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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吕学先 实习生 豆豆

6 年前，为了能让小孙女就读口碑不错的
包头市青山区南一小，陶郜在该区万青路街道
春光小区四区买了房。然而搬入不久，却发现
最初吸引他的优势成了令他心堵的“梗”。

“那时候小区是开放式的，南北没大门，发
小广告的、流动小商贩、收破烂的都能进来，盗
窃等案件时有发生。”为了能抓获入室盗窃犯，
这位从公安系统退下来的老民警还多次跟随
片区民警在小区“蹲坑守候”。

小区环境的“脏、乱、差”以及多重安全隐
患，让很多居民怨声载道，治理旧小区迫在眉
睫。“不仅要治理，还要让居民满意！”春光社区
党委书记贺静痛下决心。

2016 年初，社区党委召开居民协商议事

会，多方征求意见，成立了由退休老干部、社区
党员、热心居民组成的业主委员会，陶郜这位
热心的老党员当选为业主委员会主任。社区
党委联合业主委员会组织人员多次入户，每栋
楼分别召开单元长、楼栋长、居民代表会议，一
起分析小区现状和管理问题。

小区里老年人居多、收入较低，社区党委
认为不适合引进市场化物业管理，决定按照

“民事民议民定，民财民用民管”的原则，成立
社区自管物业服务中心，实行社区党委统筹、
社区居委会组织、业委会监督、社区居民参与、
社区自管物业服务中心服务的“五位一体”民
主协商社区自管物业服务，并在春光四区试
点。

春光社区共有 10 个区，春光四区是其中
之一，楼房 12 栋，居民 770 户，南北临街，流动
商贩和车辆多，小区配套设施少。针对安全问

题，经过几次会议协商，确定小区南北大门的
改造方案：小区北大门加装道闸，门禁系统供
车辆行人进出；南大门封闭并加装门禁系统供
行人出行，在紧急情况下作为消防应急通道，
居民婚丧嫁娶有车队时开放。

以前小区没有路灯，改造后小区安装了路
灯，如何设置路灯的照明时间，既节电又能保
障居民出行？经多次商议，最终确定小区路灯
开放时间按照冬夏两季分别合理制定，得到居
民称赞。

春光四区南门紧邻乌审道的早市。居委
会主任孟国丽每次从这里经过，都有摊主热情
打招呼。“他们都是小区的业主”,孟国丽说，考
虑到这些业主出入方便，特意将小门宽度扩宽
至 1.5 米，以方便他们的三轮推车出入。

孟国丽同时担任了春光社区物业服务中
心的法人，双重身份让她感到身上担子的份

量。孟国丽介绍，社区物业服务中心相当于一
个物业公司，除了向居民低偿收取物业管理费
外，还要在业主委员会监督和指导下，履行小
区日常保洁、设施维修、秩序维护、治安防范等
职责。

从过去“无人管”到“管得好”，居民深有体
会。陶郜告诉记者，只要是居民反映的诉求，
他们都会及时反映到自管物业服务中心，中心
不能处理的，会向相关部门反映解决。

为解决业主间的纠纷，春光四区专门组建
了联合调解委员会。孟国丽记得，有一年夏
天，社区一位住户找到自管物业服务中心，希
望能调解他和楼下住户的矛盾。联合调解委
员会的人员了解事情前因后果后，分别对两家
进行劝导，最终两家握手言和。

自管物业服务中心依托社会组织优势为
困难群体提供帮助，让居民感到社区温暖。

在春光四区居住了十几年的陈奶奶，几年前老
伴儿去世了，儿女都在外地工作。自管物业服
务中心定期安排工作人员探望，还联系社区社
会组织定期为陈奶奶打扫卫生等，让陈奶奶特
别感动。

春光社区一点点地改变着⋯⋯社区设置
了电子阅览室、多功能活动室、多媒体培训室、
图书报刊阅览室、居民议事厅等服务设施，形
成了一个集公共文化服务、群众休闲娱乐、爱
心救助帮扶、矛盾纠纷化解为一体的标准化综
合服务型社区，面貌焕然一新。

环境变了，居民思想也在转变。面对涉及
社区居民共同利益的诸多问题，居民都能平等
协商、讨论、表决、监督，促进了居民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也促进了物
业服务做实、做细，形成居民自治和物业管理
有效合作的良好局面。

