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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呼和浩特 7月 18日讯 （记者 皇甫秀
玲）呼和浩特新城区东风路街道东影北街社区，刚刚
开办了一家专门为老年人服务的餐厅，运行一周反
响不错。这家为老餐厅是如何满足老年人需求呢？
7月12日，记者走进这家为老服务餐厅。

餐厅面积约150平方米，环境优雅，窗明几净，
墙上挂着当天的菜谱：牛肉土豆炖萝卜、家常炒藕
丝、五花肉家常小炒、凉拌面筋块、汤（免费）。

11时30分，打饭的老人在窗口前已经排成队，
打好饭的老人则三五个围坐在桌子旁有说有笑边吃
边聊天，穿红马甲的志愿者忙着为行动不便的订餐
老人送餐。

一位厨师告诉记者：“餐厅专门为65周岁以上
老人提供便捷、可口的套餐，每份标准是四菜一汤，
每天不重样。在菜品设计上，要求是低盐、低糖、少
油、软糯、有营养、维生素含量高。”

“65岁以上老人凭卡就餐，两荤两素，售价10
元至12元不等。其他市民来这里吃饭，每份餐要比

老年人的贵2—4元左右。虽然是按份取餐，但是如
果老人吃不饱，可以再添菜添饭。”餐厅负责人说。

“除了午餐，餐厅还有油饼、豆浆、老豆腐、烧麦、
茶叶蛋、小米粥、南瓜粥、油条、杂粮包、饸饹面等10
多个种类价低实惠的早餐呢！”

“是啊！我们现在下楼不用走多远就能吃到丰
富多样、美味可口的早餐，价格还不贵。”

“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社区志愿者会免费提供
送餐服务，解决了独居老人最头疼的吃饭问题。”

“做一个菜少了，多做几个菜，我们老两口又吃
不了，总要吃几天剩饭剩菜。这个食堂饭菜不错，让
我们吃出家的感觉。”就餐的社区大妈你一言我一语
和记者夸赞说。

东影北街社区党总支书记李月华介绍：“居家养
老‘为老服务餐厅’的创建，是新城区委、区政府亲
民、爱民、扶民、利民、便民的一项重要举措。让老人
吃饭，政府来补贴。东风路街道东影北街社区已为
辖区首批 200 名 65 岁以上居民发放区政府补助

200元的老年卡，用于餐厅消费及为老服务，后续还
有1000多位老人逐步发放到位。”

餐厅是如何能保持长久低价运营呢？李月华说：
“街道、社区免费提供场地，区政府给装修房屋并配置
所有设施，大大降低了投入成本；另外，志愿者轮流参
与服务，为辖区行动不便的老人免费送餐，减少了人力
成本；凭借价廉味美的公益品牌号召力，为老餐厅还吸
引了社区及周边市民就餐，这些人群按照市场价付费，
保证了一定利润，还有一些企业和爱心人士的捐赠，一
定程度上也缓解了食堂运行的经济压力。”

据悉，新城区已在丽苑社区、公主府社区、党委
社区、呼哈路社区、东影北路社区5个社区试点推出
了为老服务餐厅运营项目，每个试点社区65周岁以
上符合办卡条件的老年人每人每年可一次性获得
200元居家养老服务补贴，用于就餐和购买居家养
老服务。近期，将陆续启动河西社区、公主府社区、
星火巷社区为老服务餐厅，此项工作逐年开展，将逐
步覆盖新城区所辖的53个社区。

为老服务餐厅让老人吃出家的感觉
■风信子

□本报记者 王玉琢 实习生 刘生梅

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拥抱，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在乌审旗，民族团结就像
阳光和空气一样，已深深融入各民族的血脉。

乌审旗共有蒙、汉、回、满等17个民族，总人口13.34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
口占30%，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区。多年来，乌审旗大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旗创建工作，坚持“示范带动、以点促面”，着力打造以“一馆一区一基地”为
主的特色创建活动示范点，多层次、多渠道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进机关、
企业、社区、乡镇、学校、寺庙“六进”活动，把民族团结贯穿到学校教育、家庭教
育、社会教育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在各族人民群众中播撒下民族团结的种子。

