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剑萍

这几天，就在各地农民忙着播种春的希
望时，吉格斯太镇梁家圪堵的一些村民却在
准备着迎接即将到来的收获。

走进位于吉格斯太镇的达拉特旗雨顺种
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大棚内，与外面的万物吐
绿截然不同的是这里已硕果累累，村民李永
军正忙着给大棚通风，虽然累得满头大汗，但
他脸上却洋溢着难以言表的喜悦：“我在这里
打工，每个月的基本工资2700元，你看这些
香瓜马上就能上市了，到时候每收获1斤香
瓜我还可以提成0.6元，香瓜亩产在4000斤
左右，这样下来每亩地我又可以收入2400多
元。还有就是在自己家门口打工，既不耽误
挣钱，也不耽误种自家的地，收入还相当可
观。”

今年李永军负责9亩大棚从种植到收获
的全程管理，其中有香瓜2.4亩，西瓜6.6亩。
因为有种植大棚三四年的经验，所以李永军
对于这9亩大棚可谓轻车熟路，种植一茬大
棚只需4个月，从2月份开始到6月份就结束
了。李永军粗略算了一下，他这9亩大棚仅
一茬就可从合作社纯挣3万多元，一年两茬
就可以纯收入6万多元，这可是一笔可观的
收入，也是他家主要的生活来源。李永军家
种了100多亩地，一年收入也赶不上在合作
社打工收入的一半。李永军最希望的就是将
自家的土地改造成大棚，再种些错季的瓜果
蔬菜，这样下来收入翻倍那是肯定的。

雨顺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自2010年成立
以来，以种植绿色无公害瓜果为主要发展方
向，农家肥垫底、生物药防虫、蜜蜂自然授粉，
产出的瓜果口感极好，又因错过收获高峰期，
产品价格虽高却供不应求，深受消费者的青

睐。在这里打工的农民工资也自然水涨船
高，村民们都争相前来。

66岁的席云也是打工队伍中的一员，他
今年负责 12亩大棚的管理，但他自己不动
手，全部再雇佣当地的农民，按天算工资，每
人每天120元，这对于农闲时的农民来说也
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席云所管理的大棚里种
植的品种有西瓜、香瓜、黄瓜、柿子、茄子等，
席云粗略算了一下，即使全部雇人，这12亩
大棚自己也能收入3万元。

合作社共有大棚300多栋，采用“工资+
提成”的模式进行管理，共雇佣当地村民20
多人，现已种植 200来栋，后续还将陆续种
植，以错开瓜果蔬菜的采摘期。

村民王毛仁这几天正在种植错期的瓜
果蔬菜，他今年共负责8亩多的大棚，其中3
亩多种植了西瓜、香瓜和小柿子，现在快上
市了，剩下的 5亩大棚里这几天异常热闹，

王毛仁雇佣几位村民专门负责平整土地与
耕种，准备全部种植西瓜，再过几天就能全
部种完，剩下的日常管理工作就不需要再雇
人了。

在这里打工的除了李永军、王毛仁等负
责大棚种植管理的农民，还有负责基础设施
维护的工人，他们也是当地的村民。李金贵
是一名水暖工，专门负责大棚滴灌的日常维
护与维修，他是按天挣钱的，每天120元，每
月稳定工作20多天，水暖工的营生既轻松又
自在，农忙时节也误不了合作社的活儿。他
自己还种了60多亩土地，养着五六头奶牛，
做到了种地、养殖、打工三不误，像李金贵这
样的水暖工在合作社有3名。

正是因为有合作社这样的打工平台，让
村民们在家门口打工，轻轻松松赚钱，做到
种地打工两不误，实现了合作社和农民互利
双赢。

我为合作社打工忙

□本报记者 皇甫秀玲

5月7日是个星期天，早7点，一条“我们
任务进入倒计时，7点30要开个早会解决一
些问题”的信息，被发布在呼和浩特玉泉区攻
坚克难微信办公群里。

中午11：06分，小黑河镇征地拆迁办公
室：“新机场高速路征拆火热进行中。”

