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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赞

□杨慧

在额济纳旗有这样一对夫妻，提起他们的
名字，第一印象就是“植树”。在距离达来呼布
镇 200 多公里的巴丹吉林沙漠西部边缘，他们
用 15 年的时间努力与沙漠抗争，用坚持和行
动改善着家乡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他们就
是图布巴图、陶生查干夫妇。

“我的家乡古日乃曾经有草场、河流、湖
泊，可是随着自然环境的恶化，通通变了样。”
图布巴图说。2002 年，看着自己土生土长的
地方狂沙肆虐，图布巴图选择在那年提前退
休，和妻子每天骑着摩托车，背着水壶一同走
上植树造林的治沙之路。

为了防沙治沙，图布巴图和老伴儿省吃俭
用，拿出家里所有积蓄用来购买树苗，加上自己
的退休工资，累计投入 80多万元植树造林。古
日乃地区严重缺水、常年干旱，为提高造林成活
率，图布巴图夫妇主动向专业技术人员请教，查
阅大量资料，并进行多次试验，最终挑选了适宜
本地区种植的耐旱、耐盐碱的梭梭等优良草科
植物。为了解决梭梭种植用水问题，图布巴图
和妻子到 10 公里外的深井处，顶着 45℃以上
的高温，用塑料壶一趟一趟地拉水浇灌。

由于长期野外作业，图布巴图看起来比实
际年龄苍老，面庞被大漠骄阳烤得黝黑，双手皲
裂如同树皮。长期的风吹日晒加上不规律的饮
食，2010年图布巴图生了一场重病，2次手术后
医生叮嘱他要好好休养，避免重体力劳动。可
是在家里休养了 1 个月后，他就又一次回到了
绿化治沙的阵地。2011年，妻子因劳累过度患
大动脉血管瘤，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这一变
故仍没有打消图布巴图治沙的信念，在悉心照
顾妻子的同时，仍然奔忙在种树的路上。

“在家养老就可以了，干嘛这么累？”“这么
辛苦，值得吗？”多年来，这样的质疑声不绝于
耳，但图布巴图“固执”地坚持着。“他放不下心
爱神圣的古日乃湖，更放不下自己亲手栽种的
这片绿洲。”病床上，妻子懂得图布巴图的坚
守。“父亲总是说，这里是我们的家乡，不能就这
么被沙子掩埋了。”孩子们也理解图布巴图的坚
守。在家人的支持、陪伴下，图布巴图用了 15
年的时间，在古日乃拉起一道 10多公里长的围
栏，围封近 2000亩荒漠，上万棵梭梭从无到有，
苗木成活率达 95%以上，绿化率达 80%以上，
成片成活达到 500 余亩，硬是在试图扩张的沙
漠边缘建起了一道防沙绿色屏障。他的坚持和
治沙成果，赢得了大家的尊重，越来越多的人也
参与到防沙治沙的行列中来。

今年，阿拉善盟将在城镇乡村之外的区域
植树造林搞绿化，大力实施公益林保护、飞播造
林、退牧还草等生态工程，促进自然生态大面积
恢复，巩固和扩大局部生态环境治理成果。

得知这个好消息后，图布巴图感慨万千：
“阿拉善人对绿色的渴望日益浓厚，希望更多
的人投入到防沙治沙的队伍中，通过实际行动
在黄沙边缘造出一条条‘绿龙’，把风沙困在沙
漠里。还能种多少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我
将在治沙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

在治沙路上
一直走下去

□本报记者 陈春艳

近日，赤峰市巴林右旗公安局交警大队迎
来了 1 位特殊的客人——71 岁的蒙古族大妈
莲花。她将亲手缝制的 108 双鞋垫儿送到了
交警大队民警的手里，用不太熟练的汉语说
道：“祝全体交警乌日图那苏拉（蒙语：长命百
岁）！”

莲花大妈住在巴林右旗大板镇宝力格嘎
查，老伴儿早在 30 多年前就去世了，她 1 个人
含辛茹苦抚养 5 个子女。为了省钱供孩子们
读书，她甚至舍不得吃 1 个鸡蛋。艰难的日子
终于熬过去了，孩子们都长大成人，可致命的
打击却接踵而至：2010 年冬天，37 岁的儿子突
然病逝；第二年春天，刚刚年满 20 岁的小女儿
也病逝了。

从此，莲花大妈整日以泪洗面、郁郁寡欢。
巴林右旗公安局交警大队听说了此事，成立了
志愿小组，很多青年民警自愿加入到陪伴老人
的队伍中来，每逢节假日，无论再忙，民警们都
会轮班来看望她。莲花大妈有什么大事小情，
第一时间想到的肯定是她的“警察儿女”。

“为我的‘警察儿女’做点什么呢？”莲花
大妈思来想去，决定为他们亲手做鞋垫儿。她
省吃俭用从低保费中出拿 100 多元，买来新布
和针线，购置了老花镜，一针一针地缝起了鞋
垫儿。2 年时间，莲花大妈共缝制了 108 双鞋
垫儿，送给了她的“警察儿女”。

