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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格

■新思路新动能

■重头戏

本报包头7月16日电 （记者 吕学先）“以前逛公园主要是娱
乐赏景和锻炼身体，自从一个个主题公园陆续完善后，融入了很多具
有包头特色的文化元素，能在休闲之余了解包头故事和历史文化知
识，这种感觉非常好。”正在劳动公园劳模雕塑墙前驻足的市民张先
生，每天傍晚都会带着女儿来散步。

今年，全国文明城市包头在提升园林发展质量上做文章，通过挖
掘城市文化内涵，夯实绿地人文底蕴，让公园广场融入包头文化元
素，进一步提升城市形象和文化品位。其中，奥林匹克公园、劳动公
园、八一公园、锦林公园、阿尔丁植物园、井坪公园6个公园分别以健
康、劳模工匠、军民融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物科普和纪念革命
先烈为主题，正在逐步深化其主题功能性。

以健康为主题的奥林匹克公园，将健康知识融入休闲健身、体育
健身、健康小屋、健身广场等多个功能区内。休闲健身区配备了体育
器材；健康广场为群众性体育健身提供了锻炼场地；体育健身区作为
国家级北方青少年足球夏令营活动基地，拥有8块足球场，加上新投
入使用的含“两馆一中心”的包头体育中心，为举办大型体育活动提
供了最佳环境；而健康步道、鹅卵石步道则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同

时，20组健康休闲小品雕塑、6块健康教育宣传栏等，增加了公园健
康文化主题内涵。此外，公园今年开通了微信智能服务，只要指尖一
触，就能轻松预约，并且所有室外球场全部免费开放。

以劳模工匠为主题的劳动公园和以军民融合为主题的八一公园
是包头市较早的公园之一。劳动公园建设时发动了全市各行业劳动
者参与其中。通过升级改造，增加了5组劳模景墙，上面刻有包头市
解放以来曾获得各级劳模、工匠荣誉的劳动者名录，铺设和安装了多
组地雕、灯箱，刊载有劳模、先进工作者表彰现场。八一公园是军队
与地方人民群众携手共建的一座公园。改造后，一个个具有军民融
合特色的雕塑向人们讲述着公园的历史，新建的“八一军旗广场”中
心伫立着一面“军旗”，展示着当年军民共建的情景。园区内新设置
的大型雕塑和景观石，分别雕刻有“军民一家亲”“军民鱼水情”等字
样，烘托着“军民融合”这一主题。

6月的锦林公园鸟鸣林静，园中多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牌匾
格外耀眼。公园主任续梅说，公园在提升硬件设施的同时，还经常邀
请市民群众共同组织“雷锋活动日”“双服务、双认领”等活动，让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而以植物科普为主题的阿尔丁植物园，集文化、休闲、娱乐等多
功能于一体，分类建成了松柏园、秋韵园、市树园、丁香园、蔷薇园、忍
冬园等15个植物专类园，收集各类植物65科187种。

纪念性主题公园景观是城市绿化中最具有纪念意义的园林表
现方式。续建工程陆续完工的井坪公园，是包头市首个真正意义
上的纪念性主题公园。井坪公园是2015年包头市政府在烈士纪念
碑原址上改扩建而来。公园用大量苍松翠柏以及落英缤纷的山桃
作为景观设计的骨干树种，不仅彰显了革命烈士纪念碑的庄严肃
穆，还打造了良好的绿色生态廊道。经过对原铁西革命烈士纪念
碑的修缮改造和广场的扩建铺装，建成举办城市公祭和各类纪念
活动的大型公共场所。截至目前，已接待各类大型活动10多场次、
3万多人。

“我们将进一步挖掘包头文化，将中国传统元素，尤其是把老包
头文化元素融入到主题公园建设中。”包头市园林局局长王彬表示，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独特的历史经历，就像我们每一个人的
人生一样，只要我们深度挖掘公园文化，每个公园都会有自己动听的
故事，都能讲好自己扣人心弦的“昨天、今天、明天”。

包头市：让每个公园讲好自己的故事

本报巴彦淖尔7月16日电 （记者 梁海
龙）近日，记者来到临河区白脑包镇永胜村一社
赵志国家，下车便看到院门外围站着许多人，一
问方知是周围的邻居，他们是来询问主家3个月
前安装的酵素生态水冲式厕所使用效果的，自己
家也想及早安装。

60岁的赵志国，乐呵呵地给记者“如数家
珍”。我家主房210平方米，院内房前种果树2
亩，房后种蔬菜1亩，现在老两口居住在了绿植
掩映的花园农舍中。

谈到自己最早在村子里安装水厕的原因，他
说，“我家种着26亩地，近年平均年收入四五万
元，吃喝不愁，零花有余。现在衣食无忧了，追求
的就是过得舒适。人老了，就想着夜里能在家

