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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群■新思路新动能

■重头戏

本报乌海 10月 14 日电 （记者 于海
东）近日，“现状与理想——当前书法创作学术
批评展”等一系列书法展览和学术活动在“中
国书法城”乌海市举行。来自中国书协主席团
成员、全国顶尖书法教育理论专家、当代中青
年书法家、各省市书协代表等700位书法名家
参加了本次活动。据了解，这是中国书法家协
会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项学术活动。

这一学术活动是第十届黄河明珠·中国乌
海书法艺术节的一个重头戏，连续10年举办
的书法艺术节已经成为乌海人及国内书法爱
好者的一大盛宴。2008年，乌海市以其群众
书法活动的广泛性获得“中国书法城”殊荣，
2012年，“中国书法城·乌海”被评为自治区十

大宣传文化品牌。
获得书法城殊荣10年来，乌海始终从软

硬件两方面推动书法城建设。先后建起书法
公园、书法广场以及国内面积最大的以书法文
化为主题的艺术殿堂——当代中国书法艺术
馆等书法建筑。同时，乌海出版了面向全国发
行的书法专业刊物《大众书法》，进校园、进机
关、进社区、进企业、进军营“书法五进”活动获
得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目前，全
市80%以上的社区、90%的学校、50%的规模
以上企业、90%的军（警）营都建立了书法基地
（活动室）。此外，通过服务培育、展会带动，初
步形成个人书画工作室、装裱、展览、拍卖、宣
传为一体的书画市场。全市现有不同规模的

书法培训班100余家，经营书画及笔墨纸砚的
书苑、画廊、装裱店铺200余家，全市书法产业
年营收已过亿元。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说，乌海市书
法进课堂开展得扎实有力，全市每所中小学校
都配备有 2名专职书法教师，这在全国也少
有，对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乌海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郭振莲介绍，
随着书法城建设的推进，乌海市整体书法水平
有了明显提升，拥有55万人口的乌海市，培养
了一支专业的书法骨干队伍和庞大的群众队
伍。据统计，目前该市已有7人次获得中国书
法最高奖——中国书法兰亭奖一等奖及入展

奖，同时40人成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145
人成为自治区书法家协会会员，常年练习书法
的群众不下10万人。目前软硬件条件基本具
备，下一个10年，乌海要打造中国当代书法的
高地，提升书法学术水平和书法城的内涵品
味。

“家中无字画，不是乌海人！”乌海市书法
家协会副主席、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雷平说，
现在乌海人习练书法、经营书法、研创书法的
氛围更加浓厚。如今的乌海，书法元素已经渗
透到城市的方方面面，中国书法城·乌海，不仅
成为外塑形象、内聚人心的精致城市名片，更
成为全体市民共同认知的精神家园。

乌海书法：外塑形象内聚人心的城市名片

本报赤峰 10月 14 日电 （记者 徐永
升）前不久，赤峰市第二届乡村旅游节暨“金秋
十月”旅游产品发布会在阿鲁科尔沁旗举行。
在天山镇太平庄村铭欣庄园，道尔其格乡土植
物博览园的70亩中草药花海令人眼前一亮，
婚宴大厅里旋律优美的汗廷音乐扣人心弦，蒙
古老营婚房让人感到毛毡蒙古包的原生态之
美。铭欣庄园只是赤峰市发展乡村旅游的一
个缩影。1至9月，全市乡村旅游接待人数达
380万人次，旅游收入18亿元，乡村旅游已成
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今年，赤峰市重点打造了阿鲁科尔沁旗太
平庄村、巴林右旗岗根村、松山区东杖房村、喀

喇沁旗三家村、喀喇沁旗古山村5个乡村旅游
示范村。建设了阿鲁科尔沁旗蒙古汗廷文化
园、红山区增嘉园休闲观光农业园、元宝山区
赤峰和润农业高新科技产业园等14个旅游休
闲园区。推出了御秀轩手工制品、五味子养生
酒、煎饼、玉米饼、粘豆包、宁城老窖等一批富
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旅游商品。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赤峰市把发展乡
村旅游做为重要抓手。按照“一县一特色”“一
乡一业”“一村一品”“一沟一景”“一家一艺”的
发展理念，发展乡村养生度假、康体运动、生态
休闲、异地旅居、农事体验、民俗节庆、自驾游
营地等旅游新业态。在突出特色方面，开展了

民族风情表演、骑马、放牧、挤奶、搭建蒙古包
等活动。建设了一批农业主题公园、农业庄
园、休闲牧场、沙漠牧场和具有历史、地域、民
族特点的特色景观旅游村镇。

去年，赤峰市全年旅游接待游客1636万人
次、旅游收入突破262亿元，其中乡村旅游接待
游客为451万人次、旅游收入为13.1亿元，乡村
旅游所占的比例举足轻重。目前，该市已发展
乡村旅游接待户1167户，乡村旅游直接从业人
员1.94万人，乡村旅游村65个。今年，市里以
旅游特色小镇建设推动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实
施赤峰市百项乡村旅游重点工程，目前在建项
目60个，已完成投资额5.5亿元。

