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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日报社新媒体群

塞外春迟迟，早晨5点多，东方露
白，吕远成披衣起床。连日来，老吕来回
往返于旗里和村头，又是写报告又是跑
部门，忙得不亦乐乎，力争把村里的第一
个集体经济项目太阳能发电搞成功。

自小在村里长大的城里人吕远成
素怀农村情结，2015年主动要求驻村
扶贫，当年9月来到内蒙古察哈尔右翼
前旗黄茂营乡南窑村当第一书记。

从此，在南窑村的田间地头，总是
飘动着一个身影——中等个头，身健形
瘦，皮肤黝黑。吕远成环村巡看，梁上坡
下全是旱地，没有一亩水浇地，撂荒一片，
看着心酸。他带着村干部，赶忙联系水利
局、发改委、财政局等部门，争取到专项资
金给村里打了17眼水井。4000多亩的
旱地从此变成旱涝保收的水浇地。

出村的土路坑坑洼洼，制约了脱
贫，吕远成积极向上申请，修起4.2公里
的水泥路，与旗高速路连通。在奔波忙

碌一件件大大小小的脱贫事务中，他越
来越摸到了门道，与村民的心也贴得越
来越近。

南窑村是典型的“三八六零村”，青
壮年多外出务工，种地的都是老人、妇
女，土地大量撂荒。吕远成看在眼里痛在
心里，成天琢磨着，便想到一招，把土地集
中租出去，干部和村民一合计都同意。众
人遂介绍各自的关系前来承租，怎么办，
处理不好就会产生矛盾。老吕又支了一
招——公开竞标，最终帮助农户以每亩
320元的高价流转3700亩土地，其中60

户贫困户人均增收1572元。
老吕不把村民当外人，干在前、冲

在前，给大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赢得群众一片好评。66岁的老会计孟
师文说：“他工作极细致，按规矩办事，
90%以上的村民都拥护他。”村民们担
心有一天老吕会离开，村支书银玉海激
动地说：“你要走，我就领全体村民去民
政局把你要回来！”

2017年10月，57岁的吕远成辞去
察哈尔右翼前旗民政局副局长职务，专
任南窑村第一书记，全身心投入该村精

准脱贫工作。许多人不理解，57岁的老
吕说：“我当了10年副局长，电脑不咋
会用，把位置腾出来让给年轻人。”两年
来，他和村民滚打摸爬在一起，结下了
感情，他很开心：“村里的扶贫我能使上
劲、派上用场。”

在贫困户王占元家，得知身体本不
好的王占元要扩大养牛的规模，吕远成
激动起来，亮着大嗓门道：“不能只求数
量不顾效益，再说养那么多牛，你的身
体吃不消，要是累倒了挣再多的钱也没
用！”王占元不表态，只是嘿嘿地笑。

“农村给了我为乡亲们多做事、做
好事的机会，我受益终生。”被村民们当
作自家人，吕远成颇有成就感、获得感，
对村里的未来信心满满。

夜幕沉沉，南窑村进入梦乡，远近
传来几声狗吠，躺在农家的炕上，吕远
成谋算着光伏太阳能的事。

（新华社记者 李仁虎 王靖）

辞职副局长当“村官”

本报 5月 1日讯 （记者 李文
明）记者从自治区农牧业厅获悉，今年
自治区畜禽屠宰行业将大力推进标准
化建设，提升肉食品质量安全保障水
平。自治区农牧业厅提出力争年内每个
盟市建设1家标准化屠宰企业，年内全
部牛羊屠宰企业实现品牌化运营，提高
生猪屠宰企业品牌化运营率，定点屠宰
企业“两证两章”准出率达到80%以上。

目前，自治区农牧业厅组织制定
了《内蒙古自治区畜禽屠宰标准化建
设实施方案》《标准化建设规范》，对畜
禽屠宰标准化建设目标、内容、要求和
程序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并出台
了设施标准化、环境整洁化、生产规范
化、处理无害化、处理无害化细则。各
地陆续在地方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会同
有关部门联合开展屠宰资格审核清理
行动，严格按要求关停不符合条件的屠
宰厂（场）和小型屠宰场点，鼓励企业兼
并重组和升级改造，做好淘汰落后产能
的减法，进一步推动屠宰行业转型升
级。2018年，我区力争再平均压减2%
的老旧屠宰企业，实现屠宰行业盟市
区域内有进有出的良性动态循环。

