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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先进 勇担当

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
为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推动民生建设更加公平、均衡、普惠、
可及，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增强社会保障公平性
（一）有效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强化社会

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主体作用，健全灵活
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会保险制
度，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社会保险的户籍限
制，健全参保激励约束机制，完善转移接续机
制，稳妥有序提高城镇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比例。优化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缴费档次设置，合理确定缴费补贴水
平，适当增加缴费灵活性，健全多缴多得激励机
制。对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
等予以社会保险补贴。健全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筹资机制，推动缴费与城乡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相挂钩，对连续参保和当年零报销人员
按规定提高次年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有序
推进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济。继
续将技能提升补贴申领对象放宽至领取失业保
险金人员。支持引导有条件的地方将生育保险
生育津贴按程序直接发放给参保人。加强社会
保险与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制度衔接，精准落实

为困难群体代缴城乡居民社会保险费政策，增
强低收入人口抗风险能力。

（二）加强低收入群体兜底帮扶。充分运用
大数据比对与实地摸排相结合等方式，加强动
态监测预警，及时将符合条件的群众纳入社会
救助范围。制定低收入人口认定办法、低收入
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办法，全面开展低保边缘家
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合理确定调整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与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相
挂钩，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加强最低
生活保障标准与其他社会救助标准的统筹衔
接。完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合理提高最
低工资标准。制定技能人才最低工资分类参考
指引。实施农村低收入人口开发式帮扶提能增
收行动，建立农村低收入家庭劳动力劳动伤害
帮扶机制。加大以工代赈实施力度，优先吸纳
带动低收入人口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二、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
（三）全方位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质效。依据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细化制定分地区分领
域基本服务项目清单、基本质量标准、均衡评估
办法。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可承受能
力，适时将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增量服务事项

纳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推动基本公共服
务供给与人口变化相协调，按照服务半径合理、
规模适度、功能适用、保障有力要求，优化服务
设施建设和运行管理。支持各地建立健全存量
公共服务设施统筹利用机制。以县域为基本单
元，全面推进公共服务规划布局、设施建设、资
源配置、人才调配城乡一体化。支持面向艰苦
边远地区农村提供形式灵活的基本公共服务。
优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符合条件的新增
基本公共服务事项优先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提
供。推动数字智能技术与公共服务深度融合，
加快信息数据互通共享，推进婚姻登记等常用
服务事项取消户籍地限制全国通办，扩大优质
数字公共服务资源覆盖面。

（四）推行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采
取常住地直接提供、跨区域协同经办、完善转移
接续等方式，逐步将基本公共服务调整为常住
地提供。推动人口集中流入地城市“一城一策”
制定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实施办法，推动
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
口同等权利。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
公积金制度。支持各地统筹资金渠道，加大保
障性住房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运营长期租
赁住房。 （下转第四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保障和改善民生 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意见

（2025年3月2日）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内蒙古

督察进驻时间：2025年5月28日—6月28日
专门值班电话：0471-4819165
专门邮政信箱：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A980号邮政信箱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每天8:00—20:00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值班电话和邮箱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6月10日上午，国家主席
习近平同韩国总统李在明通电话。

习近平再次祝贺李在明当选总统。习近平指出，中
韩是搬不走的近邻。建交33年来，两国超越意识形态和
社会制度差异，积极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相互成就
和共同发展。一个健康稳定、持续深化的中韩关系，顺应
时代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地区乃
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

习近平强调，中韩应坚守建交初心，坚定睦邻友好方
向，坚持互利共赢目标，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更
高水平迈进，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变乱交织的地
区和国际形势注入更多确定性。要加强各层级各领域交

流，增进战略互信；要密切双边合作和多边协调，共同维
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确保全球和地区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畅通；要深化人文交流，加深相互理解，夯实民意基
础，让中韩友好在两国人民心中扎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
益和重大关切，把牢双边关系大方向，确保中韩关系始终
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

李在明对此表示赞同，表示韩中地理相近，交往历
史悠久，经贸、文化联系密切。在习近平主席卓越领导
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我高度重视韩
中关系，愿同中方一道，推动双边睦邻友好关系深入发
展，改善和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让韩中合作取得
更多成果。

