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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剧《朱日和情》首演

本报鄂尔多斯 7月 24 日电（记者 王玉琢）
鄂托克旗依托林业惠民政策惠及贫困户，拓宽农牧
民通过林业重点工程和林业产业发展增收渠道，打
赢脱贫攻坚战。

通过发放退耕还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天保
工程管护费等各类林业工程项目补助、补贴资金，
为贫困户发展产业、脱贫致富提供了资金支持。针
对性地选择柠条、红枣、山楂、枸杞等可产生明显经
济效益的树种，将村村绿化与林沙产业发展有机结
合、同步推进，先后在苏米图苏里格嘎查、乌兰镇包
日塔拉嘎查等地种植枣树1000多亩，同时引进宁
夏杞鑫枸杞苗木合作社、大漠红枸杞产业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在阿尔巴斯苏木栽植枸杞近2000亩。
退耕还林工程建设不仅增加了林草植被，减少了水
土流失和风沙危害，还有效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
增加了农民牧入。

鄂托克旗

发展民生林业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呼和浩特7月24日讯（记者 刘志贤）近
日，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敕勒川绿地小学乌兰校区举
行揭牌仪式，标志着敕勒川绿地小学教育集团化的
开始。

据赛罕区教育局负责人介绍，敕勒川绿地小学
作为一所高起点、高投入重点打造的公办小学，经
过几年发展，已快速成长为一所优质名校。为了发
挥其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引领作用，推进赛罕区
教育事业均衡快速发展，成立乌兰校区。这一举措
对于赛罕区深化集团化办学、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
盖面，打造校际间办学共同体、谋求共同发展具有
重要作用。

据了解，近年来，为实现教育均衡优质发展，赛
罕区调整学校布局，实施名校办分校、自主联盟等
多种集团化办学模式。目前，该区名校分校已扩大
到7所，城乡联盟学校达到13所，区域内教育教学
质量和社会美誉度不断提高。

赛罕区

集团化办学初见成果

本报赤峰7月24日电 “咱老百姓说话真的管
用了，村民想了解的征地款补偿情况，今天就公布
了”，近日，喀喇沁旗乃林镇甘苏庙村村民朱兴在村里
的“点题公开”栏前，看了中燃集团燃气管道征地补偿
明细公告，脸上堆满了笑容。

乃林镇首创“点题公开”制度，把公开内容的选
择权交给群众，变“公开什么、群众就看什么”为“群
众想看什么、就公开什么”，凡不违反法律法规、不
涉及党内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事项均可列入点题范
围，村“两委”的答题内容在村“点题”公示栏中进行
公开。

该镇在各村建立了群众点题公开板，群众通过来
电、来访将心中的问题和疑惑以填写点题卡的方式提
出，村“两委”召开会议对群众的点题内容进行集体审
议，经审核通过的点题内容由村工作人员在7个工作
日内，通过当面交流、电话告知等方式给予群众答复，
并在村“点题公开”栏内公开。自“点题公开”实施以
来，全镇14个村公开答复群众点题内容476个，办结
率98%以上，群众满意率达98%以上。 （唐树军）

喀喇沁旗乃林镇

“点题公开”把知情权交给百姓

本报巴彦淖尔7月24日电（记者 李存霞）日
前，中国红十字会2019年“博爱家园”助力脱贫攻
坚项目现场会在云南省昭通市召开，巴彦淖尔市五
原县团结村博爱家园项目荣获全国红十字系统博
爱家园助力脱贫攻坚精品项目。

据了解，博爱家园项目是在城乡社区开展的以
“推动社区治理、提升社区能力、促进社区发展”为
目标，以“防灾减灾、健康促进、生计发展、人道传
播”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发展型项目。五原县团结
村博爱家园项目于2013年 5月启动，相继实施了
改水等工程，全村732户、3240名村民都用上了安
全卫生的放心水，有效改善了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
条件。项目启动以来，共发放生计基金6批，受助
贫困户60户，累计拿出爱心回馈金3万元，救助贫
困群众100户，实现了“小额借款、滚动运作、良性
循环、精准脱贫”，达到了博爱家园项目助力脱贫攻
坚的目标。

五原县团结村博爱家园项目

获评全国助力脱贫攻坚精品项目

本报乌兰察布7月24日电 化德县认真
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精神，创新对接模
式，通过驻村干部对接货源（贫困村）和需求（城
市企事业单位）的方式，支持农牧业产业发展。

结合农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该县筛选
出6家企业（脱贫车间）、35类产品作为消费扶

贫拳头产品进行市场对接。今年4月，化德县
主要领导率队赴呼和浩特市，召开自治区厅局
定点帮扶化德县脱贫攻坚座谈会暨农副产品
宣传推介展示会。自治区政府机关事务管理
局在自治区政府餐厅设置2处化德县农牧业
特色产品展台，通过线下展示+线上销售的方
式，促进农村特色产品销售。通过消费扶贫，

