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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叶文畅 于海东 见习记者 柴思源

清晨，乌海市海勃湾区龙游湾国家湿地公园恬静与
清冷，光秃秃的树梢，以前，在树上的鸟儿都不知去向了。
旭日中，一列衣着艳丽的骑行队伍飞速穿行在宽阔的公路
景观道上，洋溢着蓬勃朝气。

“保持队型，注意间距⋯⋯”边喊口令边领骑的是乔
峰，今天是他们骑行俱乐部新年第一次骑行活动，他们打
算沿着新修好的沿黄公路往返骑行 40 公里。

乔峰说：“以前因为缺少观光道路，骑行都是在城际通
道、机场路上，车多不安全，空气也差。现在的景观道建得
多宽敞啊，不光有骑行的，还有健身的、摄影的。骑行在其
间心都在荡漾！”

乌海市海勃湾区作为自治区全域旅游示范区之一，
529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景点高度密集，甘德尔山巍峨耸
立，乌海湖紧邻乌兰布和沙漠，沙水相融，无需舟车劳顿就
能饱览大山大漠大湖的美景。独特的地理环境又赋予了
这座城市多元、开放、融合的特性，书法文化、蒙元文化、草
原文化、赏石文化声名远播。

如何充分释放旅游资源的魅力，把秀丽风光和人文底
蕴转化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实现打造中国西部旅游集
散中心和国际特色旅游目的地的目标？乌海人在“旅
游+”上动起了脑筋。

“旅游+城镇化建设”是改造城市景观的重头戏。通
过加快环城水系改造和葡萄主题公园建设，海勃湾区形成
2 条纵贯城区东西、南北的休闲游览步道；通过推进 10 条
风情街改造、火车站改造，游客可以享受深度体验游；通过
实施沿机场路葡萄观光长廊和湖泊水系改造、沿 110 国道
和沿黄公路彩林带花带建设项目，农区也变成了可以观赏
游玩的风景区。海勃湾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王鹏飞自
豪地说：“我们充分考虑了市民和旅游者的需求，初步形成
了景观化、精细化、人性化的旅游城市格局。”

依托海勃湾区北部聚集着村庄、农业企业和葡萄酒庄
园，“旅游+生态农业”也搞得红红火火。海勃湾区文化旅
游体育局副局长张高旺说：“这里重点扶助葡萄酒种植、葡
萄酒庄园、农业采摘、雾培农业及光伏农业等产业的发展，
形成附加值高的生态观光农业基地，在吸引游客的同时，
还能带动农民增收。”

沿黄公路途经蒙根花休闲农业园，滑雪、温泉和采摘
等项目使这个以水上世界出名的农业园在寒冬腊月依然
人气不减。草莓大棚里，不时有三三两两的游客陪着孩子

采摘草莓。农业园值班经理杨明说：“夏季附近村民在园区周边开设戏水装备
零售点，冬季他们又可以在温室大棚和滑雪场工作，这里季节性务工人员达
1500 多人，带动农牧户 700 余户，周边村子还新增了 10 多家农家乐。”

“旅游+体育”也是海勃湾区吸引游客的好办法。乌海国际马拉松赛、
中国自驾与露营大会、万人健步走⋯⋯，2016 年在这里举办的体育赛事就
有 26 场，其中国家级赛事 4 场。法国 PBP 乌海湖国际沙漠不间断骑行赛的
举办更是吸引了世界目光，200 余公里的赛程沿途经过乌海湖、甘德尔山生
态景区、乌兰布和沙漠、龙游湾湿地、桌子山岩画、四合木核心保护区等，向
来自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等 10 多个国家以及国内 20 多个省市 600 余
名骑手展示了亮丽的乌海旅游名片。“2017 年我们还要举办 22 场体育赛
事。”王鹏飞说。

“旅游+”增添了城市的魅力，提升了乌海人的幸福指数。2016 年，仅海勃
湾区就接待国内外游客 150 万人次，旅游业总收入达到 3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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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个魅力的城

□本报记者 张慧玲

春的脚步越来越近，采购年货
的市民越来越多，去村里采购猪肉、
豆腐等土特产也是城里人每年都有
的习惯。今年，包头市青山区供销
社专门把各村的村民领进城，市民
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村里的好东西。

1 月 15 日一大早，包头市青山
区临园道菜市场人来人往，熙熙攘
攘。一斤农家猪肉 18 块钱、一个馒
头 6 毛钱⋯⋯一应俱全的土特产，
引发市民的选购潮。

“这是自己家养的肉猪，排骨
20 块钱一斤，这一块你都要的话一
斤算你 19 块钱。”“这个豆芽是自己
家生的，纯绿色食品，买回去尝尝
哇。”“这一看就是手工揉出来的纯
碱 馒 头 ，这 自 家 做 的 买 着 就 是 放
心。”听着卖家买家热闹地吆喝和讨
价还价，感觉春节就在眼前了。