习近平同韩国总统李在明通电话

五月的海南区巴音陶亥镇，黄河水奔涌向
前。在羊路井村连片的高标准农田里，白移山
单膝跪地，指尖深深插入新翻的土壤，抓起一把
握了握，湿润的土粒顺着指缝簌簌滑落。这个
动作他重复了35年。

“墒情正好，出苗差不了！”在白移山身后，
去年完成升级改造的2000亩高标准农田里，规
整的播种沟如五线谱般伸向天际。谁能想到，
这片泛着光泽的沃土，过去还是一片白霜皑皑
的盐碱荒滩。

一本农技书 半生泥土香
故事要从1990年那个夏天讲起。刚从伊克

昭盟农牧学校毕业的白移山，带着两箱农技书来
到了国营巴音陶亥农场。迎接他的是5800株

“疯长”的果树——树龄10年却从未修剪，枝桠

横生的果园里，落果腐烂的气息格外刺鼻。
“那时候果树亩产不到30斤，连承包费都

挣不回。”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当年的老场长记
忆犹新。

白移山作为农场为数不多的技术员，白天
揣着卷尺测量枝距，晚上打着手电绘制树形图，
3个月磨破两双胶鞋。他独创的“三层递进修
剪法”，让171亩果园在第三年迎来奇迹：挂果
量从2500公斤飙升至5万公斤，5万元的收益
让农户们眼睛发亮。

在农场工作的5年间，白移山的工具包里
永远装着三样东西：枝剪、测绳和笔记本。泛黄
的纸页上，至今留存着当年记录的果树“病历”：

“3区12号，腐烂病，刮治后涂波尔多液”“5区8
号，缺铁黄叶，需补施硫酸亚铁”……

盐碱滩上的突围战
2002年春，一纸调令把白移山推到原沿河

村党支部书记的位置。摆在他面前的是三大难
题：5个自然村不通公路，2000亩盐碱地颗粒无

收，村集体账本上趴着赤字。
“要致富，先修路。”这位书生模样的书记，

带着村民用最原始的方式劈石铺路。经过
3000多人次投工投劳，2003年冬，5.2公里长的
柏油路终于贯通3个村落。通车那天，村民纷
纷来到路边，就为了摸一摸“比炕席还平整”的
路面。

更大的挑战在盐碱滩。那些日子，白移山
总踩着齐膝深的泥水指挥开沟，裤管上的盐渍
结出霜花。1300亩试验田首季水稻丰收时，村
集体账上第一次有了9.2万元的收入。村民蹲
在粮堆旁又哭又笑：“白书记，这米香得跟我娘
年轻时种的有一拼！”

田垄深处的守望者
2009年回到巴音陶亥镇农业科技服务中

心后，白移山把办公室“搬”到了田间。他的“移
动课堂”有个铁规矩：讲秸秆还田就站在玉米垛
前，教果树修剪必现场示范。

（下转第二版）

盐碱滩头写春秋 田垄深处见赤诚
——记全市“敬业奉献好干部”、海南区巴音陶亥镇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白移山

□ 折晓晖

在乌海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民情
民意受理大厅，来电声、解答声、键盘敲打声和
鼠标点击声不绝于耳。乌海市12345政务服
务便民热线“企业专席”的工作人员耐心地向
群众解答着涉企相关问题。

“‘企业专席’的工作人员解答非常详尽，
我对此次咨询非常满意。”这是咨询人员胡女
士在接听“企业专席”的回访电话时，由衷发出
的感慨。

在咨询中，胡女士主要关注的是海勃湾区
办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流程问题。“企业
专席”工作人员付婧为胡女士提供了详细的政
策解答，这让她感到便捷又安心。

2021年 3月，乌海市12345政务服务便
民热线开通“企业专席”，坚持聚焦和解决经营
主体在诉求解答、惠企政策落实及生产经营中
遇到的急难愁盼问题，以及办事过程中有关工
作人员态度、工作作风、办事效率方面的投诉，
并设置业务类型、企业标签等选项，精准甄别
企业诉求。同时，积极搭建微信公众号等多元
平台，开通企业诉求收集通道，进一步拓宽诉
求表达渠道，以“速响应、详解答、快办结”为宗
旨，充分发挥企业诉求“接诉即办”平台作用，
为广大企业提供更加高效的服务。

