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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力铁力 民生民生红包红包托起幸福生活托起幸福生活

□孟维东 王洋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贾红路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增进民生福祉，始终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近年来，铁力市紧盯抓牢“坚持把保
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振兴发展的重要工作”“转型发展、民生为要”等重要要求，坚定不移地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
的根本利益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千方百计保障和改善民生。几年来，累计投入民生保障资金118.7亿元，占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的88%，实施民生项目213个，用实实在在的民生“红包”托起铁力人民“稳稳的幸福”。

坚持以匠心锻造品质，铸就宜业宜居新家
园。始终牢记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铁力市以
创建国家文明城市、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为
抓手，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全面加快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步伐，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几年
来，累计改造棚户区 22.6万平方米、老旧小区
73个，铺设水热气管线 144.8公里，维修改造城
区道路21.2万平方米，主城区5G网络实现全覆
盖，高标准建设早市、夜市，哈伊高铁铁力至伊
春段全线开工，铁甲河公园、儿童公园等一批主
题公园惊艳亮相，人均绿地面积达到 57.7平方
米，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 45.1%，“一带九园十
四景”的绿地格局初步形成，一街一角一园都是
景，一草一木一花都是情，一人一物一事都是
忆。坚持以绿色扮靓乡村，描绘美丽乡村新画
卷。统筹推进“美丽乡村”“点亮乡村”建设，加
速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乡村面貌发生根本
性变化。几年来，铁力市累计投入“三农”领域
资金45.5亿元，深入推进农村厕所、垃圾、污水、
能源、菜园“五项革命”，持续巩固提升农村饮水
安全、公路维修、绿化和美丽宜居村庄建设成
效，农村常住户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86.1%、供
水保障率、生活垃圾收集率和处理率均达到
100%，村庄绿化覆盖率实现 36.5%，4个村被评
为“国家森林乡村”，荣获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
进县、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县、全省农村
厕所革命先进县等荣誉称号。

城乡建设 更匠心

高效便捷“一次办”。深入推进“办好一件
事”改革，采取政务服务外包模式，全面推行“一
窗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政
务服务模式；梳理公布“一件事”主题套餐 100
件，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与群众生产生活密
切相关的重点领域和高频事项基本实现“一件
事”全覆盖，企业开办时间由 15天压缩至 1小
时，97.75%的事项实现“最多跑一次”，让群众

“一次办成、一次办好”。全面推行“一网办”。
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优化流程 72%、
精简要件 81%、压缩时限 80%。投资 405万元，
相继开通“互联网+不动产登记”“互联网+残疾
人服务”线上政务服务系统，群众 18分钟即可
领取不动产权证，足不出户即可办理残疾人相
关业务。延伸服务“就近办”。全市8个乡镇标
准化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实现全覆盖，21个社区
和 71个行政村均设置综合便民服务点，医保、
社保等70个便民事项延伸到底。同时，创新打
造了“政务服务+网格化”服务新模式，460名基
层网格员上门服务，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
出乡（镇）”。亲情服务“我帮办”，成立了投资服
务中心，承接企业落地、审批等服务保障工作，
为投资项目提供全流程审批服务保障，并对重
点项目实行处级干部包保、10天一调度推进机
制，“一企一策”精准服务，营商环境持续向优向
好，在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大会作典型发言。

营商环境 更顺心

坚持把绿色作为普遍形态，牢固树立和践
行“两山”理念，持续做好美丽文章。围绕保护，
全面淘汰建成区内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关
停整治“散乱污”企业 15家，“清四乱”“亮剑护
河”等专项行动取得实效，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1.7%，空气、土壤环境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荣获国家级生态示范区、“中国天然氧吧”城市、
全省土地耕地轮作试点县、全省秸秆综合利用
重点县等荣誉。围绕治理，扎实推进生态治理
工程，城市污水处理厂实现提质扩容，城区雨污
分流实现主干道全覆盖。完成森林经营面积
16.7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62.9%，荣获全国绿
化先进集体荣誉。创新落实河湖长制，在全省
首创市场化河道保洁服务，在全省首创“智慧
水利”平台，实现了对巡河保洁、水利工
程管理等工作的动态监控、统一管理，
呼兰河铁力市段被评为省级示
范河湖，荣获国家县域节水型社
会达标县荣誉。

生态保护 更用心

牢固树立“发展是政绩、稳定也是政绩”的观
念，千方百计化解存量、遏制增量，为群众提供安定
祥和的生产生活环境。积极构建“多维网格”，学习
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深化全要素网格化社
会治理，推进党建、综治、城管、应急、民政等各类要
素进网格，实现网格贯通、服务联通、治理融通。牢
牢守住“安全底线”，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五
年来未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七五”普法和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圆满收官，禁毒反诈、治安防控等
工作成效明显，连续 16年保持省级“平安县”荣誉，
顺利通过依法治省办的省级评审，被推荐参评全国
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区）。

社会治理 更安心

围绕满足人民群众对健康的新期盼，积极推进“健康
铁力”建设，医疗保障能力稳步提升。大手笔提升医疗保
障能力，投资2.3亿元，以三级医院标准新建市医院，高标
准改扩建妇幼保健院，县级公立医院全部达到二甲水平，
村级标准化卫生所实现全覆盖，基层医疗机构标准化覆
盖率达100%；全市共有各类医疗卫生机构172家、卫生技
术人员 1462人、床位 1561张，基本实现了居民“病有所
医”的目标。大力度强化医疗服务水平，深化医疗卫生体
制改革，以医共体建设为抓手，通过分级诊疗、资源共享、
技术帮扶等方式，全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2019
年，铁力市被列为全省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
试点县。大气魄实施免费医疗服务，与华大基因等医疗
机构合作，对适龄妇女免费进行“两癌检查”，为孕妇免费
开展无创DNA检测，为新生儿免费筛查遗传性耳聋和代
谢病检测，为 65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体检，群众幸福指
数持续攀升。抗疫新冠肺炎疫情，牢固树立区域一盘棋
意识，从严从实落实“九早”举措，严格执行“3+1”排查法
和“五包一”管控机制，加强重点场所、重点人群、重点部
位管理，开展综合性应急演练5次，完成新冠病毒疫苗接
种17万余人，守住了“零病例”和“零输入”防控成果。圆
满完成援鄂医疗、黑河市转运隔离等任务，为全省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歼灭战作出了铁力贡献。