老旧小区物业管理，是个老大难问题。包头市青山区万青路街道春光社区按照“民事民议民定，民财民用民管”原则，探索出“五位一体”民主协商社区物业自管模
式，获首届“中国城市治理创新奖”入围奖，被编入《中国城市社区治理蓝皮书（2018）》中，成为自治区唯一入选的社区治理典型样本。这种模式让这个老旧小区——

从“无人管”到“管得好”

■风信子

■信息吧

■亮点

本报赤峰 10 月 2 日电 （记者 徐永升
实习生 冯雯雯）初秋的赤峰市巴林左旗哈拉
哈达镇全胜村绿树环绕，在如黛的青山环抱
中，干净整洁的农家小院鳞次栉比，房前屋后
的小菜园、小花园独具田园特色。这个以生产
精品笤帚而闻名的小山村，现在依靠绿水青山
和宜居村落走上了农旅融合发展之路，而村里
传承的“大口落子”艺术，则让这个山村多了一
份文化的厚重。如今的全胜村产业旺、村庄
美、文化兴，一幅乡村振兴的画卷正在打开。

这几天，巴林左旗胜隆种养殖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李艳垒很忙。他一边在为线上精品
笤帚销售备货走物流，一边为线下买大笤帚
的客户装货车。今年以来，合作社已销售“福
临全胜”牌精品笤帚 5 万把、大笤帚 40 万把，
销售收入达 300 多万元。眼下，他正准备扩
大再加工生产，将车间面积再增加 450 平方
米，届时合作社全年将消化笤帚苗 90 万斤。

一手抓龙头，一手抓基地。今年，全胜村
笤帚苗种植面积达到 6000 亩，占全村耕地面
积的 76%以上。贫困户由兴文老人算了一笔
账：种一亩山地笤帚苗子，能产原苗 100 公
斤，每斤按 5 元计算，能收入 1000 元。这 100
公斤原苗绑成 200 把大笤帚，能挣 200 元的加
工费，如果绑成精品笤帚，加工费最高能挣到
9000 元，这就是精加工的价值所在。今年年
底，全村农民平均每人能从笤帚苗子的种植
和加工环节上收入 1.1 万元以上。

精品笤帚“扫出”致富路，村里又念起旅
游经。经过多年封山禁牧，全胜村肉羊数量
由原来的 5000 只减少到 1500 只，经过休养
生息，全村森林覆盖率达 80%以上。这个绿
树掩映的小村庄，通村水泥路两侧已实现美
化、硬化、绿化全覆盖。目前，活动广场和街
道累计安装路灯 126 盏，在村庄内栽植了樟
子松、云杉等风景树和各类果树 2421 棵。按

照村里的民俗旅游规划，旅游厕所、文化礼
堂、游客接待中心等基础设施都已经完成。

这几年，全胜村花灯会已小有名气，元宵
节灯会、正月大秧歌、祭财神等活动，让游客
体验到了年文化的味道。而粘豆包、发面饼、
小笨鸡等农家乐特色餐饮，更是迎来了许多
城里的回头客。“我们要内外兼修，一手抓文
化旅游，一手抓基础设施建设。”哈拉哈达镇
党委书记王艳波介绍，下一步镇里将争取项
目资金，治理村内的 3000 米河道，实现水清
岸绿；恢复性建设泉圣山庄，闸沟节水再造水
生态环境；建设石门沟鲜花谷，把它逐步建成
一个天然的大花园。到 2020 年，全胜村力争
创建成赤峰市重点民俗特色旅游村。

乡村振兴，产业塑形，文化铸魂。在全胜
村文化礼堂，一场“大口落子”《金水桥》正在
上演，高亢、激越的唱腔引人入胜。作为现代
评剧的前身，这个发源于辽宁省老建平一带

的“大口落子”，在解放初期随着移民传至全
胜村，至今已传承三代，并在村里已形成了一
个小剧团。这几年，剧团结合新时代，自编、
自导、自演了《宝笤帚》《驱邪》等一些百姓喜
闻乐见的节目。文化礼堂活起来，广大农民
乐起来，这种以文化人的方式，浸润出全胜村
文明和谐的好民风。