‘方便’，还卫生。”
以前家里用的是“一个土坑两块砖，四面葵

杆篱笆墙”的旱厕，3个孩子从城里或学校回来

很不习惯。领上朋友来了，如厕也尴尬不雅。赵
志国欣逢国家倡导“厕所革命”，便第一个响应。

同村的郝培兵家也是首批旱改水厕的农户，
见到记者时颇感自豪，“我家能上网，能在家洗
澡、上厕所，城乡差别小了，孩子们也喜欢回家
了”。

在五原县塔尔湖镇，一位村干部讲述了这样
一个故事：一位南方来的教授，初来河套平原游
玩，欣喜万分，认为南北方小城镇发展差距不大，
但是使用过旱厕以后，便面有难色，“这里哪儿都
好，就是‘这点’不好”。

在去年开展农村厕所改造以来，各级政府纷
纷出台补贴政策，鼓励农户“旱改水”。农民认同
度很高，用干部的话描述是，农民真有些“迫不及
待”了。

五原县新公中镇团结村五组等十几个村组，
在去年4月开始改厕试点以来，在政府补贴每户

1500元政策引导下，目前已有1110户完成水厕
改造，今年全县又有3000户在改造中。今年巴
彦淖尔市共有 1万户村民计划参与水厕改造。
政府引导新建住房的村民一次性配套室内厕所，
在人口规模较大的集镇村庄公共场所配套建设
水冲厕所。

“村民在厕所改造中，不仅有积极的愿望，还
有兼顾治理污染的选择”，农民赵志国说，“村民
选择的不是普通水冲式厕所，而是酵素生态水冲
式厕所，虽然初装费用高点，但是污水经过自备
系统处理后可以浇灌田园，粪便经过配套处理后
可变为有机肥，既降低了种植成本，也能生产出
绿色农产品”。

小小水厕改造，改变着农民的生活方式，也改
变着他们的思维方式。“不污染公共水体，变废为
宝”，是赵志国等农民在自觉参与“厕所革命”中，
所获得的更高层次的“精神收成”。

河套农村：农民对厕所改造迫不及待

本报通辽7月 16日电 （实习
记者 薛一群）改革开放40年来，
通辽市农村牧区生产实现了从传
统农牧业向现代农牧业迈进，从农
牧业大市向农牧业强市发展，农牧
业持续稳定发展为经济社会和谐
发展提供了保障。

种植业取得突破性发展。粮
食油料蔬菜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大
幅增长，特别是以玉米为主的粮食
产业显著增加，2017 年玉米产量
达123亿斤，较1978年增加109亿
斤。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支
撑能力不断加强，截至2017年，全
市建成节水高产高效粮食功能区
950 万亩，玉米一增四改、病虫害
绿色防控等技术集成配套、广泛应
用。粮、经、饲结构进一步优化，全
市特色作物种植面积达 324 万
亩。产业带动能力不断增强，初步
构建了科尔沁区和开鲁工业园区
两条玉米循环经济产业链，玉米深
加工产业群逐渐形成，产品销往
50多个国家和地区。

畜牧业成为农村牧区经济的
一项支柱性产业。2017 年，全市
牛存栏 338 万头、羊存栏 1127 万
只、生猪存栏 512 万口，分别比
1978 年 增 长 294% 、570% 和
322%。全市牲畜交易市场年交易
肉牛200万头以上，初步形成买卖
全国的格局。

经过多年发展和建设，农牧业
生产经营方式由粗放、分散、消耗
资源逐步向集约、规模、生态环保
转变。农牧业生产机械化、规模
化、标准化水平明显提升，全市农
机总动力达710万千瓦，拖拉机保
有量达17.8万台，基本实现全程机
械化。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等新型经营主体日益发展壮大，全
市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2万多家，
其中百亩以上种粮大户 9000 多
户，养殖大户5000多户，家庭农牧
场 313 家。制定了主导产业地方
标准体系，建设标准化核心示范基
地 37个，建设国家级绿色食品原
料标准化基地45万亩。

通辽市农牧业
由大向强转变

■信息群

本报阿拉善7月16日电 （记者 刘宏章）
近日，阿拉善盟与甘肃河西五市旅游联盟在张
掖签订旅游联动发展合作协议书，正式加入甘
肃河西五市旅游联盟，共同推进区域旅游产业
发展。

阿拉善盟南临河西走廊，境内旅游资源独
特，旅游区位优势明显，旅游业发展势头强劲，是
河西走廊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入甘肃河
西五市旅游联盟，形成“5+1”旅游发展模式，对
于推动旅游产业发展，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和创
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将带来难得机遇，可极大
地丰富河西区域旅游资源特色和内涵，助力构建
多元互补的旅游体系。

据悉，河西五市旅游联盟是甘肃省武威、金
昌、张掖、酒泉和嘉峪关五市和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于2015年共同发起成立，旨在依托区域文化
旅游资源品牌集聚优势，实施国际化、品牌化、差
异化、竞合发展战略，共同打造“传奇丝路·壮美
河西”旅游品牌，推动区域旅游联动发展。