“针对企业咨询的政策办理相关问题，由

‘企业专席’的工作人员通过业务知识库涉企专
属板块直接查询，为企业进行线上解答；针对一
些专业性的问题，通过三方转接‘行业专席’和

‘政策专员’，由他们进行专家门诊式的政策解
答；针对一些企业反映的需要多个部门协调办
理的诉求，‘企业专席’的工作人员会记录诉求
并流转到各承办部门进行办理。同时，我们也
会建立企业诉求台账，每日动态更新梳理企业
诉求的办理情况并由专人跟进，保证涉企诉求
及时有效地得到解决。”市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
理中心接诉即办科工作人员魏萌彦说。

截至目前，乌海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
线“企业专席”吸纳各单位政策“解读专员”和

“行业专家”597人组成业务“专家库”，“一线
应答”企业全生命周期涉及的政务服务事项。
今年1至5月，乌海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
线“企业专席”共受理涉企诉求3394件，办结
率达99.4%。

“接下来，我们将深入贯彻优化营商环境
的政策要求，充分发挥乌海市12345政务服务
便民热线助企服务连心桥作用，持续提升服务
企业质效，全方位提升企业服务体验，助力打
造更加优质高效便利的营商环境。”市数字化
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接诉即办科工作人员高
嘉雪说。

记者近日从乌海海关获悉，今年 1至 5
月，乌海海关累计在我市签发《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RCEP）原产地证书103份，
出口享惠货值1.03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
长210.56%和213.91%，实现RCEP原产地证
书签发数量和出口享惠货值双增长。这标志
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政
策红利在我市进入加速释放期，进一步提升了
企业出口产品竞争力。

6月10日，记者走进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
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的智能化生产车间，只
见全自动化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一批批高纯度
气相二氧化硅产品完成封装。几天后，这批二
氧化硅将出口日本，凭借RCEP原产地证书享
受出口目的地国家的优惠税率。

“自RCEP实施以来，公司积极把握政策
机遇，重点拓展日本等市场，我们已顺利申领
到出口至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RCEP原
产地证书。这不仅让我们享受到显著的关税
优惠，还通过原产地累积规则等便利措施，进
一步增强了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卡

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业
务经理王砚钊说。

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正式生效实施以来，为助力企业抢抓机遇、拓
展市场，乌海海关通过专题培训、政策宣讲会
等形式，系统解读RCEP项下的关税减让政策
和原产地规则，并通过“关长送政策上门”“一
站式服务包”机制，深入企业开展调研，精准掌
握企业需求，服务外贸企业巩固拓展RCEP市
场。实施“一企一策”服务模式，结合不同自贸
协定的降税清单、优惠幅度及实施程序，为企
业量身定制最优享惠方案。此外，乌海海关持
续优化服务模式，不断优化原产地证书“智能
审核+自助打印”等便利化措施，大力推广原
产地证书全流程数字化服务，实现出口企业

“随时申报、即时审核、立即取证”，为企业拓展
海外市场提供了有力支撑。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提升RCEP政策实
施效能，通过完善服务机制、强化政策解读、优
化通关流程等举措，为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持。
我们将不断创新服务模式，充分发挥RCEP协
定优势，帮助外贸企业把握发展机遇，持续提
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为促进地区外贸提质增效
注入新动能。”乌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李
奇迹说。

乌海海关RCEP证书签发量翻番
企业出口享惠货值突破亿元大关

本报记者 王超

开通“企业专席”搭建为企服务连心桥
本报记者 刘洋

12345便民热线：

6月10日，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内蒙古自治区交办第十三批信访举报件涉
及乌海市共2件（重点关注1件），其中来电1件，来信1件。本批信访件涉及海勃湾区1件、
乌达区1件。

本批信访件涉及水污染问题1件、其他问题1件。
上述信访举报件已全部及时转办调查处理。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内蒙古自治区
交办第十三批涉及乌海市2件群众信访举报情况

仲夏时节，龙游湾国家湿地公园的植被郁郁葱葱，构成了一幅宁静和谐的生态画卷，是人们休闲消夏的好去处。（王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