病有所病有所医 更暖心

学有所教 更倾心
强化硬件设施建设，统筹调整区域教育资源，改扩

建各类学校 29所，校舍总面积达到 19.7万平方米，操
场总面积达到18.89万平方米，现代化教学设备设施全
面普及，校园环境明显改善。提升软件服务能力，大力
实施“营养餐计划”“两免一补”、在校生免费发放校服
等教育惠民政策，持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培养国家、
省市级骨干教师213人，骨干校长10人。“双减”工作落
地见效，教育教学水平全面提升，顺利通过国家义务教
育发展基本均衡县验收，中小学生入学率、巩固率均实
现 100%，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持续稳定在 95%以上，
高中入学率达到85%以上，基本普及学前三年教育，学
前一年教育入园率达到90%以上。

老有所养 更贴心
始终把养老服务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不断完善社

会养老制度，创新服务方式，兜底困难群体基本生活，
努力让老年人拥抱最美夕阳红。经济困难的高龄、失
能等老年人补贴制度普及率达到100%。近年来，累计
发放高龄津贴841.32万元，惠及1402人次。充分发挥铁
力中医药特色优势，积极整合医疗、康复、养老和护理资
源，大力实施“中医药+康养”行动，着力打造融合医疗、照
护、康复、养老为一体的中医药特色康养体系，建成爱心、
爱颐养护中心等中医康养项目4个，全市养老机构达到
44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20处，养老床位3087张，医养康
养相结合的服务体系加快建立，获评“全国森林康养基地
试点建设县”称号。

兜底保障 更温心
在社会保障方面，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

体系建设，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
保险、失业保险等应保尽保，实现了法定人员参保全覆
盖。在医疗保障方面，全民参保医疗保障体系更加
稳固，城乡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超过 4.2 万人，城乡养
老保险参保率持续稳定在 95%以上，基本实现城乡
居民、职工、灵活就业人员全覆盖。医保报销实现
市内“一站式”服务、异地就医刷卡结算。在最低保
障方面，城乡低保、特困供养连续 10年提标发放，基
本养老、孤残补贴等民生政策全面落实，集医疗保
险、民政救助、商业保险为一体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
系不断完善，特殊群体保障水平持续提升，获评全国残
疾人工作先进单位。

文化滋养 更润心
文化活动更具魅力，19个文艺社团、33个体育协

会及千余名志愿者，借助“骊马放歌”进乡村、“红色文
艺轻骑兵”等活动，每年组织开展文体活动60余场次；
县乡村三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实现全覆盖；
高标准承办黑龙江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铁力一中女
排实现全省锦标赛“六连冠”，骊马合唱团唱响国家
大剧院，文化惠民成效显著。文体设施更加健全，市
民健身中心建成投用，图书馆、美术馆、市民健身中
心等 11处文化场馆相继开放，组织开展各类文体活
动 300余场次；新改建农村社区 16处，硬化文化广场
9.2万平方米，71个行政村实现了“15分钟健身圈”的
发展目标。文明榜样更有力量，深入开展“百户千
星”、文明村镇创建等活动，先后评选孝老星、身边好
人星等群体 286 人、县乡村三级“十星级文明户”84
户；71个行政村文明村创建参与率达到 100%，建成国
家级文明乡镇 1个、省级文明乡镇 2个、伊春市级以
上文明村 45个。

住有所居 更舒心
牢牢把握“民生为本、安居宜居”宗旨，全面推进住房

保障、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等工作，不断改善人民群
众的居住条件。坚持把实施好保障性住房作为一项“政
治工程”，建立了“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
房保障制度，几年来，累计落实公租房租赁补贴1021.8万
元，惠及城镇居民2500余户；改造农村危房、泥草房1478
栋，极大改善了农村住房条件。坚持把老旧小区改造作为
一项“民心工程”，实施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楼
体维修等工程，累计改造老旧小区73个，拆除违章建筑20
余处，维修和新建基础设施53处。同时，引进专业物业公
司，全市103个小区、79栋单体楼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小
区住户住得更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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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扩大就业、推进创业、调控失业”三位一体
的工作思路，抓紧抓牢就业这个最大的民生工程。
扎实开展“就业援助月”“春风行动”“民营企业招聘
周”和高校毕业生“网上招聘月”等活动，不断拓宽就
业渠道。制定出台鼓励扶持全民创业实施意见，高
标准建设创业就业基地，吸引在外成功人士、青年大
学生、退役军人回乡创业，让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
创业者各得其所、各展所长。几年来，新增城镇就业
1.1万人，退役军人安置就业82人，帮扶1253名
困难群众就业。累计发放创业贷款2300万元，
开展技能培训1028人、创业培训360人，
扶持创业 435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
在 4%以内。城镇和农村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24706元
和 18404 元，年均分别增长
5.1%和8.4%。

劳有所得 更称心

铁力城市建设处处皆绿景。

呼兰河沿岸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