赤峰市规划到2020年创建3个全国休闲
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4个全国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示范点，50个农业生态主题公园，
100个农业、草原、沙漠等各类型的休闲农牧
场，100个特种养殖和大地农业景观片区。发
展50个乡村旅游示范乡（镇）、200个乡村旅
游重点村、100个旅游专业合作社，3000个乡
村旅游接待户、1000个市级休闲农牧业与乡
村旅游示范点、200个三星级以上乡村旅游接
待户。实现乡村旅游就业6.8万人、间接就业
人数达10万人。让100个贫困村通过实施旅
游精准扶贫实现小康，旅游扶贫村脱贫人口达
到2万人，人均纯收入达到1万元的规划。

赤峰市：乡村旅游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本报呼和浩特10月14日讯 （记者 刘洋）
记者日前从呼和浩特市政府获悉，目前，呼和浩特
市东部生态屏障规划进展顺利。

呼和浩特市东部生态屏障地处赛罕区榆林
镇、黄合少镇；项目区东起呼和浩特市与乌兰察布
市边界，西至蛮汗山西坡及黄合少林场范围，南到
和林格尔界，北部和大青山自然保护区接壤。启
动建设城市东部生态屏障是推进国土绿化行动、
建设“美丽青城”的具体行动，对于呼和浩特市持
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筑
牢祖国北疆绿色长城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据了解，呼和浩特市东部生态屏障规划制定
立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学习借
鉴周边先进城市的好做法、好经验，科学处理好保
护与利用、资源与资产的关系，着重对生态保护修
复、水资源保护以及景观提升改造进行科学设计，
突出农田环境改善和绿色发展、城市美化和品位
提升、旅游景观打造3大建设重点。同时，还将建
设与收益相结合，在充分发挥好乡土树种在生态
建设中的作用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好林下经济、林
果经济，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呼和浩特市

东部生态屏障规划进展顺利

本报包头10月14日电 （记者 格日勒
图）自包头市公安局开展“亮身份、当楼长、保
平安、护稳定”专项活动以来，楼长负责制在包
头市1390个居住小区覆盖率达83%，楼栋覆
盖率达58%。

前不久，土右旗公安局“楼长”民警在
入户走访时，接到群众反映小区内经常有
身份不明的人进出且行踪诡秘，“楼长”民
警将信息反馈到辖区派出所，派出所立即
部署行动，一举抓获 12名吸毒人员，铲除了

隐匿在社区的毒瘤，净化了社区治安环
境。包头市高新区鹿港小镇 1 号楼“楼长”
东河公安分局民警乔宏铎回家时，闻到楼
内有烟味，他察觉到事情不妙，经过近两个
小时排查，找到着火点并扑灭，避免了一场
火灾事故的发生。

自去年 12月以来，包头市近 5000 名民
警在居住小区亮出警察身份当“楼长”，面
对面与群众沟通，登记实有人口信息、排
查安全隐患，排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收

集违法犯罪线索，征求群众对公安工作意
见、协助做好社会治理工作。截至目前，

“楼长”民警共走访群众 124613 户，登记人
口信息 263796 条，排查各类隐患 1314 处，
征求群众意见建议 1796 条。通过“当楼
长”专项活动，“楼长”不仅是街坊邻里的
宣传员、安全员、调解员，也成为公安机关
在基层的治安管理员、信息采集员、情报
收集员。有效解决了派出所因警力不足导
致的消防管理不到位、矛盾纠纷排查不深

入、民情民意收集不全面等公安工作瓶颈
问题。

在专项活动开展过程中，包头市公安局
通过规范民警走访入户行为，明确“楼长”工
作职责，使活动步入正规化渠道。“楼长”在提
前完成首批入户任务的基础上，对没有“楼
长”的小区和楼栋进行再分配再拓展，稳步推
进全市所有小区“楼长”全覆盖。目前，东河
区、石拐区主城区的小区和楼栋覆盖率均达
100%。

包头市半数以上小区楼栋有了“警察楼长”

本报阿拉善 10月 14日电 （记者 刘宏
章）近日，阿拉善左旗公安局交警大队完成全盟
首笔道路交通事故医疗费用快速支付，一笔
5359.7元的款项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账户
支付至被保险人恩某某账户上。伤人事故医疗
费快速支付的完成，标志着该盟道路交通事故医
疗费用快速支付服务迈出了标志性的一步。