下午16：23分，区政府督查办：“绿波小
区路面铺油完成，游园路灯安装完成，楼面粉
刷完成，绿化完成。目前正在进行卫生收尾
工作，预计今晚全部完成……”

夜晚22时 40分，玉泉区区长白洁：“宏
伟，麦香村这个公厕刚调整了方案，要抓紧，
要求24小时排班施工，一定要把因设计失去
的时间抢回来！”回应：“好，明白！”

23时15分，微信群里传来现场图像和文
字反馈信息：大家都在挑灯夜战。

虽然是双休日，但是玉泉区攻坚克难办
公群里却穿梭发布着500多条工作信息。

去年7月以来，为了迎接自治区70周年
庆典，首府城市吹响环境综合提升整治的号
角，各区绿化美化亮化的任务越来越繁重，玉
泉区作为底子薄弱的老旧城区实施起来难度
相对更大些，付出的努力也更多，为了提高办
公效率和效果，该区充分利用微信群办公手
段，8小时之外不歇工，让工作步伐一路奔
跑。他们先后设立了攻坚克难领导小组办公
群、玉泉领导干部办公群、群众干部过关攻坚
群、玉泉新闻宣传办公群、城建办公群、机关
办公群等6大主要微信群。

发现城区大小问题，传达各部门工作任
务，发微信到群里；接到群众反映，交办到哪

里了，发微信给群里；区政府各项工作进展如
何？发微信群里……工作中有什么困难？相
关负责人随时发微信到群里和区领导汇报沟
通，及时协商解决；城区怎样美化更好、取什
么材质、做什么造型？区领导直接在微信里
提供参考意见。

大家利用微信群即时通讯、图文直播，
随时办公，已经没了上班和下班之分，通过
微信，在第一时间发现问题、通报问题、解
决问题，免去了花时间跑路子耗时耗力的
会议，办公效能大增；另一方面，领导干部
在微信群里直晒工作中发现的各类问题，
直接向相关责任单位“喊话”，谁家的问题
谁来办，谁的孩子谁来抱走，当即回复；使
每件事都有人“认领”，并立即行动着手解
决。这样一来，大大缩短了问题解决的时
间，更促使各相关单位责任人“不推诿，不

搓球，不敷衍”，加快了“真办事、快办事、办
好事”的速度，有效推动了环境综合提升整
治任务的顺利进行。

现在你到玉泉区走走看，370多个老旧
小区华丽转身变成功能完善的“七见”标准新
社区，1200多个美观靓丽的智能公厕立于街
头，92个木屋式青城驿站释放温馨，59组大
大小小上千盏河灯在美丽的滨河如期绽放，
再看闲置土地、城区边死角、小区空地河道两
旁处处披上绿装。城区面貌蒸蒸日上的改变
和居住环境的提升及扑面而来的绿色美景换
来了市民百姓的啧啧称赞。

小召办事处张满军说：“在短时间内，我
们的城区能变得这么美这么好，半年时间里，
全区的干部职工可谓白加黑铆足劲不松气奋
斗的结果，主要力量来自于微信群里自治区、
市、区充满正能量的‘号子’声。”

微信群里的“号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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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鄂尔多斯5月 24日电
（记者 郝雪莲）前不久，一场以
“书香康巴什”为主题的读书活
动在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青春
山街道珠江社区举行。居民白
山参加完小组互动活动后分享
心得：“阅读改变了我的生活，现
在我一有时间就参加社区读书
活动，阅读已经成为我的一种生
活方式。”

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是我国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一项
重要内容。近年来，鄂尔多斯市
康巴什区围绕品质城市建设和
文化体制改革，通过整合闲置文
化资源、全民共建文化家园等多
项措施，推动“书香康巴什”建
设，营造出浓厚的全民阅读氛
围。

在康巴什区，除社区读书会
外，很多热爱阅读的居民也会经
常组织形式多样的读书会。家
住紫荆清华城的李臻昊是一名
摄影和读书爱好者，他一直希望
能与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分享好
书、交流摄影经验技巧，就打造
了一个工作室，在业余时间邀请
同事、朋友举办读书沙龙，以书
会友，共享阅读快乐。

