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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信息吧

本报锡林郭勒 2 月 9 日电 （记者 巴
依斯古楞）为孤寡老人帮忙干家务活儿，为平
房户通自来水，为零就业家庭联系工作⋯⋯
在正镶白旗，只要群众有需求，就有一只志愿
服务队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该旗明安图镇巴彦社区住平房的 25 户
居民家，因为吃上了甘甜可口的自来水而高
兴万分。他们说，过去用水都到邻居家的大
井里挑水，一到冬天，井口结冰，很不方便。
去年，社区干部在走访中，发现了群众的这一

“微心愿”后及时和水务部门沟通，仅用半个
月时间，就为他们通了自来水管道。

对于进社区的在职党员干部来说，群众

提出来的“微心愿”就是他们要解决的“单
子”。在在职党员进社区活动中，以社区党支
部为基础、驻区党员为主体、驻区单位党组
织积极参与区域化党建工作机制为依托，
通 过 组 织 发 动 、自 愿 报 名 等 形 式 ，将 有 意
向、有能力、热心参与志愿服务的人员编纳
入册，成立了政策法规、义务教育、文化艺
术等 12 支志愿服务队，精心设计了留守儿
童服务、居家养老老人、法律政策咨询等 26
项服务内容，为社区居民提供了精细、丰富
的“服务菜谱”。

与此同时，社区安排了专职人员均在每
个月底对“点单”内容归纳整理，将急需的志

愿服务项目以“社情民意直通车”的形式上报
旗委进行批办，开创了群众菜单点播式服务
新模式，志愿服务活动逐步由群众“被动接
受”转为“主动点播”。

“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办民之所需”
是社区志愿服务工作的重中之重。该旗通过

“点单式”社区志愿服务活动，使社区志愿服
务逐步由过去的“等上门”“灌输式”向“找上
门”“点单式”转变，社区各个层面的党员群众
均能根据各自的需求提出需要的服务，进一
步拓宽了“点单”对象的覆盖面，社区志愿服
务队开展活动有了针对性，工作效率也逐步
提升了。两年来，正镶白旗社区志愿服务队

根据居民需求输送志愿服务活动 168 次，为
城镇失业人员提供就业岗位 670 个，受益人
群 2 万余人次。

通过“点单式”志愿服务活动，畅通了社
情民意的表达渠道，壮大了社会管理的工作
力量，实现了社公管理与服务、协调的有机
统一，使社会管理服务有效渗透到每个网格
中，倾力解决了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和焦
点问题，及时化解了一批矛盾纠纷和不稳定
因素，使社区党组织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的第一道防线，架起了党群“连心桥”，真正
做到了民有所思，我有所想；民有所呼，我有
所应。

正镶白旗：“点单式”志愿服务实现居民“微心愿”

本 报 兴 安 2 月 9 日 电 （记 者
胡日查）“去年，我们老两口没花一分
钱就领到 9000 棒菌棒，收了 350 多公
斤干木耳，前几天以每斤 40 元的价格
一次性全部出售了，挣了将近 3 万元，
脱贫没问题了。”扎赉特旗阿尔本格
勒镇哈日础鲁嘎查贫困户王秀芝乐
呵呵地说。

2016 年 年 初 ，阿 尔 本 格 勒 镇 党
委、政府充分利用“三到村三到户”资
金和自治区移动公司扶贫资金，依托
阿本黑木耳专业合作社，按照“村企
共建”的利益模式，在哈日础鲁嘎查
引导 30 户贫困村民种植了 15 万棒黑
木耳，每户贫困村民种植黑木耳收入
1 万元以上。

扎赉特旗把脱贫攻坚作为头号
民生工程，建立了“1+8”政策指导体
系，出台《扎赉特旗关于打赢脱贫攻
坚战实施办法》，配套制定“菜单式”
产业扶贫、贫困户贫困村退出机制、
危房改造、资金整合、就业创业、精准
到户、商业健康保险等 8 个意见，推动
脱贫攻坚。

在推动产业扶贫中，扎赉特旗积
极整合涉农涉牧、扶贫、金融资金，
2016 年累计发放金融扶贫贷款 1.95
亿元，采取以交代补、合作社带动、资
产收益分红等方式推进“菜单式”产
业扶贫，重点发展黑木耳、蘑菇、甜叶
菊、中草药、香猪、肉驴、蒙古马等特
色 种 植、养 殖 精 准 到 户 扶 贫 产 业 项
目，力争通过发展产业拔掉“穷根”，
实现 1.2 万人脱贫。

“脱贫攻坚绝不是轻轻松松一冲
锋就能解决的，没有攻城拔寨的决心
信心，没有愚公移山的雄心壮志，是
肯定完不成任务的，脱贫攻坚到了啃
硬骨头的阶段，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这场硬仗。”扎赉特旗委书记姜天虎
坚定地说。