阿拉善盟

加入甘肃河西五市
旅游联盟

本报呼和浩特7月16日讯 （记者 刘洋）
近日，记者从呼和浩特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获悉，为妥善解决义务教育学校一线教师住房困
难，稳定中小学教师人才队伍，呼和浩特市今年
为市4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一线教师安排公共
租赁住房300套。

据了解，呼和浩特市此次为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一线教师安排公共租赁住房，参照了沿海地区
及安徽省将教师住房纳入保障建设范围的做
法。这300套公共租赁住房已分配至各区教育
系统，目前正在办理入住相关事宜，入住手续办
理工作将于6月30日截止。

今年以来，呼和浩特市持续加大公租房保
障力度。为严格公租房使用管理，规范中介机
构经营行为，净化中介市场环境，目前，该市对
公租房使用情况进行全面摸底调查，并对中介
机构经纪行为开展调查，坚决查处机构及个人
对公租房违法转租转卖行为。此外，呼和浩特
市公布公租房互换工作方案，并确定今年出售
4069套公租房。

呼和浩特市

为一线教师安排
300套公租房

本报乌海 7 月 16 日电 （记者 于海东
实习记者 杨利军）近日，记者从乌海市公安局
了解到，几天前，竟然有一位货车司机，在夜里将
车停在高速行车道上睡大觉，既不开启双闪灯，
也未设置任何警告标志。民警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对驾驶人依法
做出处罚，扣6分罚款200元。

据介绍，当日晚21时 40分，自治区交管局
高速公路管理三支队乌海大队巴拉贡中队民警
何峰带领辅警巡逻至G6高速银川方向1002公
里处时，发现一辆号牌为蒙C的小型货车停在行
车道上。要不是车速慢，并且开了远光灯，还真
看不太清这辆车是停着。民警立即下车了解情
况，走近一看，司机竟然趴在方向盘上睡着了。
民警见状立即做好安全防护，并叫醒司机让其将
车开到应急车道上。经询问得知，该驾驶员因长
时间开车太过疲劳，于是将车停在高速公路上睡
觉，车辆后方也没有设置警示标志。随后，巡逻
民警将其带到大队进行了批评教育，耐心地讲解
了疲劳驾驶及高速路上停车的危险性，并做出上
述处理。

夜里高速公路上睡觉
胆大司机被扣分罚款

□见习记者 郝飚 摄影报道

7月11日晚，“守望相助好家园”乌
海市第二十二届广场文化艺术节在滨
河文化广场拉开帷幕。当晚进行的是
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二人台艺术团专
场，演出的《挂起红灯过大年》等节目赢
得观众阵阵掌声。

乌海市广场文化艺术节已经连续
举办21届，累计吸引观众300多万人
次，已成为乌海市民心中最响亮的文化
惠民品牌活动。为方便市民在家门口
享受到接地气的文艺演出，乌海市在一
些街道社区设置了广场文化艺术节分
会场。每到夜幕降临，去广场看演出已
成为不少市民休闲娱乐的首选，人们在
炎炎夏日感受着文艺节目带来的丝丝
清凉。

消夏文艺大餐

二人台歌舞《挂起红灯过大年》。

□本报记者 李新军 摄影报道

盛夏，额尔古纳市花开遍野，其中最为壮
观的是怒放的白芍药。记者来到上库力农场
的“芍药坡”，芍药花星罗棋布，点缀山谷，如
桃源仙境。

近几年，上库力农场将中药材种植列入
产业结构调整，从庭院种植逐渐发展为田间
大规模种植。目前，该农场芍药种植达588.7
亩。为保护野生芍药，打造集休闲、观光、旅
游于一体的自然风光度假村，上库力农场多

措并举加强管护。成立了“农场+生产队”芍
药花管护工作小组，对辖区内山川、田野进行
管护；发动职工和当地百姓，加强保护生态环
境责任意识，形成人人都是管护员、人人都是
监督员的管护机制；管护人员每天不定时进
山巡查，对挖掘野生芍药花的行为予以制止。

日夜坚守，换来美景如画。上库力农场
不仅让“芍药坡”成为额尔古纳市一处新的旅
游胜地，也为农场探索实践规模化种植赤芍
积累了经验。“芍药不仅具有观赏性，它的根
是中药材，每亩年利润可达 6000 至 9000
元。”上库力农场张永昌部长介绍说。

花丛中留个影。

野
芍
药
花
开
满
山
坡
。

管护野芍药管护野芍药 种出新产业种出新产业

据统计，7 月 1 日至 10 日，集宁
战役红色纪念园主题党日活动再创
新高，参观团体达 126个，参与人数
6500 余人，园区日均客流量突破
3000人（次）。

集宁战役红色纪念园将红色文
化与革命传统教育相结合，打造党
性教育新亮点，推出“六个一”活动
内容，即穿一身红军装、吃一顿粗粮
饭、住一日旧窑洞、走一次行军路、
上一堂培训课、看一场红色演出，让
广大党员在重温历史过程中，接受
党性洗礼，增强理想信念。目前，已
有 8家单位以这种形式开展了主题
党日活动。

本报记者 皇甫美鲜
实习记者 刘晋 摄

红色教育“六个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