苏力德苏木朝岱嘎查是市级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常住人口有800余
人，蒙古族占71%、汉族为29%，是一个典型的蒙、汉聚居的嘎查，嘎查支部书
记张雨荷却是一个实打实的汉族干部。近20年来，嘎查“两委班子”受到父老
乡亲的拥戴，就因为在这里大家亲如一家，互相尊重对方的民族习俗、生活习
惯，各民族相处得和谐融洽。

在苏力德苏木陶尔庙嘎查德格都纳林牧业社新建的楼房里，其木格巴特
尔家的地板、玻璃擦得锃亮。雪白的天花板、温馨的暖气炕，厨房、餐厅、客厅、
卫生间一应俱全。

几年前，其木格巴特尔的妻子娜仁其其格因病丧失劳动力，几场手术下
来，欠下不少债，加上供女儿在外地上学，生活举步维艰。

“要不是旗里实施这个项目，这辈子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
子，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娜仁其其格动情地说，孩子上学不收学费、每月有生活
补助，政府帮助改危房、建新房、打井、通电、修路、盖棚圈，生病报销医药费，保护草
原给补助……牧民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政策待遇，日子像现在这样越来越好。

乌审旗始终把民生改善放在首要位置，切实提高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幸福
感和安全感。

优先重点发展民族教育医疗事业。旗财政每年按不低于一般性预算支出
的0.1%安排民族教育专项补助金，蒙古语授课学生实行全免费教育，新农合少
数民族群众个人缴费部分全部由政府代缴，成功创建全国基层蒙中医药工作
先进旗，组织开展“中华民族一家亲”送医送书下乡等惠民活动。全旗大型会
议材料翻译率达100％，建成旗人民法院蒙文审判专业法庭和旗人民检察院蒙

汉双语办案基地。此外，不断加强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和转移进城少数
民族群众的服务和管理，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从2015年3月起，乌审旗第三实验小学校在一二年级开设蒙古语口语交
际及歌曲特色课，将蒙古语纳入校本课程，并配备蒙汉兼通的专任教师乌云娜
老师组织编写了蒙古语口语交际及歌曲校本教材。

“现在，我们的孩子已经会说简单的‘吃饭、喝水’等日常蒙古语，会用蒙古
语从1数到10。在我们这个民族地区，多会一种语言，就多一种交流工具。”三
年级二班边乐圆的妈妈刘红红和许多家长一样，希望孩子喜欢蒙古语，了解蒙
古族民风民俗，跟更多的蒙古族同学成为好朋友。

该旗深入推进精准扶贫，实施百姓安居工程。投入1717万元新建农村牧
区少数民族贫困户住房145处，改造农村牧区少数民族土坯房450处。按照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思路，全力加快少数民族贫困人口脱贫攻坚步伐，
不断激发内生动力，累计有244户599名少数民族困难群众稳定脱贫。

在乌审旗，蒙汉族群众互帮互助蔚然成风，企业与农牧民共建发展，党的
民族政策在这里开出了艳丽的花朵。2017年，乌审旗被命名为“全区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活动示范旗”。

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亮点

■信息吧■图闻

本报兴安 7月 18 日电 （记者
胡日查 见习记者 高敏娜）“做梦
都没敢想，在旗里就能得到北京专家
的治疗啊，解除了孩子的病痛，感谢
从首都来的专家团队啊！”扎赉特旗
新林镇的王先生说起前几天孩子在
旗里接受北京专家手术，依然处在兴
奋之中。

