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2024年4月23日

星期二

责编：李海涛

制版：包聪颖

守护国土安全的绚烂色彩
呼伦贝尔市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

边疆地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是展
示国家实力和形象的窗口，是确保国土安全
的重要屏障。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
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创造性
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实现了我们党在国家
安全理论上的历史性飞跃。10年来，呼伦贝
尔市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积极发挥人
民防线职能作用，以“大安全”理念助力呼伦
贝尔地区固边、护边、兴边、富民深度融合，呈
现出边防稳固安宁、民族团结进步、生态显著
改善、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土安全大好局面。

藏青蓝 国土安全的忠诚卫士
在呼伦贝尔 1733.32 公里的边境线上，

驻守着千余名移民管理警察。2019 年1月，
他们脱下橄榄绿、换上藏青蓝，变的是制服颜
色，不变的是红色初心。他们用忠诚、坚守和
奉献，守护着呼伦贝尔8.9万平方公里边境管
理区的繁荣与安宁。

罕达盖苏木与蒙古国接壤，有着145公
里的边境线，是上世纪90年代“草原110”的
诞生地。新时代，新巴尔虎左旗公安局罕达
盖边境派出所探索“三务融合”边境地区治理
模式，与驻在地区“党务联建、村务联谋、警务
联抓”，与嘎查融在一起，同频共振、强边固
防，更好地服务于农牧民群众。

每到春夏之交，派出所民警都要帮助牧
民转场夏营地，40多公里的转场路，一走就是
12个小时；入秋时节，打草越界矛盾频发，民警
们深入现场，确定坐标定位、调解邻里纠纷、重
新打上分界桩……一件件小事，彰显了“人民
公安为人民”的初心使命，罕达盖边境派出所
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移民管理警察用“小
服务”，托起群众“大幸福”。

“治国必治边。边防工作是治国安邦的
大事，关系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要充分认清
做好边防工作的重要意义，强化使命担当，为
党和人民守好边、固好防。”派出所民警们望

着连绵的边境线意志如钢。

雪域白 国土安全的移动界碑
每一个洁白的蒙古包都是一座流动的

哨所，每一位风雪中的牧民护边员都是时刻
在岗的哨兵。在呼伦贝尔千里边防线上有一
支1000多人的边防员队伍，他们携手边防连
队和边境管理警察开展巡边护边工作。

57岁的贝尔嘎查牧民图门，世代居住在
呼伦贝尔草原。他家距离中蒙边界不到500
米。从图门的爷爷巴日哈萨巴达那代开始，
一家三代人接力为祖国护边近一个世纪。

1990 年，从部队退伍回乡的图门，从年
迈的父亲手中接过巡边护边接力棒。2017
年，他受聘为新巴尔虎右旗边境管理大队贝
尔边境派出所护边员，胸牌的编号为001。

2022年1月，图门放牧时，接到了贝尔边
境派出所电话，说有十几头牛在中蒙边境觅
食，随时都有可能越境。图门顾不得自家羊
群，跨上马便奔向边境线。茫茫雪原，天气说
变就变。当图门协助民警将牛群驱离边境返

回牧点后，发现自家的羊群被大风雪吹散了
几只。随后，派出所民警一起凑钱帮图门补
上损失，平日粗犷的蒙古族汉子不好意思地
笑了：“守护边疆就是守护家园。丢了几只羊
没啥，咱边境安全最重要。”

青松绿 国土安全的生态屏障
生态安全是国土安全的重要屏障，生态

问题影响着国土的实用价值、产出效益和发
展潜力。2023年6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加
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
工程建设座谈会上指出：“深入推进‘三北’等
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
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
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1984年，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
自治旗的李振海在广播中得知“三北”防护林
体系建设工程的重大意义，植树造林的想法
便在他心中悄然萌生。

