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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庄严宣示：“从
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
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

大道之行，壮阔无垠。
回首来路，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

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
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展望前路，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自
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我们党一定能
团结带领亿万人民不断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胜利！

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壮
阔征程擘画宏伟蓝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图
景更加清晰

首场党代表通道上，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记者向
代表提问：“历史会怎么样记住今年的二十大？”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
（院）长谢春涛代表回应说，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未
来五年以至更长时间的发展作出规划和部署。“一定会
对中国未来发展起着重要引领、推动作用，一定能够使

中国式现代化更稳、更快、更好地推进。”
奋斗目标，标注新的历史方位；
今日中国，开启新的逐梦征程。
翻开二十大报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前景令人

向往——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

分两步走：
——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
——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报告明确了到二〇三五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

“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现代化
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更
加健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
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中国科学院院士、吉林大学化学学院教授于吉红
代表说：“党的十九大报告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宏伟蓝图，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进一步科学谋划，报告内容一脉
相承又与时俱进。”

报告强调，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
“开局起步至关重要，我们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努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向前进。”
中国建筑五局党委书记、董事长田卫国代表说。

宏伟擘画，映照初心如磐。
一百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绘就了

中国现代化第一份蓝图：建设160万公里公路、约16万
公里铁路、3个世界级大海港、三峡大坝……

如今，铁路进青藏、公路密成网、高峡出平湖、港口
连五洋、“天和”驻太空、“祝融”探火星……中国的现代
化程度已远超孙中山先生当初的设想。

伟大变革，筑牢梦想之基。
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经济总量稳居世界

第二位，制造业规模、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进入创新
型国家行列，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吸引外资和对
外投资居世界前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
领人民，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
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推
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上海市松江区委书记程向民代表说，正是因为坚
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松江区
从房地产占“半壁江山”的近郊区， （下转第四版）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从党的二十大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新华社记者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明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前进
方向，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要牢牢把握过去5年工作和新时
代10年伟大变革的重大意义，牢牢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牢牢把握以中国式现代
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以伟大自
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要求，牢牢把握团结奋斗
的时代要求。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
“一块坚硬的钢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推动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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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娜） 10月20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郭玉
峰深入申通物流园邮政寄递业分拨中心、内蒙古民族大学、通
辽职业学院、科尔沁艺术职业学院检查督导疫情防控工作。

郭玉峰强调，要全面强化邮件寄递全过程防控，严格涉疫
地区及国际邮件快件分类处置，规范设置“静置区”，统一集中
消杀，实现闭环管理，坚决防范寄递渠道疫情输入和传播风
险，全力保障全市寄递渠道及物流安全。要科学精准落实高
校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管得住、不破环，严格进出校园管理，强
化校园周边巡逻防控，扎实做好校园食品安全、生活物品采购
运输、垃圾处理等方面闭环管理，引导师生员工做好个人防
护，积极参与配合校园疫情防控工作，切实保障高校安全稳
定。要密切关注师生员工健康状况，精心组织核酸检测，强化
日常健康监测，悉心做好政策解释、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工
作，切实满足学生“吃、住、学、用、医”等方面合理需求，为学生
营造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让学生安心、让家长放心。要细化
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应急实战演练，配足防疫物资，备足隔离
场所，强化人员培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一旦发生疫情，
能够第一时间应对处置，持续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

市领导曹金山，市政府办公室、卫健委、疾控中心有关负
责同志陪同。

郭玉峰检查督导邮政寄
递业、高校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记者 邵南） 围绕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按照自治
区及我市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要求，市财政局制定“一压三
降”工作法，简化办事程序、降低投标成本、加快资金支付，切
实提升服务水平，营造更优营商环境。

压减业务流程时限。优化采购活动流程，推行政府采购
“四个1日办”，即采购代理机构评审结束后1日内将评审报告
送交采购人；采购人收到评审报告后1日内确定采购结果，向中
标单位发出中标或成交通知书；合同签订后1日内完成合同备
案；采购人在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1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

降低前期环节成本。全面推行“网上办”“一次办”，供应商
在线完成政府采购项目应标、提交响应文件、免费获取采购文
件，无特殊需求供应商可不提供纸质标书和进行现场开标。目
前，全市采购项目605个，不见面开标的599个，最少为供应商
节约成本600万元。

降低投标环节成本。取消政府采购一般项目投标保证金
和履约保证金，重点项目确需收取的，以保函、汇票、本票、支票
等非现金形式收取，且履约保障金额度不超过合同金额5%。目
前，云平台已实现在线“开函”，全市开具电子保函163笔，替代
保证金398.5万元。

降低生产环节投入。一方面，实施政府采购资金预付制
度，预付款比例最低10%、最高可达到50%，5个工作日内支付
预付款。另一方面，加大“政采贷”融资政策推广，通过云平台
对接金融机构，为企业搭建线上融资渠道，及时向金融机构推
送企业中标信息，为企业融资做好服务。目前，通过“政采贷”
为企业融资1314.34万元。

市财政局“一压三降”
工作法服务市场主体

既能观光游玩，又能学习知识，这样的“通
辽后花园”是不是大家梦寐以求的？别着急，
这个梦想即将变成现实——由欧投行造林工
程援建的中国·北方科尔沁植物种苗研发繁育
基地暨林业嘉年华项目，预计10月末完成主
体工程，年底前对外开放。该项目位于科尔沁
区钱家店镇孔家村，占地 576.47 亩，总投资
3.1亿元，涵盖农业高新技术研发展示区、优质
种苗生产区、优良种子繁育区、高效经济作物
种植展示区、冷凉地区优质果蔬标准化生产示
范区、农业科普体验观光区等板块。