在全胜村村部，村里的红白理事会、纠纷矛
盾调解委员会、村民道德委员会等图板挂满了
墙。“这些不是挂在墙上的摆设，它们都实实在
在地运行着！”全胜村红白理事会理事长李志
说，经过几年移风易俗、节简办事的引导，现在
村里红事和白事的礼金都控制在 100 元以内，
极大地减轻了农民负担。为了打造“崇德尚文，
孝美全胜”，村开办了爱心超市，相继开展了“最
美家庭 ”“最美庭院”“好婆婆好儿媳”等系列评
选活动。村里每次敲锣打鼓上门送牌匾，都是
一次触及心灵深处的德孝文化教育。

全胜村：产业旺 村庄美 文化兴

本报巴彦淖尔 10 月 2 日电 （记者 韩
继旺）“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在杭锦后
旗双庙镇太华村养殖基地，一群黑头鸿雁、白
鹅活泼灵动，有的在水面上嬉戏觅食，有的在
凉棚下休息纳凉。

“这里是以产业扶贫资金入股、村集体管
理的鸿雁养殖基地，目前有 3000 多只黑头鸿
雁，100 多只白鹅，采取的是立体循环养殖模
式。再有一个来月就能出栏了，销售收益将给
村里的贫困户分红。”村委会主任张元顺说。

太华村有 24 户贫困户处于脱贫巩固提升

阶段。过去，村两委班子曾考虑帮助他们搞
特色养殖，但是面对 19 户没有劳动能力的贫
困户，这个想法显然行不通。

为了建立扶持贫困户增收致富的长效机
制，太华村探索“村委会+贫困户”的发展模
式，以产业扶贫资金 15 万元入股，确立了村委
会统一管理、销售发展立体养殖的扶贫模式，
建立了 20 亩的养殖基地，其中水域面积占地
10 亩，每年将产出盈利的全部以分红的形式
发放给 19 户无劳动能力的贫困户。

“不用我们受累，每年还能给分红，以后

生活更有保障了。”73 岁的李秀梅是村里的建
档立卡贫困户，没有劳动能力，对村里这个扶
助政策特别支持。

太华村支部书记黄建国算了一笔增收
账：“这是一个‘短平快’的立体循环养殖项
目，地上养鹅，水下养鱼，一只鸿雁和鹅的纯
利润平均在 20 元左右，3000 只预计收入 6 万
元没问题。村集体经济壮大了，贫困户也就
有了收益。通过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带动贫
困户也参与养殖，这样就能实现稳定脱贫。”

近两年，双庙镇积极探索“村委会+合作

社+贫困户”的扶贫新模式，将产业扶贫资金
以入股的形式打造特色产业，先后建起了鸿
雁、野猪、肉牛等养殖基地，吸纳贫困户 248
户 421 人，逐步形成一村一品的产业格局，实
现产业增收促脱贫。

“通过‘村委会+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
现已形成一村一品村 10 个，通过产业扶贫，由

‘输血’变‘造血’，使村集体经济得到壮大，合
作社受益，贫困户的收入有了稳定支撑，为我
镇的脱贫攻坚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双庙
镇副镇长马立权说。

双庙镇产业扶贫新模式激活“造血”机能

■图闻

□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摄影报道

近日，科右前旗察尔森镇时间花园景区正式开园迎客，占地
600 多亩绚烂夺目的花海与蓝天白云、青山绿水交织成一幅美丽
的画卷，吸引了众多游人驻足观赏、拍照留念。

时间花园景区包括花海区、儿童乐园区、观星区、民宿区、餐
饮区五大区域，已建设成为集花卉观赏、趣味游乐、婚纱摄影、民
宿体验、科普教育为一体的精品旅游景区。近期还将规划建设生
态餐厅、果蔬采摘、超长滑道、拓展训练、沙滩码头、水上游乐、梦
幻城堡等系列深度体验类旅游项目。

近年来，察尔森镇以生态休闲旅游特色小镇建设为抓手，深
入实施“生态+”和“旅游+”战略，建设了锡伯图山景区、敖包山景
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景点、景区，假日小镇、滑雪基地、湿地公
园、观光索道、蒙古大营等一批市场化旅游项目已纳入规划，走出
了一条“绿色生态、休闲旅游”的发展之路。

600 亩花海惊艳亮相
本报通辽 10 月 2 日电 （记者 郭洪申）霍林郭

勒市扎实落实中央环保督察意见，组织开展大规模矿
山生态治理攻坚战。目前，该市煤矿企业已投入资金
4.36 亿 元 ，治 理 面 积 17030 亩 ，为 共 需 治 理 面 积
18963 亩的近 90%，其余 1933 亩正在治理中，基本实
现三年任务两年完成的目标。非煤矿山已治理 598
亩，1176 亩正在治理中。