40年，大山深处回荡着最初的誓言，树木
的一圈圈年轮讲述着他用一生筑起一道绿色屏

障的动人故事；60多万棵树苗，从形单影只到数
以万计，点点绿色汇聚成滔滔绿浪，绿海浩瀚描
绘出美好生活篇章；2000多亩荒山焕新颜，“荒
山”变“青山”，落叶松、樟子松、云杉、红松……
木聚成林，为生态种下了绿色希望、为国土奠定
了绿色根基、为安全创造了绿色未来。“现在，我
最初的植树愿望已经实现了。”李振海抚摸着一
棵云杉，仿佛在与自己的初心对话。

麦穗黄 国土安全的根本宗旨
边疆地区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所在。
秋风吹过金黄麦浪，每天数千名游客到

访蒙兀室韦镇。田园风光、农业观光、休闲采
摘、传统民俗……形成了观农田、游界河、赏
花海的边境旅游经济带。

蒙兀室韦坐落在额尔古纳河右岸，借助
独特的地域、生态、民族、文化优势，大力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蒙兀室韦倾力打造集农业、文
化、旅游三位一体的农旅融合项目，相继被评
为“中国十大魅力名镇”“中国一百个美丽乡
村”，入选“全国生态文化村”“首批全国乡村
旅游重点村名单”。从“边陲小镇”到“网红打
卡地”，蒙兀室韦近年来的变化，正是总体国
家安全观 10 年以来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历史性成就的一个缩影。

“我们要将一产和三产融合起来，要把
我们屯边做强，边境做美，边民做富，带领各
族群众守护好边疆、建设好家乡。”对于农场
下一步发展，蒙兀室韦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田一民满怀憧憬。

近年来，呼伦贝尔市国家安全人民防线
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着力加强国家安全工作
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联动，通过抓强边固
防、守护好神圣国土，抓基层治理、维护好民
族团结，抓环境保护、夯实好生态屏障，抓乡
村振兴、建设好美丽家园，持续筑牢维护国家
统一、民族团结、边疆稳固的坚强屏障，边疆
地区安定和谐局面更加巩固。

（呼伦贝尔市国家安全局供稿）

本报讯（记者 宋宏颖）今年以来，赤峰市
市场监管局紧紧围绕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
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推动“高效办成一
件事”的指导意见》，把“高效办成一件事”作
为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的重要抓手，
立足工作实际，充分发挥职能优势，树立“一
件事”思维，深入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门、
一次”改革，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增强
经营主体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工作中，该局联合八部门出台《赤峰市
全面推进企业信息变更、开办餐饮店、企业注
销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实施方案》，通
过编制全市统一办事指南，优化综合窗口设
置和审批流程等九项具体举措，推进改革工
作落地见效；从企业和群众实际需求出发，围
绕市场主体开办、变更、注销等环节，按照不

同应用场景、业务情形，科学设计办理流程，
将18项许可（备案）纳入“证照联办”便利化
改革清单，提供主题式、套餐式服务，实行一
次告知，“一窗通办”、一网通办，简单事项审
批时限压缩至1个工作日；针对企业、群众证
照材料多次提交、重复提交、携带不便等问
题，推出企业登记注册、食品生产许可、广告
审查、药品经营许可、医疗器械经营许可等6
大类42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免证办”服务；
食品生产企业同步办理“变更＋延续”业务，
实现由“多次办”到“一次办”，办理时限由原
本的至少两天缩短到了最快两个小时。

“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以来，赤峰市市场
监管局已优化调整许可事项12项，减少审批环
节6个，压缩审批时限60个工作日，办理“高效
办成一件事”业务36件，办结率达100％。

聚焦“高效办成一件事” 提升政务服务效能

本报讯（记者 李亮）近日，内蒙古现代煤
化工产业规划类专利导航成果发布会在鄂尔
多斯召开，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
协作天津中心副主任郭新志、自治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志宏、鄂尔多斯市
副市长苗程玉及相关部门领导、60位现代煤化
工企业有关负责同志齐聚一堂，共享内蒙古现
代煤化工产业规划类专利导航成果。

苗程玉在致辞中表示，作为国家重要的
现代煤化工生产示范基地，鄂尔多斯坚持绿
色、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大力促进煤化工产业
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建成全球规模
最大的煤制聚烯烃项目、世界单套装置规模
最大的煤制合成氨尿素项目、世界最大的煤
直接液化项目，成为国内门类最全、规模最大
的现代煤化工试验示范项目集中区，年产各
类煤化工、煤制油产品约2000万吨。此次专