今年以来，阿拉善盟公安交管部门在“放管
服”改革中，实行“人伤事故理赔资金前置”便民
服务，与各保险公司联合，改革保险赔款流程，让
当事人实实在在享受到惠民政策。据阿左旗公
安局交警大队副大队长王哈达介绍：在未实施道
路交通事故医疗费用快速支付项目前，事故责任
方至少需要等10个工作日，由交警部门下达事
故认定书后，才能申请商业保险的其他赔偿。而
现在，事故责任人在事故发生后，可立即申请道
路交通事故医疗费用快速支付项目，保险公司会
预先支付一定额度的医疗费用，将保险事后补偿
职能提至伤者抢救治疗前，从申请开始2日内就
可拿到医疗费用，让交通事故中受伤者得到及时
治疗。目前，仅阿左旗交警部门已与9家保险公
司开通警保联动模式。

阿拉善盟

实行伤人事故理赔资金前置举措

本报巴彦淖尔10月14日电 （记者 韩继
旺）从今年开始，巴彦淖尔市启动实施农村牧区
人居环境整治3年行动方案，因地制宜开展村庄
绿化美化、五堆清理、农户改厕、配备垃圾桶、污
水处理等工作，稳步推进农村牧区环境整治。

巴彦淖尔市今年计划完成10个村庄的污水
集中处理、100个中心村村容村貌提升、1万户农
村水冲厕所改造。截至目前，10个村庄污水处
理厂已完成前期可行性研究、立项、环评，规划选
址、用地预审等相关工作正在有序推进，4个污
水处理厂开工建设，其余6个近期可开工。各旗
县区因地制宜开展了村容村貌提升工作，已完成
35个村庄村容村貌提升任务，重点推进村庄绿
化美化、五堆清理、美丽庭院、庭院种植经济、农
户改厕、配备垃圾桶、标准化圈舍建设、道路硬化
等工作；加大力度推进水冲厕所入户改造，选择
三格式化粪池、无动力蒸发式和复合酵素等处理
工艺进行改造，已完工7486户水冲厕所改造；对
3136个村庄实施垃圾治理和后续管护机制，占
总数的73％；全面推进绿色村庄创建活动，全市
7个旗县区按照绿色村庄评定标准已创建完成
2744个村庄，达标率为64％。

巴彦淖尔市

稳步推进农村牧区
环境整治

本报鄂尔多斯10月14日电 （记者 王玉
琢）作为自治区唯一的循环经济试点城市，鄂尔
多斯市通过节能降耗、发展工业循环经济转变发
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

仲秋，在乌审旗乌审召工业园区中煤蒙大新
能源化工公司，一袋袋以甲醇为原料的聚乙烯正
离开生产线，等待包装发运。前8个月，该公司一
直满负荷生产，目前，已有48万吨聚乙烯产品销
往全国。虽是满负荷生产，公司却不用担心原料
供应不足，因为原料甲醇就来自园区内的化工
厂。原料有保证，产品销路也不愁。企业的聚烯
烃项目自2016年投产以来，吸引了多家下游企业
来乌审旗投资发展。在5公里外的内蒙古碱湖包
装公司就以烯烃为原料，每年生产3000万条编织
袋，烯烃下游产品基本实现了本地生产和销售。

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鄂尔多斯市着力优化
产业空间布局，以建设循环经济工业园区为发展
循环型工业的切入点，促进产业内部循环和行业
间的合作共生。2017年以来，鄂尔多斯市已有
14个企业、园区列入国家和自治区循环经济试
点，打造煤—电及其废弃物循环利用、煤—煤化
工及其废弃物循环利用、天然气—天然气化工及
天然气+煤循环开发利用等循环经济产业链，并
已颇具规模。

鄂尔多斯市

三条循环经济产业链条
颇具规模

□本报记者 金泉 摄影报道

金秋十月，在霍林郭勒市蒙古族幼儿园，一座直径10
米、占地80多平方米的崭新“娜荷芽”蒙古包内外，天真的
孩子们饶有兴趣地摸摸这儿、翻翻那儿，跑进跑出地嬉戏，
别提有多高兴了。

在第35个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之际，霍林郭勒市蒙
古族幼儿园举办了“民族团结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赠
书活动暨“娜荷芽”蒙古包揭幕仪式。活动中，霍林郭勒市
民族宗教事务局等单位向幼儿园赠送了一座崭新的“娜荷
芽”蒙古包，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为蒙古族幼儿园捐赠
了1500多册蒙汉双语儿童读本。

幼儿园里的蒙古包

幸福瞬间幸福瞬间

赠送图书

表演节目

■定格

储草增幅31.9%

为确保天然打草场能够得到有序利用，锡林郭勒盟组织草业合作社、专业户做好饲草储备工作。在充
分考虑草地类型、气候状况等因素基础上，科学确定刈割时间，各饲草产区具备轮刈条件的，采取四区4年
或五区5年轮刈制度，至少留有一区休闲，不具备轮刈条件的，每打300米要保留20米以上的草场植被作
为草籽带，留茬高度不得低于6厘米。截至10月初，锡盟已打储草178225万公斤，相比去年同期增加
43148万公斤，增幅31.9%。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摄

■镜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