扎赉特旗把能否打赢脱贫攻坚
硬仗作为检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实效的标准之一，确保高标准高质量
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该旗在派
出 196 名 第 一 书 记 的 基 础 上 ，组 织
141 个旗直部门、抽调 4100 余名机关
干部，对 196 个嘎查村所有贫困人员
实行全员包扶，科学制订贫困苏木乡
镇、贫困嘎查村和贫困户帮扶方案，
力争做到不落下一人。

扎赉特旗：
特色种养业
助力 1.2 万人脱贫

本报赤峰 2 月 9 日电 “大家常年在外工作，
对家乡都陌生了，但是作为一名党员，要坚定政治
信念，始终不忘党员的责任和义务。”喀喇沁旗锦山
镇一位外出打工回乡过年的党员说。

喀喇沁旗抓住春节期间流动党员返乡之机，通
过上门送学、结对帮学、集中辅导、观看教育影片等
方式，组织好流动党员“补课”活动，确保外出务工
返乡党员思想受教育、灵魂受触动。截至目前，全
旗已累计发放学习资料 100 余册，征求意见建议
200 余条，2000 多名流动党员参加了学习培训。

（郭亚军）

喀喇沁旗

流动党员“补课”忙

本报乌兰察布 2 月 9 日电 兴和县一直把“一
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使村级
公益事业进一步完善。

去年，该县共实施了 210 个一事一议财政奖补
项目，比 2015 年增加了 78 个，增加了 59%。项目
总投资 16434.45 万元，比 2015 年增加了 7315.85
万元，增长 80.2%，涉及街道硬化、美化、亮化，砂石
路、人畜饮水、农田水利建设、文化广场、村容村貌
改造等工程，覆盖 94 个村委会 144 个自然村，目前
已全部完工。 （吕铎）

兴和县

210个财政奖补项目完工

本报巴彦淖尔 2 月 9 日电 春节期间，磴口县
乌兰布和沙漠出产的农副产品备受青睐，成为走亲
访友馈赠礼品新宠。回家乡过年的大批磴口籍人，
假期过后离乡返回时，总忘不了带些沙漠长山药、
黑枸杞、火参果、肉苁蓉等特产，这让他们在外地朋
友、同事面前很有面子。

近年来，磴口县牢固树立产业治沙、绿色发展
理念，把绿化与产业化、治沙与致富相结合，依托龙
头企业，培育了一批新的农畜产品知名品牌，实现
了生态环境与经济振兴双赢的目标。截至 2016 年
末，全县共有从事沙产业生产经营企业近 90 家，其
中从事治沙及肉苁蓉产业 30 余家、经济林种植生
产企业 10 余家、林草产业企业 10 余家、生态旅游
业 10 余家、木材加工企业 10 余家。 （郭承德）

磴口县

沙漠特产春节受青睐

本报乌兰察布 2 月 9 日电 化德县认真贯彻
落实“六个精准、五个一批”，推行“菜单式”脱贫模
式，建立贫困户“幸福账单”，深入实施“十项扶贫重
点工程”，2016 年有效脱贫 853 户、2109 人实现稳
定脱贫，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显著增
强。

化德县派出 1280 名干部、85 个工作队、73 家
企业驻村帮包扶贫困户，通过发展产业、发放金融
扶贫贷款、异地扶贫搬迁、教育扶贫、生态补偿、社
会兜底等措施，全县脱贫攻坚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
的答卷。 （李剑平）

化德县

2109人稳定脱贫

本报呼伦贝尔 2 月 9 日电 2 月 3 日是春节长
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阿荣旗人民政府与哈尔滨中
铁绿色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就年产 120 万吨秸秆纤
维板生产项目签署合作协议。

阿荣旗是全国 40 个产粮大县之一，是全国现
代农业示范区，农林结合、林水结合、农牧结合的资
源组合条件非常好，全域内的玉米秸秆、大豆秸秆、
水稻秸秆等资源丰富，为项目建设提供了充足原
料。据了解，此次签约的秸秆纤维板生产项目总投
资 20 亿元，项目达产后可实现利税 6 亿元。该项
目以农作物优质秸秆为原料，采用分离萃取方式，
把秸秆分解成丝絮状，加工生产出绿色农作物秸秆
丝纸板，并同时分离提取出碳纤维、石墨烯、高强度
秸秆胶、纺织用高弹丝等高附加值副产品。项目计
划在 2017 年 5 月份正式开工，2018 年 11 月份前
建成投产试运营。 （王建庭）

阿荣旗

秸秆纤维板项目落户

本报巴彦淖尔 2 月 9 日电 春节期间，为了让
人们买到放心食品，临河区在先锋、曙光、车站等 7
个客流量较大的市场管理所设立了食品安全快速
检测室，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监管，确保老百姓舌
尖上的安全。

据悉，检测室内设置了病害肉速测仪、多功能
食品综合分析仪、合成色素与防腐剂检测仪等多种
设备。这些设备操作简单，一般在半小时内就能够
快速、精准检测出常规食品是否含有有害物质及非
法添加物。 （白建平）