自治区农牧业厅畜禽屠宰管理处

负责人表示，全区将继续加强“双随
机、一公开”屠宰执法检查以保障标准
化的实施，年内盟市屠宰企业随机抽
检率达到20%以上，监督企业生产期
内持续保持获证条件。2018年，我区
还将继续开展畜禽屠宰监管“扫雷行
动”等专项整治行动，持续保持高压态
势，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私屠滥宰、
注水和注入其他物质等违法活动给予
严厉打击，规范行业秩序，重在发现问
题，强化执法力度，重实效、强震慑，消
除屠宰执法“零办案”旗县。各地将重
点防范屠宰环节病害畜禽无害化处理
环节，做到应处尽处，决不让屠宰环节
病害畜禽及不可食用产品流向餐桌或
成为“地沟油”原料。

据悉，截至2017年底，全区定点屠
宰企业数量为612家，牛羊屠宰企业
409家，生猪屠宰企业173家，禽类屠
宰企业18家，其他类12家。2017年，
全区压减屠宰企业57家，行业集中度
有了较大提高，小型屠宰场点占比由
2016年的40%下降到29.6%。半数以
上的企业实现了品牌化运营，旗县级
以上城区肉品供应基本上来自定点屠
宰企业，行业整体水平大幅提升。

我区年内全部牛羊屠宰企业
将实现品牌化运营

本报 5月 1日讯 （记者 王雅
静）中国足协重点打造、国内水平最高
的五人制足球联赛——中国足协室内
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落户青城，这是
记者日前在呼和浩特市体育局和领驭
国际文化传媒公司举行的2017-2018
中国足协室内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呼
和浩特站合作签约仪式上获悉的。

中国足协室内五人制足球超级联
赛（以下简称五超联赛）目前共有 10
支参赛球队，包括我区本土球队内蒙
古雪狼队。2017——2018 赛季五超
联赛第一站比赛于2017年11月17日

在山东济宁市打响。目前，内蒙古雪
狼队以21分暂时排名第6位。

呼和浩特市体育局和领驭国际文
化传媒公司将以五超联赛落户呼和浩
特为契机，全面展开五人制足球职业
培训、五人制足球精品青训品牌打造、
社会五人制足球发展等项目的合作，
力争将呼和浩特打造成为内蒙古的五
人制足球发展样本和北方五人制足球
中心城市。

据悉，五超联赛呼和浩特站比赛
定于5月 12日至 16日在内蒙古体育
馆举行。

中国足协室内五人制足球
超级联赛落户青城

□本报记者 郭洪申
实习生 康桂君

总算赶在谷雨前，把菜种完了。张
凤娟长吁了一口气：“都说自己整天跟
老年人混，没啥大出息，其实，也真是锻
炼人。”

建国敬老院坐落在通辽市主城区
南出口 5 公里处，始建于 1977 年。
2004年8月，科尔沁区建国街道办事处
投资近200万元对敬老院进行改建，改
建后的敬老院更名为科尔沁老年新村。

政府下力气投资，当然要派一个
“有两把刷子”的人来打理。当时在科
尔沁区建国街道办事处做计生工作的
张凤娟被调任敬老院院长。干了十几
年街道工作的张凤娟，对待居民有耐
心、有爱心是出了名的，但是，干敬老院
工作，她毫无把握。

照顾好老人，不仅是吃好喝好这么
简单。3个老人住一个房间的，脾气秉
性不和的，两句话不对头能动手。还
有，“五保户”张大爷没儿没女，性格古
怪，哄着捧着都不成；年过半百的呼和
稍不顺心就像孩子一样坐地上哭；王大