本报记者 贾雪 摄

“通辽后花园”预计年底对外开放

项目施工现场项目施工现场。。

日前，位于“黄金玉米带”的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
1785万亩玉米进入收获期。在通辽市奈曼旗、科尔沁
左翼中旗、开鲁县等地，大小机械齐上阵，确保秋粮有
序收获。

在通辽市奈曼旗义隆永镇方家营子村，种粮户张
祥忠的 140亩玉米地里，收割机、运粮车在田间地垄来
回穿行，一个个收获的玉米颗粒饱满。“今年种了140亩
地，一般都是每亩（潮粮）2300斤，最少的也得打2000斤，
今年肯定是增产的。”张祥忠站在玉米田间兴奋地说。

今年奈曼旗采用玉米密植滴灌生产技术，平均产
量2087.3斤。“原来我们这地方玉米（潮粮）单产在1800

斤到 1900斤，今年我们在这个项目区采用了密植滴灌
技术，比以往年景每亩地增产 300斤到 400斤，每亩地
能增收500元左右。”方家营子村委会副主任张玉辉说。

在科尔沁左翼中旗的架玛吐镇，2000多亩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区的收获已近尾声。“今年是头一年
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我们把地流转到合作
社，实现统一种植、统一管护，这样小田变大田，管护
成本也降低了。”架玛吐镇镇长陈宏岩说，“今年镇里
合作社共种植 2000 亩，其中 200 亩地采取一穴双株，
1800 亩地种植了鲜食玉米，均采取 60%的玉米和 40%
的大豆比例模式，玉米（潮粮）亩产是 1500 斤左右，鲜

食玉米亩产 2500穗，两种玉米亩产值基本一致。大豆
亩产 100斤，加上国家的政策补贴，比以往的种植模式
每亩要增收 300元。”

随着玉米进入收获季，农机合作社也忙碌起来。
在奈曼旗新镇大代村，村里的农机合作社不仅收割自
己村的 7000 多亩玉米，还能到附近的村子接单增收。
村民张春发说：“村里购买农机的钱是政府全额补贴，
现在合作社有玉米收割机、收草打捆机、犁地机一共 4
台 7 套。”他算了一笔账，一台收割机一天能收 100 亩
地，收一亩地是50块钱，除去农机手的报酬、油钱，这几
天收割机的纯利润就有2万多元。 （下转第四版）

遍野金黄丰收忙
——内蒙古通辽千万亩玉米种植区秋收见闻

新华社记者 连振

本报讯（记者 邵南）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
住建事业迈出高质量发展新步伐，群众居住条件
持续改善，城乡基础设施不断健全，城乡人居环境
日益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十年来，我市致力于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努力
为困难群众安居托底。坚持公租房实物保障与租
赁补贴并举，全市建设公共租赁住房（含廉租房）
26762套，先后有近3万户困难家庭住进公租房，累计有
24590户困难家庭领取了租赁补贴，低保、低收入住房
困难家庭实现应保尽保。全面推进棚户区改造，全市
累计改造棚户区 461 个，建设 11.84 万套住房，让 30 多
万居民搬离了低矮破旧的棚户区，住进了配套齐全的

小区。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租房，于 2022年启动建设
保障性租赁住房 369 套（间），将解决 2000 名产业工人
的住房问题。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十
年来，全市住房公积金实缴人数从 16.45 万人增长至
21.02 万人，增幅 28%；缴存总额从 57.63 亿元增长至

286.48亿元，增幅 397%；贷款总额从 74.20亿元增
长至 237.02亿元，增幅 219%，助力 15.03万缴存者
购房安居。住房条件得到显著改善。十年来，全
市累计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800亿元，商品房累计
开工 2841万平方米、累计竣工 1623.53万平方米，
城镇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达到41.38平方米。自
2019年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以来，已累计开工改

造城镇老旧小区 687个，完成投资 5.75亿元，惠及居民
68151户，改善了城镇居民的居住环境。坚持城乡统筹，
城乡旧貌换新颜。2017年，中心城区成功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城镇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
建设不断完善。 （下转第四版）

“通辽这十年”：群众居住条件持续改善 城乡基础设施不断健全

由市税务局、市工商联主办，通辽市古玩商会承办的通辽
地区票据收藏展，10月14日在市税务局税史博物馆开展。此
次展览的票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通辽
工商业、服务业等行业使用过的发货票、收据、票证等，共计
1000余件。 本报记者 张启民 通讯员 方芳 摄

通辽地区票据收藏展开展

本报讯（记者 许媛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全力推动公
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

医疗服务体系快速发展。全市有9所三级公立医院和23
所二级公立医院，每个旗县市区至少有 1所以上的二级综合
医院，为实现“病有所医”提供了坚实保障。市医院新院区、市
二院、市精神卫生中心及旗县医院项目正在建设或投入使用，
公立医院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医疗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全面推进市医院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重点打造国家重点专科
8 个，自治区临床重点专科 44 个，市级领先学科和重点专科
108个。旗县级医院中有3家达到三级医院标准，14家达到二
级甲等医院标准。医疗质量安全不断强化。（下转第四版）

我市全力推动公立
医院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