近日，来自北京市丰台医院、首都
医科大学、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等医疗
机构的12名专家组建的医疗团队赴
兴安盟扎赉特旗通过召开座谈会、专
题讲座和医疗义诊咨询的形式，开展
北京市丰台区政协医疗支援扎赉特旗
活动。随后医疗队又马不停蹄地赶往
巴彦高勒镇幸福家园，为幸福院的老
人和当地村民开展义诊活动。专家组
为151位村民进行了精心诊疗，受到
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据了解，此次医疗支援活动，属于
京蒙扶贫协作框架下健康扶贫的一项
内容，不仅让两地医疗机构有更多交
流，更为两地全方位共享资源提供了
思路和范例。

北京专家团

来扎赉特旗坐诊□本报记者 刘洋

“千年中国梦，百年中国梦，梦接力，梦
相拥，为了中华复兴……”走进呼和浩特市
赛罕区西把栅中心校，一阵悦耳的童音合唱
传入耳中。

“这是我们学校的少年宫合唱队在排
练节目！”在声音传来的楼层，还没等随行
的曾芮老师说完，记者就被眼前的场景吸
引了。国画室、舞蹈室、音乐室、创意室，一
排排教育功能室里摆满了学习用具，有特
色各异的舞蹈服装、砚台笔架、五颜六色的
写生作品。

“我们的少年宫开设了国画、书法、少
儿绘本、音乐、口语交际等 18个功能完备
的教学室，学生们的才艺比试成绩一点都
不输于城市的孩子！”指着走廊旁的荣誉
墙，该校副校长李炜骄傲地说，“国画社团
的刘津辰同学获得我校国画比赛一等奖，
素描社团的郭雨鑫同学获得我校素描比
赛一等奖……”

目前，赛罕区共有 12所乡村少年宫，
已覆盖全部乡镇中心校。其中 10所少年
宫由各级彩票公益金支持建设，2所民办
少年宫由爱心企业援建。

推开内蒙古航天小学少年宫的大门，
映入眼帘的是蓝色浩渺的宇宙、神秘的银
河系、航天火箭、宇航员在宇宙中漫步的
壁画，还有宇宙飞船、飞机造型的吊灯，走
廊的长桌上摆满了学生制作的航天模
型。该校校长牛石萍介绍：“这些都是学
生们上航模课时自己设计的，除了航模
课，少年宫也开设了古筝课、书法课等近
20个课程。”

依托乡村少年宫这一平台，赛罕区构
建农村社会、家庭、学校“三位一体”的教
育体系，进一步引导少年儿童树立远大志
向、培育美好心灵，为农村的孩子插上梦
想的翅膀。截至目前，该区有 1名自治区
美德少年、11名市级美德少年、63名区级
美德少年；共创建 1 所全国文明校园、28
所市级文明校园、30所区级文明校园，占
辖区全部学校总数的94%；农村区级文明
校园13个，占全区45%。

为孩子们
插上梦想的翅膀

本报巴彦淖尔7月18日电 蔚蓝天空
下，杭锦后旗蒙海镇红建村小麦集中连片种
植试验示范区涌动着金色的麦浪，显得格外
壮观。

该小麦集中连片种植示范园区位于
红建村九组、十组、十四组，种植面积达
到 4300 亩，是杭锦后旗目前最大的小麦
集中连片种植试验示范区。

据悉，前些年，由于农民种植农作物
较零散且没有规划，导致成本上升、利润
降低。2015 年，该村组织实施了高标准
农田建设，全部进行大破大立整治，形成
了渠、沟、路、林、田高标准配套，解决了
田块不适宜机械化作业的问题，为农业
规 模 化 、集 约 化 、高 效 化 经 营 打 下 基
础 。红建村还与恒丰集团、中粮集团、
塞北粮仓等企业达成合作，由企业向农
户提供籽种和专用肥，并和农户签订订
单。

“集中连片种植不仅给我们农民补
贴，一些大企业也来和我们签订单，保证
了每亩 1.6 元的价格，今年我自己也种植
了 100 亩。”红建村村民刘凤忠满意地说
道。