“民心是杆秤，老百姓的满意是颁给我们
最美、最好的勋章。”交警大队大队长乌小晖
说，“真心为群众服务，才能得到群众的理解、
信任和支持。”

莲花大妈
108 双鞋垫送“儿女”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报告指出，丰富各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坚持面向基层、服务群众，推进重点文化惠民工
程，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繁荣社区文化、乡村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组织更多由群众唱主角的文化活
动，引导群众在文化建设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文化是连接心灵的纽带，乌海市海南区华苑社区打出一张“文化”牌，贴心、便捷地服务居民，组织丰富多彩
的文化活动，不仅满足了辖区居民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需求，也让社区越来越有“文艺范儿”，越来越有“人情味儿”。

纵览

□孙智广 呼格吉勒图

近日，苏尼特右旗额仁淖尔苏木的边境
草原上迎来了几十只返乡珍稀动物——黄
羊。

苏尼特右旗林业水利局、森林公安局得
知黄羊的归来，第一时间安排人力警力全天
候打造安全屏障。森林公安额仁淖尔派出所
及时与边防某团某连和苏木镇及农牧民群众
开展巡查、联防、群治，切实将保护措施落到
实处，尽最大努力保障黄羊能够安全、健康地
返乡。

“这些年，随着‘缉枪治爆’行动的持续深
入开展，散落在民间的枪弹明显减少，加之我
们公安干警和边防官兵们不断加大巡查保护
力度，非法盗猎黄羊行为较前些年明显减少，
但悲剧还是会时有发生。不过，我们会尽我
们最大努力，保护它们，维护生态平衡，让动
物们放心、自由地生活在草原上。”苏尼特右
旗森林公安民警说。

苏尼特右旗与蒙古国接壤，有 18.15 公里
的边境线。边境牧区保持着较为原始的生态
环境，是典型的荒漠草原，且一直以来就是盘
羊、黄羊、石羊、金雕、老鹰和狼等野生动物的
栖息地。近年来，随着草原生态环境的日益
恢 复 和 好 转 ，各 类 野 生 动 物 的 数 量 明 显 增
多。这就使一些非法盗猎者的私欲逐渐膨
胀，为了谋取钱财，他们采取各种手段非法乱
捕滥猎野生动物。当地森林公安和边防部门
通过连续开展打击“非法盗猎”专项行动，使
边境地区非法盗猎活动得到有效遏制，盘羊、
黄羊和蒙古野驴等野生动物种群逐渐恢复和
回归，而且种群和数量也在明显增加。

近几年，为有效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维护
草原生态环境，苏尼特右旗更是不断加大对
境内和过境野生动物的保护力度。与此同
时，随着《野生动物保护法》宣传教育的不断
深入和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打击力度的不断
加大，群众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也明显增
强，越来越多的群众加入到保护野生动物的
行列中来，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取得了可喜的
成绩。

据统计，2010 年以来，苏尼特右旗共救治
和放归了包括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金
雕、猎隼、秃鹫、草原雕、白琵鹭、灰鹤以及国
家二级濒危保护野生动物盘羊等在内的各类
野生动物 4000 多只。

给黄羊一个安全的家

边境线

□陈建平

去年夏天，我带儿子回老家看望父母，父
母的身体都挺好，精神也不错，尤其是老妈，
变着花样给儿子做可口的饭菜。

有几次，我带着手机到厨房里，给老妈讲
微信朋友圈里的内容，有些是好玩好笑的段
子，有些是生活技巧方面的小窍门，还有一些
是营养搭配等保健常识。老妈听得很认真，
还询问是哪里的讯息。我大致给她讲了微信
的功能和使用便捷的特点，老妈挺感兴趣。

空闲下来，老妈在抽屉里找出几个我和
弟弟之前替换下来的旧手机。当时，拿回家
来这些手机是想让父母用，可他们都说用不
习惯，仍旧用自己的大键盘老人机。现在，老
妈忽然想要使用智能手机了。

我挑出其中一部成色最新的手机，换上
老妈的手机卡，下载了微信软件，申请了微信
号。在老家小住了半个月，逐步将微信的使
用方法教给了老妈。起初，老妈最喜欢使用
视频功能，跟所有亲戚都聊了个遍，高兴地
说：还是微信好，比打电话省钱，比电脑上视
频方便。

年假结束，我又回到生活的城市，白天上
班，晚上辅导孩子做作业，老妈也不怎么使用
视频了，而是把兴趣转到了发朋友圈上。

老妈的朋友圈发得很频繁。她打字不熟
练，所以朋友圈里图片特别多：跟老爸一起上
街买菜，菜市场各摊位的图片；节假日商场促
销打折，爸妈兴高采烈逛街的图片；悠闲的下
午，老两口在小区散步、花坛边闲坐的图片；
还有一张是节日那天老妈和老爸一起吃饺子
的图片⋯⋯我不禁偷笑，原来老妈也爱晒朋
友圈啊！