利导航项目的发布，将进一步推动鄂尔多斯
市现代煤化工产业相关专利的综合运用，促
进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增强知识产权创造
和储备，对保障全市现代煤化工产业链、供应
链稳定安全具有深远意义。

杨志宏指出，实施专利导航就是把专利
运用融入产业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组织创新
和商业模式创新中，全面推进知识产权与产
业发展融合，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布会
后，将持续深入推动内蒙古现代煤化工产业
专利导航分析成果推广应运力度，强化知识
产权政策扶持，推动煤化工产业向高端化、多
元化、低碳化发展。

用法治护航新质生产力 加速“黑金”变“绿能”“四个聚力”深耕诉源治理
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

锡林郭勒讯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锡
林浩特市人民法院牢固树立“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理念，创新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
制挺在前面，以“四个聚力”高位推动诉
源治理，以优质司法护航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为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
提供坚实司法保障。

聚力优化诉非分流解纷新路径，下
好诉源治理“先手棋”。该院认真落实案
件繁简分流机制，统筹推进诉非分流、调
裁分流、繁简分流，综合运用多元纠纷解
决机制、智能化辅助办案机制、审判辅助
事务集约化社会化管理等手段，全力构
建“法院引导、多方参与、调解优先、诉讼
断后”的诉源治理机制，形成源头预防、
非诉在前、多元化解、繁简分流的分层递
进解纷路径，以优质司法服务回应人民
群众期盼，让简单案件更加注重效率、疑
难案件更加注重精准、敏感案件更加注
重效果。

聚力蓄积多元解纷新合力，拓宽诉
源治理“朋友圈”。积极融入党委领导下
的多元解纷格局，充分发挥诉前调解优
势，与十余家政府机构和金融机构、盟民
商事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市物业管理
协会、锡林郭勒盟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委
员会等组织，联合制定印发10项矛盾纠
纷化解实施意见和工作实施方案，充分
发挥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化解矛盾纠纷

“排头兵”作用，促进矛盾纠纷诉前化
解。设立全盟首批“人大代表调解工作
室”“政协委员调解工作室”，进一步整合
调解资源，推动基层矛盾纠纷调处机制
建设向多层次、立体式、全覆盖迈进，构

建起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律
师调解等全方位多元调解体系。

聚力打造基层解纷新支点，打好诉
源治理“主动仗”。以白音锡勒人民法庭
为“前哨堡垒”，将调解指导、纠纷化解、
普法宣传、基层治理等服务下沉至牧区
一线，在辖区苏木镇场设置巡回审判点，
全流程开展风险预警、矛盾排查、民意沟
通、就地化解、视频调解、立案审判等工
作，为辖区群众提供家门口的“一站式”诉
讼服务。与派出所、司法所、自然资源所、
乡镇综合执法局建立联动机制，将法治力
量嵌入基层社会治理全链条、各环节。建
设全区首家集心理、法理、情理、智理“四
理”通调的“温馨驿站”品牌调解室，对婚
姻家庭纠纷进行诉前调解，成为锡林郭勒
大草原无数家庭的“稳定器”。

聚力提高智慧解纷服务新水平，跑
出诉源治理“加速度”。以法院在线服务
平台、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在线保全平台、
在线鉴定平台、电子送达平台等五大诉讼
服务平台及人民法院“12368”诉讼服务热
线为依托，形成“线下+智能+互联网”诉
讼模式，设立并完善24小时自主诉讼服
务设备，依托信息化手段，实现诉讼服务
24小时“不打烊”。大力推行“一站式”在
线调解模式，实现平台在线委派调解、特
邀调解员在线调解、法庭在线指导、调解
协议在线签署、法官在线审查司法确认申
请和立即出具司法确认裁定书等“一条龙
服务”，为群众提供了高效率、低成本的纠
纷解决方案。2023年以来，该院线上立案
5656件、线上开庭599件次，真正实现了
通过线上引流，将矛盾纠纷解决在“云”
端。 （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