据介绍，临园道菜市场这个摊
位是青山区政府主办的“绿色无公
害有机农副产品进社区”的一个销
售点，包括农家猪、农村笨鸡、胡油、
馒头、焙子、粉条、豆腐、黄豆、绿豆、
白面等几十个品种，满足了市民多
样化的饮食需求。

包头市青山区“绿色无公害有
机农副产品进社区”活动一共 5 天，
记者在现场看到，参与销售的有青
山区的 20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青
山区润友食品加工园区的 21 家食
品企业。

“今天我们带来了大约 70 来个
品种的农产品，刚过晌午基本上销
售了一多半。”青山区兴胜镇二相公
村北丰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吕占
后说，“这样一个平台，对于我们企
业来说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我
们村离菜市场几十公里，农产品下
来后，进入菜市场很不方便，现在区
里出面把所有的产品带过来，产品
有了销路，村民有了收入，市里的人
也能吃上放心绿色食品了，真是一
举多得的大好事。”

土特产年货
卖到城里去

本报呼和浩特 1 月 19 日讯 （记
者 陈春艳） 为确保首府地区人民过
一个祥和愉快的春节，日前，呼和浩特
市公安局深入推进“警民预防打击扒
窃犯罪行动”正式启动。200 余名民警
和 300 名专业保安组成强大的反扒队
伍，分组在商场、超市、公交站点等人
员密集场所进行巡逻、蹲守，严厉打击
扒窃等违法犯罪行为。

本次反扒行动是首府地区“平安
1 号”专项行动的延续。2016 年底，呼
和浩特市公安局在全市范围开展了

“平安 1 号”专项行动，主要包括集中
开展打击“盗抢骗”犯罪专项行动；继
续保持对扒窃犯罪的打击力度；持续
开展最大限度收戒吸毒人员专项行
动。“平安 1 号”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取
得明显战果：共破获各类扒窃案件 99

起，抓获扒窃犯罪嫌疑人 60 名，追缴
被盗手机 125 部、赃款 38900 元；破获

“盗抢骗”案件 339 起，刑事拘留犯罪
嫌疑人 85 人；抓获在逃嫌疑人 61 名；
破获八大类案件 61 起，刑事拘留犯罪
嫌疑人 39 人；破获毒品案件 2 起，其中
跨省部督案件 1 起，抓获贩毒嫌疑人 2
人，缴获冰毒 2.8 克，抓获吸毒人员 31
人。

首府启动“警民预防打击扒窃犯罪行动”

本报乌海 1 月 19 日电 （记者
于海东）为贯彻落实自治区第十次

党代会精神，加快实现经济社会又
好又快发展，近日，乌海市政府与金
砖城市财政金融中心、内蒙古福瑞
医疗股份公司、惟恒（杭州）投资有
限公司、乌海银行等机构签约组建
总额达 220 亿的发展基金，为重大
项目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实
体经济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近年来，乌海市金融业发展迅
猛，已成为该市支柱产业，金融支持
实体经济效果日益明显。截至 2016
年 11 月末，乌海市金融机构本外币
各项存款余额 713.8 亿元，同比增长
13.22% ；社 会 融 资 总 额 902.87 亿
元，同比增长 13.39%。

根 据 协 议 ，由 乌 海 市 财 政 局、

金融办与金砖城市财政金融中心
合作组建，总规模达 150 亿元的乌
海市政府投资基金，将主要扶持乌
海市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指引的产
业。由乌海市投资集团与惟恒（杭
州）投资有限公司合作组建的总规
模 60 亿元的草原丝绸之路乌海市
建设基金，重点支持乌海市事关产
业转型升级、民生改善等重大项目
建设。

内蒙古福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组建的 10 亿元乌海市民族卫
生事业投资发展基金，将投资乌海
市医疗卫生产业。它以智慧互联网
推动为抓手，以蒙中医院为支撑，建
设覆盖城乡居民，普惠百姓的“乌海
市智慧互联网蒙中医药产业发展示
范项目”。

乌海签约 220 亿金融基金
为实体经济“解渴”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郝儒冰

巡逻执勤，传授治安常识，帮助
市民解决突发事件⋯⋯呼和浩特市
公安局特警二支队赛罕大队的女特
警刘博寰，是一位社区红人，深受辖
区内大爷大妈欢迎。“徒手攀爬、持
枪处突⋯⋯在一般人的眼里，特警
往往既威风又神秘。但是二支队赛
罕大队的特警们的职责却是以日常
巡逻、维护城市安全为主。”刘博寰
告诉记者，2016 年，赛罕大队着力
警民共建，服务群众，收到了很多感
谢信和锦旗。