该市出台了《矿山生态环境治理整改工作方案
（2018—2020）》，规定了 33 家矿山企业的治理任务、
标准、范围和时限。国家电投内蒙古公司确立了“一
年大变样，三年彻底整改，打造我国高寒地区绿色矿
山标杆”的目标，邀请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编制生态
修复专项方案，采取“明渠暗窖，打造海绵式排土场；
外排内蓄，建设生态型露天矿”的措施，对露天矿排土
场实施了覆土整形、水土保持、植被重建等工程。

该市还全面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全面禁牧，启动
了城区增绿行动，扩建了森林公园，集中整顿中小矿
山，关停 17 家非煤矿山。

霍林郭勒市

煤矿生态治理三年任务两年完成

本报呼和浩特 10 月 2 日讯 （记者 皇甫秀玲）
近日，2019 年托克托第二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第九届
葡萄节在郝家窑村陆续开幕。

活动现场，展出了葡萄、辣椒、豆腐、无矾粉条、鲤
鱼、对虾、螃蟹、大米、小麦等当地的特色产品，集中展
示了托克托黄河沿岸农业发展的丰硕成果。其中，光
葡萄就有近 20 种不同口味，

近年来，托克托县着力发展农业特色优势产业，
形成了以葡萄、红辣椒、温棚蔬菜、水稻等为主导的特
色产业，打造了一溜弯葡萄、托县辣椒、黄河鲤鱼等多
个知名品牌，有效促进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本次活动以“七十华诞谱春秋，葡萄架下话丰收”为
主题，是呼和浩特·托克托第九届黄河文化旅游节的内
容之一，除了农副产品展销外，还举办了葡萄品鉴、书画
摄影剪纸作品展、环河自行车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托克托县

庆丰收展示农业丰硕成果

本报阿拉善 10 月 2 日电 （记者 刘宏章）近
日，由阿左旗党群综合服务中心主办，旗总工会承办
的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全旗职工运动会在巴彦浩
特镇拉开帷幕。

歌曲雄壮，步履铿锵。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国旗徐
徐升起，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紧握拳头郑重宣誓，
激情四射的健身操、精彩绝伦的太极拳表演将开幕式
推向了高潮。

本届运动会是一次综合性体育盛会，旨在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迎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进一步
丰富职工文体生活，展示全旗职工团结、和谐、创新、
拼搏的精神风貌，激发职工开拓进取、干事创业的工作
热情，增强职工凝聚力和战斗力，推动全旗经济社会又
好又快发展。历时7天的运动会中，该旗各苏木镇，旗直
各部、委、局，各街道，各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77支
代表队900余名参赛选手将参加足球、排球、乒乓球、趣
味体育比赛等4个大项目11个小项目的角逐。

阿左旗

举办职工运动会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本报通辽 10 月 2 日电 （记者 郭洪申 通讯
员 胡建华）9 月，开鲁县东风镇万亩林果示范基地
迎来了收获季节。正在采摘果子的村民刘志红粗略
算了一下收入账，他说：“今年虽未进入盛果期，但仍
有 1600 斤的亩产，加上林下栽植的红干椒，12 亩林
果地至少也有 3000 元的亩效益。”

近年来，开鲁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荒沼
沙地治理、低产低效林改造与发展果品经济林产业相
结合。现已建成果品经济林 26 万亩，其中 4.7 万亩进
入盛果期，预计今年可产鲜果 13.8 万吨，产值将达
3.75 亿元，加上“林经间作”，亩均效益高达 8000 元。

开鲁县

4.7 万亩经济林迎来盛果期

□本报记者 马建荃 摄影报道

室韦镇，坐落在源远流长的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河右岸，
额尔古纳河也是中俄界河，左岸便是俄罗斯。室韦作为边境小
镇，是额尔古纳的明珠，也是一张旅游名片。来到这里可以亲
临中俄边境，让眼之所及“出趟国门”。今年上半年，额尔古纳
全市接待游客 111.6 万人次，同比增长 5%，实现旅游总收入 10
亿元，同比增长 9%。

让眼睛出趟国门

游客在中俄边境界碑前驻足。

乘船游览额尔古纳河。

游客拍
照留念。

色彩斑斓的花海色彩斑斓的花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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