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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 / 市井4

赤峰市劳动监察支队要为26名农民工补充笔录

在6月休牧的最后几
天里，白音道尔计每天驾
车去牧场巡视数趟，察看
围栏是否完好、羊群草料
是否充足。5月底，白音道
尔计从县城搬回到牧场，
开始一年最忙碌的日子。

61岁的白音道尔计是
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沙日
召嘎查的牧民。5年前，他花
近50万元在90公里外的县
城里买了一栋带院子的二
层楼房。每年的10月到第二
年5月，他和老伴与儿子、儿
媳妇一起住在城里，春夏之
交老两口则返回牧场生活，
羊群雇请羊倌常年打理。

“夏天还是草原上好，
蓝天白云，气候凉快，空气
也新鲜。”坐在凉爽的屋
里，白音道尔计喝着奶茶，
看着窗外烈日下，绿油油
的柠条铺染着大地，杨柴

绽放着红色的花朵，羊群
在棚舍里吃着草料。

逐水草而居，每年夏
季和冬季赶着羊群转场，
在哪里放牧，蒙古包就搭
到哪里———生活在内蒙古
草原上的牧民，曾经祖辈
世代过着游牧生活。20世
纪80年代草场分包到户
后，牧民们实现了定居。

随着生活日渐富裕，
如今越来越多的内蒙古牧
民像白音道尔计这样，过
上了“新迁徙”生活。新巴
尔虎右旗耐日莫德勒嘎查
位于呼伦贝尔草原深处，
几年前，牧民米格德玛在
远离牧场的旗里买了一套
住房，她还以草场证作抵
押，贷款开了一家服饰店。

“我大部分时间在城
里住，经营服装和布匹。”
她说，由于丈夫担任村干

部，不能一起到城里住，她
每隔一段时间就回到牧场
住几天，帮助料理家务和
牧场，时常还邀请邻居亲
朋举办家庭那达慕。

随着禁牧、休牧和草原
保护补助奖励、公益林补贴
等政策的实施，草原生态不
断改善，载畜量大幅提升。草
原上出产的优质牛羊肉行情
好，加上草原、林地生态保护
补贴等收入，牧民们的腰包
鼓起来了，对衣食住行等生
活品质的追求越来越高。

记者在杭锦旗、鄂托克
前旗等牧业旗县了解到，近
年来，在县城买房的牧民越
来越多。“冬天还是住在城里
好，屋里有暖气，不像在牧场
得烧火取暖，洗澡、上厕所也
方便，而且一出门就能买到
东西。”白音道尔计说。

白音道尔计一家4口

人，拥有9000亩牧场，目前养
着400多只羊。“一年能出栏
200多只羊，加上卖羊绒、甘
草的钱和生态补贴，一年纯
收入有二三十万吧。”他说。

草场里有7000多亩长着
甘草，每隔5年左右挖一次，每
次能收入五六十万元；其余
的草场每年每亩有2.25元休
牧补贴；草场和甘草地上有
3600多亩长着沙枣、柠条等
树木，每年每亩有12.25元公
益林补贴。他家仅养羊之外
的收入，就已经相当可观。

从摩托车到越野车，白
音道尔计换了几轮交通工
具。20多年前，白音道尔计
就买过一辆吉普车，后来换
成皮卡。2016年，他又买了
一辆丰田牌越野车。“现在
国家的政策好，生活真是没
得说。”他说。文/新华社记
者 李仁虎 任会斌

“能像妹妹那样献血
挽救他人生命，我感到十
分自豪。”7月3日，包头市

“熊猫血”双胞胎姐姐陈媛
高兴地对记者说。

陈媛和陈娜是一对双
胞胎姐妹花，今年30岁。妹妹
陈娜在做孕前检查时，无意
中得知自己是RH阴性AB型
血。“自己被查出是‘熊猫
血’，经过化验我姐姐也同样
是RH阴性AB型血。我们赶
紧上网查询了‘熊猫血’的相

关资料，才知道双胞胎都是
稀有血型的几率非常低。爸
爸和妈妈都是正常血型，我
们却是稀有血型，真的好神
奇。”陈娜笑着说。

“5月初，妹妹接到包头
市中心血站无偿献血科赵
国栋科长的电话，称包头市
中心医院有RH阴性AB型
血患者急需输血，妹妹就去
青山娜琳献血屋捐献了血
液。前两天，医院又有危重
患者急需RH阴性AB型血，

我也献了血。”姐姐陈媛说。
赵国栋科长告诉记

者：“一卵双生的双胞胎不
仅外貌相似，遗传基因、血
型也一致，而‘熊猫血’双

胞胎的确难得一见。可喜
的是，这对双胞胎姐妹都
加入了包头市稀有血型志
愿者队伍。”文·摄影/本报
记者 解裕涛

4只小燕子有了临时“爸爸”
最近，包头市东河区工业北路8号楼搬来一户新

“居民”———燕子一家六口。居民们每天看着燕子爸爸
和燕子妈妈飞进飞出，听着小燕子叽叽喳喳的叫声，
很是喜欢。可是，燕子爸爸和燕子妈妈不知道什么原
因突然消失了，4只嗷嗷待哺的小燕子没有了依靠。