解决了农副产品销售难的问题，有力支持了扶
贫产业、扶贫龙头企业的发展。

化德县把物流和电商产业配套作为消费
扶贫的重要载体，协调商务部将该县纳入国家
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争取国家专项
资金2000万元，健全农产品上行体系、生产认
证体系和质量追溯体系。目前，电子商务产业

园已入住20余家企业，整合物流快递企业5
家，建成乡镇电商服务站6个、村级电商服务
点40个，注册的绒洋洋、旺九年、草原天绒等
商标已经成功辐射带动贫困人口370户走上
脱贫致富路。在北京成功举办化德县农特产
品专场展销会1期，举办电子商务进农村培训
班2期，培训152人。 （陈文彪）

化德县消费扶贫助力产业发展

本报呼和浩特7月24日讯（记者 郑学
良）“会上提到的个别人员违法乱纪行为，在我
们局里产生了极坏的影响，给我们每一位党员
干部敲响了警钟。”

针对区城管系统内多名干部违纪违法行
为，以及区城管局原工作人员苏某组织参与恶
势力犯罪的典型案例，近日呼和浩特市回民区
召开区党风廉政建设暨警示教育专题大会，面
向区各部委办局、各街道主要负责人和区城管
局全体干部等400余人通报剖析了5起违纪
违法案件，在参会者中引起不小的震动。

“苏某身为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丧失，背离
党的宗旨，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为帮助他人索
取债务，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为谋取非法

经济利益，伙同他人有组织地采用滋扰、纠缠、
聚众造势等软暴力手段，多次非法讨要债务，
严重影响他人生活、生产、经营……”回民区纪
委监委有关负责人对苏某组织参与恶势力犯
罪案件做深入剖析。

“看到自己曾经的同事触犯法律，对我触
动很大。”区城管局科员郭超会后有感而发，

“一定要吸取教训，绝不违法乱纪，绝不执法犯
法，以身作则、洁身自好。”

“这些违法人员不是社会闲散人员，不是
远在天边的不法分子，而是我们身边的党员干
部、国家机关的公职人员。是什么让他们践踏
法律的底线？我们每一名同志都不可以也不
应该置身事外、无动于衷。”在警示教育大会现

场，呼和浩特市纪委有关负责人到会指导并强
调，要以苏某案后整改为契机，深入排查机关
系统管理风险、干部廉洁风险，建立和完善廉
政风险防控机制，清除政治生态“污染源”，切
实做好查办案件“后半篇文章”。

回民区城管局以案促改强化廉政风险防
控，在全系统开展了廉政风险集中大排查。为
防止排查“走过场”“流于形式”，主要围绕人、
财、物的运行，紧盯腐败易发多发领域和部位，
重点排查权力运行、制度机制、外部环境、作风
效能等方面存在的风险隐患。共梳理排查廉
政风险点25个，制定了相应的防控措施。对
原有制度、机制进行全面筛查、查漏补缺，健全
完善《回民区城管局行政问责制度》《回民区城

管局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
此外，回民区城管局还以“转作风、消毒

瘤、正法纪”专题组织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
党员大会，局党组书记、局长与各党支部书记
和各中队长分别签订了《党支部建设工作责任
书》和《城管执法中队管理责任书》，要求全系
统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廉洁自律意识，筑牢拒
腐防变的思想防线。通过印制《关于举报城管
领域“涉黑涉恶涉伞”线索的通告》《致居民群
众的公开信》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知识学习材
料，在辖区主次干道、市场、公园、居民小区、校
园周边等人流密集区域张贴、发放等形式，积
极面向社会、群众开展宣传活动，自觉接受广
大人民群众监督。

回民区：用好“活教材” 常敲“警示钟”

本报包头7月24日电（记者 吕学先 实
习生 赵楠）仲夏时节的固阳，蓝天白云映衬
下，一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景象——村民笑
意盈盈，田间生机勃勃，山上绿意盎然……

但几年前的固阳可不是这样：林木覆盖率
低，地表水缺乏，水土流失严重，处处可见裸露
的黄土。生态脆弱，贫困高发，两者互相交织，
到2014年底，仍有自治区级贫困村25个。面
对众多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扶贫”成了同
时打赢生态治理和脱贫攻坚两场“战役”的唯
一出路。

2015年以来，固阳县以“生态产业扶贫、生
态补偿惠民”为主线，在退耕还林、林业工程建
设、聘用森林管护员、发展林业产业增收等方
面，充分利用贫困户的劳动力、土地和现有产