“同志帮帮忙，我的电脑包落
在出租车里了⋯⋯”今年 1 月初，一
名男子匆匆跑到警务站气喘吁吁
地报警。随后，刘博寰和同事联系
了 110 指挥中心，通过出租车定位
系统寻找到了对应出租车，将电脑
包归还给了该男子。寻物、寻人⋯⋯
这样的事情，在刘博寰的日常工作
中数不胜数。据统计，赛罕大队每
日平均接待 20 余次群众求助。此
外，赛罕大队的特警还常常走进社
区，向社区大爷大妈们传授一些治
安常识，解答大爷大妈们的困惑。
几次交流后，刘博寰成了社区中的
红人。“没想到警察也这么有人情
味儿，就跟我们孙子、孙女一样，以
后多来我们社区，大妈喜欢你们的
讲座，太实用了。”赛罕区新建东街
的蔡阿姨对刘博寰赞不绝口，经常
邀请她到家里做客。记者了解到，
特警二支队赛罕大队主要负责维
稳处突，社会治安面的防控，大型
节庆活动的安保任务，2016 年初至
今，圆满完成除夕夜大召安保、自
治区“两会”、元宵节安保、甲 A 中
优足球赛安保、各类博览会安保、
草原文化节安保、反扒巡逻等勤务
工作 80 余次。“每当逢年过节，市
民们都和家人团圆相聚，我们则在
外彻夜执勤，虽然很辛苦，但能和
队友们一起守护青城人民的安全，
我们也算是苦中有乐。”刘博寰告
诉记者，今年春节，自己依然不能
留在家过年，她会走上街头，和队
友们一起巡逻执勤。

守护人民安全
苦中有乐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马丽侠

“回家的路程遥远，有了书香相
伴，回家路上更暖了⋯⋯”一年一度
的春运开始了，千千万万的人踏上了
回家的路。1 月 17 日，由内蒙古日报
社大草原传媒、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
图书大厦、内蒙古旅游局、呼和浩特
铁路局共同举办的“书香伴你回家
路”文化春运系列活动在呼和浩特火
车东客站正式拉开帷幕，给春运路上
增添了一缕书香。

活动当天，图书免费派发点被
旅客围得水泄不通。候车的旅客纷
纷放下手机，拿起书阅读。“旅途是
枯燥的，但书是有趣的。”家住沈阳
市在呼和浩特工作的徐女士拿起一
本书坐在候车座位上看起来。派发
工作进行到中午，工作人员又踏上
当日的 D6769 次列车，将书送到旅
客手中。本次活动共包括火车站图
书赠送、列车上借阅图书、春运列车
文化沙龙、网上互动交流、网上有奖
征集、文化大拜年 6 个板块。活动
共提供 5000 册图书，全部由新华书
店赞助，包含社会科学类、文学艺术

类、少儿类、养生保健类等适合大众
阅读的多种类图书。为增强本次活
动的影响力，调动旅客及网友参与
的积极性，大草原客户端还推出“回
家故事”有奖图文征集活动。文章、
图片可以是回家路上的一个故事，
也可以是车窗外的某处风景，春节
出游时的游记和感受，或是手机镜
头里的某段小视频。将有意义、有
意思的回家故事通过大草原客户端
进行交流互动。

除此之外，本次活动的另一大亮
点是在 1 月 18 日由呼和浩特开往北
京的 Z316 次列车上。如果当天你
有幸乘坐这趟列车，有机会参加火车
上的文化沙龙活动。有“草原雷锋和
阳光先生”美誉的魏刚将在车厢内与
旅客们一同分享阅读的魅力，品读春
运路上的文化韵味。值得注意的是，
本次活动还开通了网上互动交流平
台。在新浪微博上设置“春运与一本
书相遇”互动话题，搜集网民春运感
悟以及读书心得。旅客们可以通过
大草原客户端的爆料栏目、微博话题

“春运与一本书相遇”或者进入 99 街
网络社区参与互动，奖项有图书、动
车模型以及冰雪吉祥娃娃。

回家路上书香相伴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杨佳

“这是我们全家人过的最高兴的
一个大年啦！”拿着安置新楼房的钥
匙，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格尔图村村民
张二女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今年 65 岁的张二女，如今已经是
儿孙满堂。她家祖辈几代人都生活在
格尔图村。2016 年，周边厂区要进行
扩能改造，格尔图村在安全卫生防护
距离之内。为了保障村民们的生命财
产安全，政府决定对全村进行征收拆
迁安置，并且把这项工作交给赛罕区
西把栅乡敕勒川办事处来完成。

