责统筹协调和
督促推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

一年一个台阶，一步一个脚印。
专项工作机制强化统筹协调，系统谋

划、一体推进为基层减负各项措施，不断
把工作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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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增效重实干 担当尽责开新篇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综述

10月6日，国庆假期，一场器官移植“生命接力
赛”在内蒙古和上海之间进行，经过密切协作，终使
患者重获新生。

10月5日下午4点，内蒙古包钢医院接到内
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电话，说达拉特旗人民医
院的一位患者由于交通意外造成严重的颅脑损
伤，家属希望遵照遗愿，在患者逝世后捐献遗
体。但由于目前呼和浩特市疫情防控形势严峻，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无法安排此次手术，希
望该院协助实施。

内蒙古包钢医院高度重视此事，随即向包头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寻求帮助和支持。包头市疫
情防控指挥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开通绿色通道
保障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专家们顺利前往
达拉特旗人民医院转运患者。

10月5日晚上8点，患者顺利转运到内蒙古
包钢医院进行抢救。10月6日上午10点，患者终
因病情危重不幸离世。经患者家属同意，在工作人
员的见证下，该院肝肾移植团队顺利获取两个肾脏
和一个肝脏。经过系统匹配，其中两个肾脏被配给
本院两位尿毒症患者，一个肝脏被分配给上海的一
位患者，紧接着，“生命接力赛”又在包头机场进行。

10月6日上午9时30分，包头机场接到东方
航空公司的电话，对方称由包头飞往上海的
FM9438航班需要帮助运输移植人体器官。接
到电话后，包头机场迅速协调值机、配载、安检、
现场指挥、管制室等部门协同完成保障工作，顺
利启运。下午5时左右，移植器官顺利送达上海
的医院并成功移植入患者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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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0日讯 （记者 韩雪
茹）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近日，自治
区农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项目——优质
水稻绿色节水高效栽培技术示范推广现
场测评会在兴安盟举行。乌兰浩特市乌
兰哈达镇三合村项目核心示范区实收亩
产743.5公斤，刷新我区水稻单产纪录。

该示范区面积500亩，高产地块种
植面积15亩，实收面积1.1亩，种植品

种为农联 1号。经面积测量、机械收
割、装袋编号、分袋称量、水分测定、产
量计算等一系列测产程序，最终确定测
产产量。专家组一致表示，示范区通过
选用高产品种，采取宽窄行高光效栽培
模式，配套培育壮秧、合理密植、增施专
用有机肥、科学水层管理、精确定量施
肥、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措施，优化
植株田间布局， ■下转第4版

亩产743.5公斤！

内蒙古水稻单产再创新高

本报呼和浩特10月10日讯 （记
者 郑学良 王雅静 闫晨光）记者从
10月10日举行的呼和浩特市疫情防控
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呼和浩特市工
业企业运行平稳，做到了疫情防控不停
摆、工业生产不断链。

呼和浩特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李敏娜介绍，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呼和浩特
市委、市政府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对企业保供保畅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
全力保障工业企业正常稳定生产。

该市重点开展了4个方面的工作：一

是在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的支持
下，建立了自治区、市、旗县三级联动的工
作协调机制。建立“首府工业之家”微信
群，搭建工信部门与工业企业直接沟通平
台，实行一企一策，一诉求一协调，全力解
决企业疫情期间遇到的难题。二是对中环
光伏、蒙昆卷烟、中石油呼石化等重点企
业、重点项目实地走访督导。推动企业将
疫情防控规范落实落细，组织企业安排职
工驻厂生活，实行闭环生产管理。截至目
前，已完全闭环管理企业232户。三是全
力保障重点生产物资、能源物资的运输需

求。累计为100余家工业企业申领发放自
治区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7703张、市
域通行证7721张。同时，及时了解企业运
输困难，帮助解决市内和跨盟市运输受阻
问题。四是确保特殊时期的用煤安全。每
日调度电厂存煤情况，及时协调解决燃煤
运输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为全市6家电
厂、30余家供热企业和17.26万户农民解
决了每日约6万吨燃煤公路运输问题。目
前，呼和浩特市6家火力发电企业电煤库
存可用天数均稳定在15天以上，保障了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安全。

全 力 保 障 工 业 企 业 稳 定 生 产

本报兴安10月10日电
（记者 高敏娜）自治区“五
个大起底”行动开展以来，科
右中旗通过引进新项目、争
取政策等有力措施，解决了兴安盟湘蒙
农业开发科技有限公司农产品加工物
流园项目157亩闲置土地的问题，不仅
得到了企业认可，更促进了全旗肉牛肉
羊产业链条的延长。

兴安盟科右中旗发改委主任白长
海介绍，兴安盟湘蒙农业开发科技有
限公司农产品加工物流园项目于
2019 年开工建设，总投资 3.8 亿元。
项目在完成保鲜库、包装车间设施建
设后，受资金困难等因素影响，导致