集中小麦连片种植无需铺设地膜，浇
水时间由 1 周缩短到 2—3 天，且使用小
麦专用肥统一施肥，将化肥使用量减少
了 10%左右；通过轮作倒茬，把用地和养
地结合起来，进一步改善土壤理化特性，
农药使用量降低了 50%，使控肥、控水、
控药、控膜的“四控”绿色发展理念得到
有效落实。 （孙岩）

杭锦后旗：
集中连片种植小麦
实现“四控”

本报乌兰察布7月18日电 （记
者 皇甫美鲜 实习生 郭玉宽）截
至目前，商都县 212 个行政村全部
拥有集体经济收入，村集体经济总
收 入 近 779 万 元 ，村 集 体 资 产 达
3220万元。

为打好脱贫攻坚战，在集体经济
起步阶段，商都县68个重点贫困村在
尊重贫困户意愿、征得贫困户同意情
况下，分别将20万元“三到村三到户”
资金注入龙头企业，实现资金托管保
本分红，每村每年可稳定增加集体经
济收入1.6万元，所得收益全部用于
本村贫困户生产生活和基础设施建
设。同时，大力发展村企合作，县内
57家企业为 144个村委会提供有偿
服务费或无偿捐资近510万元；盘活
闲置果园、鱼塘、良种场、蔬菜大棚等
集体资产，采取承包、租赁、联合开发
等方式，支持村集体与企业协作，提高
集体资产利用率。

商都县

212个行政村
都有集体经济收入

本报通辽 7月 18 日电 （记者
郭洪申 实习记者 李芳芳 萨茹
拉）近日，扎鲁特旗首批40支业余乌
兰牧骑成立并举行授旗仪式。

“我们一定不负嘱托，传承好我们
的民族文化，做新时代的文化传承传
播者，永远做草原文艺轻骑兵！”接
过“查布嘎图苏木民间乌兰牧骑”旗
帜，队长王吉日木图激情表达。

在全旗各业余乌兰牧骑同步授旗
仪式现场，百余名草根演员与千余名
农牧民欢聚在一起，他们纷纷献上拿
手好戏，好来宝、长调、歌曲、舞蹈等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节目让现场观众
大饱眼福。

扎鲁特旗宣传部长包红梅说：“通
过业余乌兰牧骑的组建，更好地继承
发扬乌兰牧骑红色文艺精神，培养出
更多的民间艺术人才，丰富农牧民群
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扎鲁特旗

40支业余
乌兰牧骑成立

□本报记者 李新军
实习生 金峰 摄影报道

“从6月中旬到现在，雨水没
间断过，草长得好，牲口也都膘肥
体壮，尤其是我放的施建军的
马！”马倌黎民骑在棕红色大马
上，看着正在河边饮水的马群，自
豪和喜爱之情溢于言表。

施建军是呼伦贝尔市哈达图牧
场第二代农垦人，在巴尔虎草原莫
日格勒河畔养千匹骏马是他多年的
心愿。“养马，不光是发展旅游业，
更重要的是让来呼伦贝尔旅游的人
了解和感受草原文化的魅力。”一谈
起马，施建军就神采飞扬。

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和
普及，马开始淡出牧民的生活，呼
伦贝尔的三河马数量也逐年下
降，从 17000匹降到 4000多匹，

畜种呈退化的趋势。
三河马是俄罗斯后贝加尔马、

蒙古马及英国纯种马等杂交，经过
呼伦贝尔两代农垦人几十年的精
心改良选育而成的优良品种，与河
曲马、伊犁马并称为中国三大名
马。爱马的施建军选择养马，志在
改良、拯救和传承，为濒危的三河
马寻求更多的市场和商机。

2010 年，施建军赴青岛、大
连等地考察，引进汗血宝马、纯血
马、阿拉伯马等种马，经过近 10
年的改良育种，成功培育出纯血
后裔的改良三河马。

施建军凭借韧劲和创新，在
陈巴尔虎旗地区养马小有名堂，
被当地推举为马协会理事。如
今，他的马群已经壮大到 260多
匹，每年光是卖马收入超过30万
元。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马协
会里养马的牧户超过300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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