业资源，把生态建设和脱贫攻坚深度融合，走
出了一条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的
生态扶贫新路子。

沿着颠簸的土路，驱车驶入金山镇协和义
村，途经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生态经济林综合
项目区，郁郁葱葱的林木跃入眼帘。穿行在林
间时，哼着小调巡护的生态护林员张学礼迎面
走来。

57岁的张学礼是协和义村建档立卡国贫
户，家里仅靠张学礼种地维持生计，过得十
分艰辛。为解决他家的贫困问题，协和义村
委找他商量，将他的 20亩地全部退耕还林。
张学礼心里的账很清楚：每年补助 3000元，
共计 8 年。聘他为生态护林员，一年工资
9600元，他在造林公司打零工，一年也能挣

四五千。这样算下来，家里一年可有支配收
入1.3万多元。“政府把工作做到家门口，一
来有固定工资拿，二来不用背井离乡外出打
工，三来家务和老伴也能照顾到，一举多
得。我一定好好干，守护好这片山林。”张学
礼乐得合不拢嘴。

协和义村党支部书记刘在在说：“我们始
终坚持将生态建设与脱贫攻坚并进，这样才能
让全村山水更秀美，村民更富裕。”

2015年开始，固阳县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
政策，按照“农民自愿、政府引导，突出重点、稳
步推进，尊重规律、因地制宜”的原则，坚决做
到“宣传发动到户、规划设计到户、项目覆盖到
户、技术指导到户、进退监管到户”，3年完成新
一轮退耕还林工程 62万多亩，涉及退耕农户

21887户、贫困户2172户，累计发放政策补助
资金3.4亿多元；完成退耕还草7.7万多亩，涉
及农户2355户、贫困户553户，累计发放政策
补助资金3254万多元。2019年，预计实施新
一轮退耕还林工程25万多亩和退耕还草工程
4万多亩，工程覆盖贫困户 507户 1039人，人
均年增加收入3000元。退耕还林还草补助资
金已成为贫困户稳定脱贫的绿色红利。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也是一项兼顾“生态”
与“脱贫”的惠民政策。从 2010年开始，固阳
县列入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范围的集
体公益林地有 25.5 万亩，每年发放补偿资金
261万多元。今年，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覆
盖贫困人口 725 户 1546 人，年内人均增收
111.3元。

在保证生态效益的前提下，固阳县积极探
索发展特色产业。在金山镇协和义村、九份子
村建成2处万亩生态扶贫经济林，在固阳县国
营林场试验性种植梭梭林，在银号镇大德亨、
车辅渠、福成元滩和下湿壕镇梅令沟等村种植
果品经济林，可辐射带动30个自然村50户贫
困农户增收致富。同时，利用柠条林地资源发
展颗粒饲料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服务养殖业，
2年争取柠条灌木林试点平茬项目5万亩，每
亩可向林地权利人发放补助资金10元。贫困
群众拿到“补贴款”栽下“摇钱树”，既获得了短
期收益，又实现了长期可持续增收。

固阳县林业局副局长段霞表示，他们要利
用手中这把“绿色钥匙”，打开脱贫致富之门，
让农民吃上生态饭，走上富裕路。

固阳县：“生态扶贫”实现了多赢目标

□本报记者 韩继旺 摄影报道

在“百湖之乡”磴口县，垂钓捕鱼是多少年来形成的传统
活动项目。7月20日下午，磴口县北海湿地景区摸鱼大赛火
爆举行，数千名外地游客和当地群众兴致勃勃参与其中，一
起感受当地妙趣横生的特色民俗风情。

经过1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游客刘兵技高一筹，获得
本次摸鱼大赛的冠军。他高兴得连连说：“我从小就爱摸鱼，
今天来这里玩儿还能获得冠军，既感到意外又很开心！”

近年来，磴口县依托丰富的湖泊湿地资源，将旅游融入
休闲渔业的发展中，通过垂钓、摸鱼等形式多样的比赛活动，
使休闲渔业旅游成为磴口旅游的又一烫金名片。

摸鱼大赛妙趣横生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摄影报道

近日，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创作的民族舞台剧《朱日和
情》首次与观众见面。

该剧以上世纪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驻守在边疆草
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携手苏尼特右旗草原牧人共同守护祖
国北疆为背景，讲述了在“八一”建军节，朱日和草原迎来了
一场声势浩大的沙场阅兵。年过半百的山东籍退役军人胡
小兵和草原牧民乌兰图雅在这次阅兵中相遇，共同追忆他们
在芳华之龄守护朱日和草原、参加军民联合训练结下的深厚
感情。全剧展示了“军民鱼水情、团结一家亲”的时代主题。

军民一家亲

民族团结民族团结

浑水摸鱼

这条真大

民兵训练 军民联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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