从2016年开始，康巴什区还
结合文化体制改革创新思路，将
闲置的文化资源分类整合，与社
会团体合作，在青春山街道珠江
社区、神华康城社区及康盛社区
打造了集图书馆、书店、茶馆或
咖啡馆于一身的书吧、网咖，居
民可以在喝茶聊天的时候读书
看报，在舒缓的音乐中放松身
心。除常规阅读活动外，各书吧
还结合各自实际，不定期举办各
类文化沙龙活动。

园丁社区则精心打造了一
家儿童绘本馆。这里有内容丰
富的儿童绘本故事和经验丰富
的老师，家长只需交少量的阅读
费，就可以让孩子尽情享受阅读
的乐趣。

2017年，康巴什区将在各街
道社区进一步推广书吧、网咖、
绘本馆等书香城市建设工程，推
动全民阅读，全力开展阅读进社
区、进企业、进家庭、进校园活
动。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
识、热爱读书、崇尚文化的良好
氛围。

康巴什区：
让阅读成为居民
一种生活方式

本报巴彦淖尔5月24日电 （记者 韩继旺）
“王大夫，你多会儿有空来家一趟，帮我看看这些药
能不能吃。”5月11日，临河区金川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王河大夫刚上班，就接到辖区签约居民的预约
服务电话。据王河大夫介绍，只要签了《临河区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书》，家庭医生就会免费上门
看病诊疗，每天这样的咨询预约电话有好多个。

临河区自2016年3月份启动城乡居民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以来，截至目前，全区18所乡镇卫生院
和1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97名家庭医生已累计
签约64206户，签约总人数202410人，覆盖全区
36.8%的人口。计划到今年年底，临河区户籍人口
签约服务率，农村将达到80%以上，城镇社区将达
到30%以上，重点人群签约服务率将达到100%。

据了解，临河区家庭医生主要服务重点人群包
括65岁以上老年人、0—6岁儿童、孕产妇、高血压
患者、糖尿病患者、重性精神病患者以及孤寡老人、
残疾人、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下岗失业人员、优抚对
象等特殊人群。服务内容包括基本医疗服务、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个性化健康管理服务。

临河区

20万居民有了家庭医生

本报呼和浩特5月24日讯 （记者 刘洋）新
城区大力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广大党员干部以学促做、学做结合、共同推进，讲规
矩守纪律的自觉性进一步提高。

据了解，新城区制定了乡镇农村、街道社区、机
关单位、非公企业4个领域和处级党员、普通党员
两个层面的工作方案，根据各参学单位不同情况，
在保证“三会一课”的基础上，采取集中学与送学、
自学、结对学等多种形式，确保学习效果。截至目
前，各参学单位共开展集中学习8000多次，书记讲
党课1200多次，撰写各类心得体会1.5万多份，建
立起学习教育长效机制30多个。

围绕呼和浩特市提出的“六横五纵一环”沿路
沿线精品示范社区创建活动，新城区在对35个沿
路沿线社区进行全面调研后，建立了社区党建工作
台账，制定了创建工作实施方案和“十优党建品牌
社区”考评办法，开展“双强双百”主题、百篇优秀党
课教案和百名优秀党员模范标兵评比活动，进一步
细化创建任务、量化考核目标，为各社区创建工作
明确了指标参考。

新城区

推进“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

本报赤峰 5月 24日电 （记者 徐永升）眼
下，是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湖华子鱼的洄游
季节。在贡格尔河、沙里河、亮子河的河道里，挤满
了为了繁衍后代逆流而上的华子鱼洄游大军，场面
蔚为壮观。旗里举办的华子鱼洄游节，吸引了众多
的游客前来观看，洄游节活动将持续到5月底。