暂停后续建设，闲置土地面积达 157
亩。

结合全旗肉牛肉羊产业链发展实
际，科右中旗利用兴安盟湘蒙农业开发
科技有限公司农产品加工物流园项目
闲置土地，引进内蒙古华阳牛业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总投资1亿元的100万只肉
羊屠宰及熟食制品生产加工项目，并通
过回购现有保鲜库、包装车间作为农畜
产品冷链物流附属设施的方式，有效盘
活闲置资产。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可

实现年销售收入 5.5亿元，
年平均利润达3500万元。

与此同时，结合兴安盟
湘蒙农业开发科技有限公

司和内蒙古华阳牛业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自身发展实际和优势，科右中旗又促
成了2家企业在牛羊肉制品冷链物流
销售方面的合作。前者利用自身广泛
的农畜产品市场渠道，借助后者成熟的
牛羊肉加工产品技术，建立稳定的生产
运输销售网络，实现企业互惠互利。科
右中旗还借助上级有利政策，为内蒙古
华阳牛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争取到专
项债，用以建设冷链物流基础设施新
项目。

科右中旗利用 157 亩闲置土地延长产业链
本报10月10日讯 （记者 王坤）

10月 10日，记者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医政医管局了解到，目前江苏、浙江、河
北、天津援内蒙古4支医疗队共1010名
医护队员已抵呼和浩特市，支援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

据了解，江苏省援内蒙古医疗队和

浙江省援内蒙古医疗队于10月 6日到
达，共105人，医护人员大部分来自重
症医学专业。目前，浙江省援内蒙古医
疗队53名医护人员已经进入自治区第
四医院接管康复病区，接下来将协助定
点医院开展重症抢救工作。江苏省医
疗队52名医护人员抵呼和浩特市当日，

进入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进舱接管该
院重症病区。

10月9日，河北省505名医护人员
组成的援内蒙古医疗队、天津市400名
医护人员组成的援内蒙古医疗队抵达呼
和浩特市。这两支医疗队将进入呼和浩
特市的方舱医院开展医疗救治工作。

四 省（市）医 疗 队 驰 援 呼 和 浩 特
“五个大起底”在行动

近日，在家家悦内蒙古生鲜仓库，工作人员正在根据订单配货。为保障疫情期间市民生活物资需求，呼和浩特市积极组
织货源，优化配送方式，全力加强市场供给。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通讯员 许婷 摄

保障首府市民菜篮子保障首府市民菜篮子

几乎每天奔波在基层一线，这是梅
园雪30多年扎根农村、推广农业技术
的真实写照。

梅园雪是通辽市科左中旗农牧局
党组成员、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负
责全旗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试验、示
范和推广应用等工作，责任大、任务重，
一年她有200多天奔波在农村牧区，足
迹遍及全旗500多个嘎查村。

科左中旗是农业大旗，过去由于土
地贫瘠，粮食广种薄收，平均亩产只有
450公斤。1989年，梅园雪从哲里木畜
牧学院毕业回到家乡，进入旗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工作，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逐
村采集土壤样本，摸清全旗耕地的“家
底”，逐步建立测土配方施肥体系，经过
一系列的土壤改良，2002年，科左中旗
的玉米平均亩产提高到了550公斤。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梅园
雪聚焦地膜污染、残膜难回收的问题，
深入开展调查研究，“通过对比试验，我
发现覆膜与否对农作物产量没有太大
影响，覆膜滴灌技术需要农民对孔、引
苗，一旦对孔有偏差，苗就出不来，我想
怎样可以去掉覆膜进行滴灌。”梅园雪
根据当地的土壤情况，创新提出了浅埋
铺设可回收滴灌带的设想。她带领团

队，从改造机器设备入手，攻克了一道
又一道技术难关，研发出了具有省水省
肥、增产增效等优势的浅埋滴灌高效节
水技术模式。

2012年，梅园雪在72亩试验田的
地表下六七厘米处，埋设滴灌带，经过
数月验证，滴灌带始终运转顺畅。试验
获得成功后，该项技术以科左中旗示范
农田为起点，在通辽市全面推广。

在梅园雪的带领下，农业技术推广
中心成立了大小垄浅埋滴灌带全程机
械化创新人才团队，成功开展耐密宜机
收品种、耕地质量提升、秸秆还田、病虫
草害综合防治等生产关键环节的技术
攻关，归纳总结出了西辽河流域水浇地
玉米高产栽培集成技术规程及浅埋滴
灌带免耕全程机械化种植技术规程，对
通辽市乃至周边地区的农业生产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目前，通辽市已建成590万亩以浅

埋滴灌为主要技术的高标准农田，实现
年增粮食综合生产能力10亿斤以上，
年节约农业灌溉用水6亿立方米以上，
产生了巨大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为
农业绿色高质高效发展提供了重要保
障。

每到冬春农闲时节，梅园雪就带领
全体技术人员走村入户，开展高产创
建、测土配方施肥等项目培训班，不断
强化农业科技培训服务工作，普及实用
技术，扎实提高农民科学素质。夜里，
她挑灯夜战、笔耕不辍，几年间，梅园雪
主持编写了《科左中旗玉米吨粮田技术
方案》等技术培训资料10余本，悉心培
养科技示范户1000余个，农民技术员
2500余人， ■下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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