爷天天趴在被窝里抽烟，有几次差点失
火……说起敬老院工作的不易，一桩桩
一件件，张凤娟历历在目。

张凤娟说，要当好敬老院的头，凭
能力，凭爱心，还得凭智慧。我一个人
看管不过来，就发展几个文化水平相对
高一些的左膀右臂帮我。扭秧歌、打扑
克、看节目，一日三餐，荤素搭配……吃
的顺口，有玩有乐，老人们的心气渐渐
顺了。

许多老人都有腰酸腿疼的毛病，白
天，张凤娟打理院里的工作；晚上，就自
学中医按摩，用中药调理，在她悉心照
料下，几个老人的身体明显有了好转。

有的老人生活不能自理，日常给老
人翻身、擦背、上厕所等脏活累活基本
上是一人挑，给老人们理发、按摩，她样
样都要会。

敬老院里，五保户多，无家可归的人
多。10年前，救助站把1米8大个子的
吴明送到敬老院时，他连自己的年纪和
姓名都说不出，右脚指冻疮溃烂，整天咧
嘴喊疼，张凤娟天天用自行车驮着他去
换药。一个月后，吴明的脚伤好了，天天
围着张凤娟转，张口就喊妈。

有一次晚上11点多，一位老人突

发脑出血，张凤娟立即将老人送进医
院。同时通知老人的家人，可是，直到
出院，也没见家属的人影。手术、签字，
张凤娟全都包揽了。

“这要是手术失败，家属告我，我还
真没辙！”看着老人康复出院，张凤娟认
定是好人好命。

毕竟年岁大了，老人们的身体或多
或少都有问题。张凤娟给老人定期检查
身体，建立健康档案，还在敬老院里开设
小药房。但凡老人出现头疼脑热，片刻
功夫都不会耽误。她说，平时该注意的
都注意到，老人患病的机会就少许多。

看见老人们去外面抽烟，张凤娟就
改建了一个吸烟室。几年下来，建活动
室、医疗室、装修餐厅……敬老院变得
有模有样。因为照顾老人贴心周到环
境好，十里八乡的村民都认准这里，很
快小院子就住满了。2014年，为解决
住房问题，张凤娟又在主楼前盖起一排
平房。

“差不多就行了，一个公家的敬老
院，你再干几年该退休了，别折腾了。”
谁都劝不动她。

去年，她去重庆学习交流经验，一
走就是半个月。回来后直接去了敬老

院。听见车声，老人们连拉带拽的全都
跑到大门口。一下车，吴明就拽着她的
胳膊不停地喊，妈，你吃饭了吗？呼和
不停地问，娟，你去哪儿了？

张凤娟当时眼里满是泪，她说，看着
老人们那眼巴巴的样子，换谁都受不了。

至今，张凤娟在敬老院已走过了
14个年头，这期间一共照顾过多少老
人，送走了多少老人，收留过多少流浪
者，她已记不太清了。

生日寿宴、母亲节、父亲节、老人
节，这个节那个节的，张凤娟一个不
落。47位五保户孤寡老人还经常一起
逛新城、下饭店、逛公园、采摘游。活动
多了，老人们互动的机会也多了，有的
老人还在敬老院里找到了意中人，结成
伴侣……

张凤娟说，养老事业是用生命影响
生命。我们用奉献和爱来影响他们，而
他们也用自己一生的阅历和善良影响
着我们，敬老院就应该是一个幸福家。

张凤娟：敬老院就该是个幸福家

本报兴安5月1日电 （记者 胡
日查 高敏娜）近日，兴安盟首届“安
达节”系列活动在乌兰浩特市成吉思
汗公园广场启动。

兴安盟将每年6月定为“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活动月”，6月25日为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主题日——“安达节”。取
蒙古语“安达”，即情同手足的兄弟之

意，表达中华民族一家亲的血脉亲情
和草原儿女心向党的思想认同。“安达
节”期间，兴安盟11个部门和6个旗县
市将开展百余项独具特色的系列活
动，内容涵盖民族文化、民族体育、民
族教育、民族服饰、民族产业发展、民
族人才培养、家庭邻里、个人美德等方
面，各项活动将持续至年底。