临河区

设置食品快检室强化监管
□张桐

今年春节期间，达拉特旗许多群众大门
口都悬挂着两面国旗，表达爱国爱家情感，构
成新春一道亮丽的风景。

正月初一，微风习习，达拉特旗王爱召镇
杨家营子村沐浴在新春的喜庆氛围中，回望
整个村庄，村民大门口的一面面五星红旗迎
风招展。2015 年和 2016 年连续两年的美丽
乡村建设，让杨家营子村村民对党的感恩之
情越来越浓烈。村民田果女说：“没有党，哪
有我们百姓的今天！”2016 年，借着美丽乡村
建设的契机，她家的旧房屋进行翻新，不但换

上了崭新断桥门窗，就连院墙也修葺一新，让
回家过年的儿子一家赞不绝口。

杨家营子便民连锁超市的负责人丁军
说，年底进货时，供货商忽然提议让他进些国
旗，还说国旗在乡下挺畅销，卖不了可以退
货。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丁军进回一批
可以在大门口悬挂的国旗，没想到刚进腊月
二十就卖完。“这是比烟酒糖和炮更让村民喜
欢的东西！”

正月初四，王爱召镇德胜太村，到处是一
片喜庆祥和的气氛。居住在村口的辛二润一
家大门口悬挂着鲜艳的五星红旗，他还专门
为国旗写了一副春联：大业方兴五星旗展金
鸡唱，小康在望四化图开彩凤飞。“我就是想

表达咱们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意思。”辛二
润指着门口的对联喜滋滋地说。

2016 年辛二润和两个儿子、女儿共同建
起一幢新砖房。大儿子和儿媳还在新房里经
营起美发和摩托车修理业务，将生意做得红
红火火。而辛二润自己养的羊、种的谷米收
入也十分可观，生活真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正月初五，达拉特旗树林召镇三顷地村，
一户姓郝的人家大门口国旗飘扬。院子里停
满儿女们的小轿车。“今年春节，儿子女儿都
回来了，我心中真高兴，团团圆圆才是咱们百
姓的春节，娃娃们平平安安才是咱们老人的
幸福。”60 多岁的女主人田大妈高兴地说。
因此，春节时她特意在大门口悬挂国旗表达

对国对家的热爱，也表达对儿女们归来的喜
悦心情。

为过好团圆年，田大妈从一进腊月就开
始忙活，生豆芽、炸酥鸡丸子、买豆腐，制作各
式儿女和孙子们爱吃的菜肴，虽然忙碌，但一
想到孩子们回家过年她心中就暖意融融。“过
去穷得甚也吃不起，娃娃们甚也吃不上，如今
生活好了，我就想给他们多做些好吃的，让娃
娃们好好吃。”田大妈边端上一盘菜品边说。
这个春节，有儿女的陪伴，有丰盛的宴席，田
女士觉得真幸福。

幸福荡漾国旗飘。这个春节既是中国人
传统的好节日，也是群众对党和国家的感恩
节。一面面国旗挂起来，幸福的话语说起来。

过年挂国旗心中暖意融融
■风信子

□本报记者 李新军 摄影报道

随着一声响亮的哨音，响亮的锣鼓敲
了起来，手中的扇子舞了起来。看，这边扭
来了唐僧师徒，那边扭来了红脸蛋儿的媒
婆；这边舞出了蛟龙出海，那边又舞出个蝴
蝶飞舞。在蓝天白雪的映衬下，海拉尔区
胜利街道办事处秧歌队 64 名队员的五彩

斑斓行头显得格外鲜艳。
“庆新春闹元宵，闹就闹个红红火火，

快快乐乐！”65 岁的吕金兰手摇彩扇，舞步
轻盈，红绿相间的衣着使她看上去也就 50
出头，“算起来，从组建秧歌队到现在，我的

“秧龄”已经十多年了！”
“锣鼓一敲，喜上眉梢；秧歌一扭，健康长

有！”86岁的李佩荣红光满面，步履矫健。
“组建这只秧歌队有 10 多年了，目前

已发展成集秧歌、舞蹈、合唱等多种艺术形
式为一体的秧歌艺术团，平均年龄 57 岁，
每年投入超过 5 万元，在街道办的‘百姓大
舞台’演出十几场！”街道办主任崔雪松热
情洋溢，“最红火的一场就是这一年一次的
正月十五闹元宵！”

据了解，海拉尔区各街道办现有 7 支秧
歌队，累计 400 多人，将在元宵节前后到福
利院、颐养园和各社区演出和团拜。

2 月 5 日，通辽市奈曼
旗 举 办 新 春 首 场 招 聘 会 。
招聘会以“促进转移就业，
助力脱贫攻坚”为主题，来
自旗内外的 115 家企业共
提 供 就 业 岗 位 3280 个 ，现
场达成就业意向 1865 人。

刘松涛 摄

新春送岗位

■图闻

红火的秧歌
扭起来

化妆
拜年

街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