如今，烂平房换成了新楼房，钱包
也鼓了起来，这才觉得这次的拆迁真
是好！”为了让记者体会到她家过去
的生活，张二女特意和她的孩子们带
着记者回到了格尔图村。站在已经被
拆倒的院子前，老人回忆起那时候的
生活。 过去的自来水管道，村民院子
里的部分埋得有点浅，冬天冷得厉害
了，动不动就冻住不流水了。她们只
能把土挖开，拿火烤上半天，水龙头才
能再出水。而且，自来水是分时段供
应的，所以家家户户还放着一口储水
的 大 缸 。 至 于 下 水 ，则 是 污 水 随 便
倒。上个厕所，晚上打着手电往屋外
的旱厕跑，既不卫生又麻烦。

在一户尚未征迁的村民家，老人
指着屋里的“锅连炕”和点着的火炉子
说，这两样北方农村许多平房里离不
开的东西，第一是要年年买炭，天天生
火，很脏很麻烦；再者还很不安全。在
村里生活了几十年，她没少听说也亲
眼见过，被“锅连炕”烫坏的娃娃，还有
在睡梦中被“煤烟子”（一氧化碳）熏得
中毒的大人小孩。 如今好了，新楼房
把这些麻烦全解决了。算上老人的孩
子，她家共有两处院子，家里老老小小
十几口人，通过本次征迁，在大小台
村、西把栅村等地段，共安置了 10 多套
新楼房，家里几乎每人一套房。除了
房子，全家还领到了不少的补偿款。
在新家附近，医疗、教育等设施都很齐
备。他们的孩子有的就在新家附近上
学，离家近，接送也方便，大人孩子都
很高兴。

村民们告诉记者：“刚开始拆迁的
时候，看到补偿方案，我们也不是很
懂，就去征拆指挥部打听。工作人员
耐心地解释，我们对征拆方案很满意，
于是村民们主动去拆迁指挥部签协
议。在签协议的过程中，工作人员都
按程序执行，公开透明，让我们很放
心。”看着村民们的高兴劲儿，记者对
此次征迁工作的安置补偿政策产生了
好奇。在村南端的“安全距离”征拆指
挥部，负责人袁瑞峰告诉记者，市委市

政府、赛罕区区委区政府领导对此次
拆迁高度重视，要求我们一定要做到

“ 在 落 实 上 下 功 夫 ，在 执 行 上 见 成
效”。格尔图村的征拆安置补偿方案
是采用“房钱按比例分配”的政策。对
于征拆面积的 60%，给予异地安置房，
40%给予货币补偿。让老百姓有房住
的同时有钱花，加上安置地点合理，生
活设施完备，所以受到了村民们的欢
迎。 袁瑞峰说，征拆过程刚开始时，
一些年龄偏大、乡村情结特别重的村
民，很不愿意拆迁、搬移这个好几代人
生活过的地方，来找我们时情绪比较
激动。通过我们细致耐心的解释，后
来，老人们不仅接受了搬迁，而且还特
别感谢我们。另外还感谢国家政策
好，为了他们的居住安全和居住环境，
出钱出力让他们住上新楼房，真正做
到了惠民利民。 从事征拆工作多年，
袁瑞峰感慨地说：“过去搞征拆，总是
挨家挨户去讲政策，讲道理，真是磨破
了嘴磨穿了鞋。特殊情况，还得通过
法律诉讼或者多部门协调等手段来解
决。”据介绍，自 2016 年 10 月初至今，
历时 3 个月，这个拥有近 600 户村民的
村子已经完成了 72%的征拆工作。目
前，征拆工作仍紧密有序地进行着。
部分村民想在老院子里过最后一个春
节。预计在 2017 年 2 月底，征拆工作
全部结束。

和谐拆迁 快乐过年

1 月 19 日，呼和浩特市锡林北路街道办事处车站西街社区居民正在做炸糕。当日，该社区居民欢聚一堂，写春联、做炸
糕，在欢声笑语中准备年货。临近春节，市民已开始备年货，打扫卫生，干干净净、红红火火迎接新春佳节。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过小年 备年货

1 月 19 日，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杂技团演员正在表演《抖空竹》。当日，由
内蒙古展览馆、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主办的“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迎春
艺术为民”惠民演出在机场举行。杂技团为旅客表演了 8 个精彩节目，温暖旅
客回家路。 本报记者 郭伟伟 摄

惠民演出暖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