兴安盟首届“安达节”
系列活动启动

□本报记者 张慧玲

5月1日一大早，通辽市科尔沁区
敖力布皋镇西喜村村民温海权就来到
了地里调试新买的浅埋滴灌播种机，
为马上到来的播种作准备。“这台播种
机是和浅埋滴灌技术配套的，一共
7600块钱，国家给补贴2500块钱，自
己掏5100块钱。我家40多亩地都在
浅埋滴灌项目区，用机器一天就能全
部种完。今年春播不用愁了。”提到浅
埋滴灌的好处，温海权有一肚子话要
说：“现在没有技术可不行，不相信科
学也不行。尤其现在使用，浅埋滴灌
技术不仅省水省时间更省钱。没用浅
埋滴灌的时候浇一亩地要花20块钱，
现在五六块钱就浇一亩地。”

目前，通辽市科尔沁区为了实现
节水增效，正在70万亩农田上推广这
项浅埋滴灌技术。

据温海权说，从年初农牧业局的
技术人员就一直没闲着，到各乡镇进
行培训，将浅埋滴灌种植的各项技术
带到村民家门口。包括水肥一体化技
术怎么实行、玉米病虫害绿色防控技
术如何展开，讲课中每一项科学的种
植技术都让他们受益匪浅。

作为典型的农业生产大区，科尔
沁区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位于世界两大
黄金玉米带之一的科尔沁区，素有“内
蒙古粮仓”的美誉。然而，作为拥有80
万人口的区县，科尔沁区人均水资源
占有量是全国占有量的四分之一。尤
其随着近几年来经济的飞速发展，水
资源更紧缺。

为缓解水资源紧缺的状况，科尔
沁区大力推广节水灌溉。计划从
2018年开始，用3年时间实施农业浅
埋滴灌高效节水项目210万亩，可节
水约2亿立方米。

目前，预计总投资4.6亿多元的科
尔沁区70万亩浅埋滴灌项目前期工
作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着。科尔沁区
水务局党委书记、局长秦岭说，这项技
术的大面积推广，将助推农民实现节
本增效、增收节支，让群众日子过得更
殷实、更红火。

“有浅埋滴灌技术
今年播种不用愁”

近日，首届内蒙古师范大学版
画艺术节在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馆
内开幕。据了解，内蒙古的版画植
根于本地区深厚的民族文化，经过
不断地发展日益繁荣。无论是内容
还是形式都体现了民族性、地域性
的特点，在 60年的发展过程中得到
了巨大的繁荣与发展，在国内外版
画艺术创作领域有着很大的影响
力。此次版画艺术节活动包括版画
系教师作品展、历届毕业生优秀作
品展、小版画暨藏书票展、版画制作
及体验等8个环节。

本报记者 王晓博 摄

版画之春

本报呼和浩特 5月 1日讯 （记
者 刘洋）呼和浩特市第一季度经济
适用住房申请上市交易共计104户，
交易面积10459.93平方米，已完成增
值收益缴交85户，缴交相关费用共计
约449.5万元。

呼和浩特市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
易工作自 2017 年 6月 1日起正式施
行，截至目前，申请上市交易共计298
户，交易面积31962.97平方米，已完成
增值收益缴交271户，缴交相关费用
共计约1582.55万元。

根据 2017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的

《呼和浩特市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
管理实施细则 （试行）》，已购经济
适用住房取得完全产权或上市交
易，需具备下列条件：项目经市住
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备案或自治区
有关部门同意的；经济适用住房入
住满5年或取得房屋产权证书满5年
的；取得楼栋房屋权属初始登记或
首次登记的；房屋无权属纠纷或争
议的。

此外，房屋申请取得完全产权或
上市交易时的届时市场价格以市地税
部门房屋评估系统评估得出。

呼和浩特市经济适用住房
一季度交易面积超1万平方米

本报兴安5月1日电 （记者 胡
日查 高敏娜）“以前种水稻那就是大
水大肥，采用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
术，比大水漫灌节水一半以上。”扎赉
特旗好力保镇五道河子农牧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杜文义，带领合作社成员投
入到紧张的春耕生产中，两班倒，10多
辆大型机械 24 小时不停。去年尝到
了好处，老杜和社员们决定继续扩大
种植面积。