达里诺尔湖是高碱性湖泊，适合成年华子鱼的
存活、生长，而鱼卵在碱水中很难孵化，刚出壳的鱼
苗也无法在碱水里成长。于是，每年的4月下旬达
里诺尔湖的冰层融化之后，华子鱼就要到该湖周围
的沙里河、贡格尔河、亮子河等几条淡水河里去产
卵，经过几天的孵化，卵粒即可出苗，几天后再顺水
流游到达里诺尔湖中。此次“华子鱼洄游节”的举
办，将克旗往年7月份才开始的旅游提前了2个月，
填补了往年克旗春天没有旅游产品的空白。

克什克腾旗

达里诺尔湖迎来华子鱼洄游季

□本报记者 李新军 摄影报道

莫旗乌兰牧骑的表演太精彩了！从观众
席中不时传出阵阵喝彩。5月5日至15日，
乌兰牧骑系列惠民文艺汇演在呼伦贝尔学院
音乐厅隆重上演。

此次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乌兰牧骑
参演的歌舞晚会名称为《嫩水情韵》，演出共
有13个节目，其中达斡尔族歌曲6个，舞蹈7
个。“为了将达斡尔族歌舞更好的对外展示，
让更多的观众了解达斡尔族，我们每天排练
七八个小时，队员们都挥汗如雨，一直超负荷

排练，谁也没有喊一声累”。舞蹈队队长刘俊
涛说。

据了解，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乌兰
牧骑成立于1959年，由达斡尔族、鄂温克族、
蒙古族、土家族、满族等多民族组成，现有演职
员64名，平均年龄23岁，5人具有国家二级演
员职称、19人具有国家三级演员职称、18人具
有国家四级演员职称。乌兰牧骑传承达斡尔
族文化，自强不息扎根基层，多次获得各级、各
类嘉奖，曾先后出访泰国、俄罗斯、捷克、韩国
等国家。是全国和全区的双“十佳”乌兰牧骑；
多次在全国各地演出，节目深受广大群众喜
爱，被赞誉为莫力达瓦的“映山红”。

“映山红”唱响《嫩水情韵》

5月 18日，在锡林浩特市白音锡勒牧场黄
花树特分场，牧民们聚集在一处，举办了赛马、
摔跤等各项传统体育比赛，不仅吸引了周边旗
县的牧民参与其中，还吸引了不少爱好者前来
观看。夏季是锡林郭勒草原最美好的时节，在
牧区，牧民们利用闲暇时光，自发举办各种体
育比赛，极大地丰富了牧民的精神生活。

本报记者 姜晓莹 摄

牧民自办运动会

■图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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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辽5月24日电 （记者 郭洪申） 5月
20日，内蒙古东部影视城项目在奈曼旗开工建设。

该项目由国商集团、中国远扬集团、北京东方
吉祥哈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位于奈
曼旗大沁他拉镇北侧沙漠内，总占地约30平方公
里，一期总投资约2亿元，预计2017年12月建成并
投入使用。建成后，基地内将有战马3000匹、骆驼
800匹、毛驴 200匹、马车 100驾，是集影视剧拍
摄、沙漠文化旅游、度假、休闲、摄影、绘画、版画和
历史回顾等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服务区，是战争题
材、年代题材影视作品最理想的拍摄场地。项目全
部建成投入使用后，年产值可达6亿元，实现税金
8000万元，解决当地群众就业2万人次。

奈曼旗

内蒙古东部影视城项目启动

本报包头5月24日电 （记者 格日勒图）5
月 22日，青山区政府与重庆猪八戒公司就包头市

“‘互联网+’型创新创业综合示范园区”项目合作
举行签约仪式，标志着中国领先的创新创业服务平
台——“阿里巴巴”猪八戒网正式落地包头。

包头市“互联网+”型创新创业综合示范园区
在青山区规划选址2万平方米，并按整体规划、分
期实施的原则进行建设。该项目拟在2023年实现
本地产值规模累计3亿，税收贡献累计1200万元，
拉动就业3000人的运营目标。

猪八戒网落地包头，将为包头市及周边城市文
化创意、电子商务、特色旅游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以及创业就业工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青山区

“阿里巴巴”猪八戒网正式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