一个多月前，东河区工业北路8号楼2单元楼道的
墙角里多了一个燕子窝，两只燕子在这里筑巢安家。
没过几天，4只小燕子出生了。过了几天，一楼居民张
丽梅发现，燕子爸爸不回家了，随后发现燕子妈妈也
不见了踪影。偶尔回这栋楼居住的张靖也发现了这个
问题，开始格外关注4只小燕子。

这栋楼是老旧楼房，房子面积不大，张靖一般住在2
公里之外的新家。可是，为了随时观察4只小燕子的生存
情况，他和妻子商量搬回老房子居住。张靖有养鸟的经
验，知道小燕子又饿又渴，当起了它们的临时“爸爸”。

张靖给小燕子买来面包虫喂食。每天，他都要踩
着一米高的梯子爬到燕子窝前，一下一下喂饱每只小
燕子，有时邻居们也来帮忙。

“两个小时喂一次食，20多天过去了，它们的羽毛
都丰满了。最近，它们的饭量增加，以前一天吃5块钱
的面包虫，现在不够了。”张靖笑着对记者说。只要天
气好，张靖就把小燕子带到小区院内，因为邻居们天
天要和这4只小家伙见面。“它们迟早要离开这里，学
会自己生存。”说话间，张靖敲了敲手中的小镊子，刚
飞出去的小燕子飞回他手里，争抢着吃面包虫，一只
小家伙干脆飞到他的头上玩耍，把邻居们逗得哈哈大
笑。 文/摄影·本报记者 解裕涛

新报热线（记者 汤 军）

本报连续刊发消息，报道
了赤峰市巴林右旗26名农
民工被山东阿掖山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赤峰市
程源矿业有限公司拖欠361

万元工资，因赤峰市劳动监
察支队和松山区公安分局
在办案过程中将他们唯一
能 讨 回 工 资 的 证 明 文
件———《还款承诺书》丢失，
造成他们3年多讨薪无门的
事情。7月5日，农民工董淑
霞给记者打来电话表示，他

们26人在7月4日都接到了
赤峰市劳动监察支队一大
队大队长武林文的电话，通
知他们于7月9日到赤峰市
劳动监察支队做补充笔录。

7月5日，记者采访了武
林文大队长。他告诉记者，
《北方新报》关于26名农民

工3年多讨薪无门的报道对
赤峰市有关部门触动很大，
赤峰市、松山区有关领导非
常重视此事，多次开会研究
为这26名农民工讨薪的问
题。这次通知26名农民工到
赤峰市劳动监察支队做笔
录，是对前期调查工作的补

充和完善，他们的讨薪案件
一直在进行中。等相关证据
补充完善后，赤峰市劳动监
察支队会按照法律程序，向
松山区公安分局移交案件，
如果公安机关不能立案调
查，赤峰市劳动监察支队会
把案件移交到人民法院进

行审理。
26名农民工代表董淑

霞表示：“不管怎么说，3年
多了，终于又看到赤峰市
劳动监察支队办理我们的
案子，我们会积极配合的。
感谢《北方新报》的报道，
希望这次能有好结果。”

新报热线（首席记者 张

弓长） 连日来，呼和浩特
市新城区团结一号院的多
名业主向本报反映，他们
给小区物业公司交了车位
费之后却发现，交了车位费
和没交车位费的业主竟然
享受同等待遇，交了车位费
也经常没有地方停车。

7月1日，记者来到位

于呼和浩特市人民路北口
附近的团结一号院了解情
况，得知这里是自治区妇
联、自治区科协、自治区建
设厅等单位的职工住宅
区，属于老旧小区，以前一
直没有物业公司，直至去
年才有一家物业公司入
驻。

一位业主告诉记者，

物业公司入驻后，他就按
照物业公司的要求交了一
年的车位费720元。可是，
一年来，由于小区内交了
车位费和没交车位费的业
主都享受同等待遇，交了
车位费的业主经常没有地
方停车，他觉得这不公平。

该小区物业公司的陈
经理和赵经理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他们特别理
解交了车位费的业主们的
心情，可他们也是有一肚
子委屈没处说。据两位经
理讲，该小区居住着720多
户业主，2017年10月，该物
业公司与中山东路办事处
团结社区达成协议后入驻
该小区。按照协议，该物业
公司进驻后不收取物业

费，只收取车位费和300元
的卫生费。物业公司入驻
至今，总共收取了不足2万
元的费用，这点钱都不够
一个保安一年的工资。因
此，物业公司一直处于严
重亏损状态。物业公司也
曾经试图把拒交车位费的
业主阻挡在小区门外，可
有些业主强行撞断栏杆闯

入。对此，物业公司也感到
特别无奈。

就此事，团结社区的包
书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由于团结一号院大多数
业主们不交费，物业公司确
实处于亏损状态。像团结一
号院这样的老旧小区如今
所面临的问题，社区方面想
管，却力不从心。

团结一号院：交不交车位费停车一个样

◎◎热线追踪

内蒙古牧民“新迁徙”：夏忙牧场冬住城

双胞胎姐妹捐献“熊猫血”

妹妹陪姐姐采集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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