谈起旱作水稻的优点，杜文义掰
着手指一一道来：覆膜种植，不用杀虫
剂、除草剂，滴灌还能确保水土不流
失；省时省力，减少了作业次数和劳动
强度，降低作业成本，省去了扣棚、催
芽、育秧、泡田、耙地、插秧等环节。一
次性投入后，500亩地一个人就可以管

理，以前的方式，人力得增加十倍。
“农业局指导加上市场反馈，我们

就打绿色牌、有机牌。”杜文义说，农民
认识到，要提高农产品品质，好品质就
能卖出好价钱。“今年还准备尝试浅埋
滴灌技术，这样能省下地膜投入，还能
减少地膜造成的污染。”

随着扎赉特旗发展绿色农业路线
的确立，农民在春耕备耕中也紧盯“绿
色”，旗农牧业和科技局推广研究员刘
复伟说，最近他每天都会接到许多咨
询农作物绿色增产技术的电话。

“局里通过为种植户提供测土配
方服务，对症下药，按配方施肥，做到
缺什么补什么。在农药推广上，采取
新型防虫技术防治作物病虫害，减少
农药使用。”刘复伟指着挂在田间里的

杀虫灯介绍，像赤眼蜂防治玉米螟和
杀虫灯等方法，就具有安全、精准、无
毒、不污染环境等优点，能确保农产品
质量安全。

认准绿色种植的还有音德尔镇解
放村的村民们。今年，村民减少化肥购
买，把农家肥一车车地送往田间地头。

“现在村民都认农家肥。我家今年
100亩地都没用化肥。”村民刘复新说。

“扎赉特旗承担了国家东北黑土
地保护利用试点项目，在农家肥上还
给予补贴，通过两年实施，农户农业绿
色发展观念逐步确立。”刘复伟介绍，
今年旗黑土地项目增施有机肥一项落
实面积5.81万亩，涉及40多个合作社
及部分种粮大户。“我们要通过秸秆还
田、增施有机肥等措施提高地力，到

2020 年化肥使用量实现零增长目标
任务。”

扎赉特旗“绿色”春耕只是兴安盟
推进农业种植绿色发展的一个缩影。

“围绕绿色发展，今年兴安盟将新
增秸秆还田面积 200 万亩，新增施有
机肥面积 200 万亩。围绕标准化发
展，盟旗两级农牧业部门正在组织专
业人员编写主要优势农作物生产技术
规程。”兴安盟农牧业局局长邱枫说，
今年，兴安盟要打造12个规范化示范
基地，50个专业化示范村。同时，要继
续扩大以控肥、控药、控膜、控水为主
的“四控行动”，全年“四控”面积将达
50万亩。围绕品牌发展，还要打造国
家级驰名商标 3个，自治区级著名商
标10个。

兴安盟备春耕“绿色”当先

■上接第 1版 现在市场已辐射黑、
吉、辽等10多个省市，肉牛年交易量20
万多头，交易额达15亿元。眼下，活畜
交易市场的“美村网”电商服务站正在建
设中，这个平台正式运行后，可能把活畜
市场的动态价格和肉牛养殖的各种信息
传到网上，农民在互联网上卖牛羊即将

成为现实。
建起一处大市场，带起一条产业

链，走出了一条脱贫致富路。如今，
统部镇已经形成了一个集养、繁、
育、贩、加工、服务业于一体的肉牛
产业联合体。这条产业链带动了统部
镇及周边3000多户养殖户和1500多

人的经纪人队伍，也让900户贫困户
从中受益。镇里协调信用社和养牛协
会，将1200万元的金融扶贫贷款，以
资产收益性扶贫的方式投入了养牛协
会，协会每年能拿出2.4万元，为115
户贫困户分红。每年，镇里的商业、
餐饮、物流、饲料加工等环节吸纳近

6000人就业，其中就有 1600人是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今年，我们还要两
条腿走路，通过政策推动、市场拉
动，继续激发肉牛业发展活力，力争
全年出栏育肥牛8.5万头，把统部镇建
成赤峰市的养牛大镇！”镇党委书记鞠
东明信心十足。

巧打内外两张牌 “统部肉牛”牛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