最近，老妈仍旧不间断，每过一两天都会
有新图片发出来，而我用视频打过去却不怎
么接，我想可能是偶尔手机不在身边吧。打
不通老妈的电话，就打给老爸，一问才知道老
妈得了重感冒，已经在床上躺了 10 多天，又是
吃药又是输液的，这两天才稍有好转。老妈
在感冒最严重、身体最难受的那几天，依旧强
打精神摆好姿势让老爸拍点图片发到朋友圈
里，好让我和弟弟都能安心工作。

挂断电话，我的鼻子酸酸的，老妈爱晒
图，原来全都是为了我们。那些图片展示着
父母平静的生活，是为了让孩子们放心，这才
是老妈爱晒朋友圈的真正目的。

老妈爱晒朋友圈

□王颖

飘着墨香的书画室，设施齐全的文化
活动室，多才多艺的文艺队伍⋯⋯如今，

“文化”已经成为乌海市海南区华苑社区
的一张特色名片。而“文化＋”更是发挥
出强大的辐射带动作用，不但满足了居民
对精神文化的追求，也使社区服务更加精
准贴心。

“文化＋环境” 生活更和谐

走进华苑社区服务中，一楼宽敞整洁
的大厅内设有创城宣传栏，并悬挂着醒目
的办公标识牌，使群众能够迅速准确地找
到办事窗口。

走上二楼，远远地便闻到了阵阵墨香，
书画室内居民正在切磋书法技艺。

“我写出来的字儿怎么就找不到毛笔
字儿的感觉呢？”一位居民说。

“写毛笔字不能像写钢笔字一样运笔，
要学会运用腕部的力量。”另一位居民当起
了义务指导。

“你才写了几天，别着急，慢慢练，学书
法是个慢功夫，只要心静，字儿自然是越写
越好。”旁边的一位居民不时地予以鼓励。

在学习书画的过程中，居民们更加和睦
了。

为给居民开展文体活动，创造良好便
利的环境，华苑社区服务中心不仅开设了
书画室，还设有阅读室、棋牌室、青少年科
普室、启德园等多个活动室，闲暇之余居民
们不仅能在这里安静地看书、写字，还能酣
畅地来几盘“楚汉”大战。当然，也可以选
择静静地行进在启德园感受历史故事。

“文化＋活动” 居民齐参与

为了让“居民文化”茁壮成长，华苑社
区将文化建设落在实处，在完善基础设施、
优化环境的同时，更加注重以活动和队伍
为平台，打造“社区文化圈”，让居民在家门
口乐享“文化大餐”。

华苑社区将丰富多彩的活动作为传播
培育文化的重要载体，不断加大对社区文
化活动的引导，多方筹资组建社区文艺协
会、棋牌协会、书法协会等群众性文化团
体，丰富居民的日常生活。

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文化活动中
来，华苑社区加强宣传，把社区居民凝聚到
一起，让他们自己编排、自己表演，并通过
组织广场舞、书画、棋牌等贴近居民生活的
文艺演出和文体活动，促进居民在比赛中
增进感情。同时，华苑社区通过组织开展
居民趣味运动会、社区文化艺术节、社区新
年联欢会等活动，激发居民参与文体活动
的热情，使居民既陶冶了情操、愉悦了身

心，又增进了邻里间的友情，从而更加关心
社区建设。

“文化＋服务” 精心更贴心

如果说文化建设为社区工作铺设了最
美的“底图”，那服务则是社区画卷中永恒
的主题。如何使二者相得益彰，华苑社区
摸索出了自己的路子。

华苑社区确定了“创新社会管理、优化
社区服务、繁荣社区文化”的工作理念，通
过网格化管理，以社区文化娱乐体育活动
为载体，坚持服务与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相
结合，使居民在广泛参与中潜移默化地受
到教育。

为给社区儿童搭建起一个集学习、娱
乐于一体的儿童乐园，华苑社区专门打造
了青少年科普室，让孩子们不出社区就能
感受到科技的乐趣、领略到科学的奥妙。

针对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华苑社区依
托社区文化活动室和卫生服务中心，加强
老年人日常文化活动的开展以及对老年人
医疗保健的服务，实现了“老有所学、老有
所乐”的目标，构建起了以“居家养老为主、
医养结合为特色”的社区养老模式。

贴心、便捷的服务，丰富多彩的文化活
动，不仅满足了辖区居民物质与精神的双
重需求，也让华苑社区越来越有“文艺范
儿”，越来越有“人情味儿”。

“文化+”为居民幸福加分

鱼水情深

身边事

□文/图 赵玄敏

3 月 以 来 ，卓 资 县 公 安 局 组
织派出所民警积极开展“暖春行
动——关爱空巢老人”活动。民警
建立空巢老人档案，深入敬老院与

老人谈心；积极入户向老人宣传防
火、防盗、防诈骗等安全防范知识；
联系村干部、村党员义务巡护协
防，让图谋不轨的违法犯罪人员无
机可乘，用真情实意给孤寡老人们
送去人民警察的温情，受到辖区群
众的一致好评。

关爱空巢老人

镜界

广 泛 宣 传 安
全防范知识。

详细了解老人情况。

入户慰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