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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慎将杜晨玮的身份证（证号：150105199701027814）丢失，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为持续深入推进“十百千万”生
态环保公益宣教工程，4 月 18 日，
2020年 12盟市生态环保公益宣教
集结号活动在包头举行。

据了解，2019年1月，受自治区
生态环境厅委托，内蒙古环保科技产
业协会成立“十百千万”生态环保公
益宣教志愿者团。“十百千万”生态环
保公益宣教工程，计划利用两年多时
间，在全区12个盟市、103个旗县市
区、1000个城乡社区和各类社会组
织，招募培训 10000名生态环保公

益宣教志愿者。通过系列生态环保
公益志愿宣教活动，全力推动《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公民生态
环境行为规范（试行）》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践行“美丽中国，我是行动
者”的总号令，多形式、多途径，广泛
开展生态环保培训教育，普及生态环
保知识，推动社会各界和公众积极参
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携
手行动，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美
丽内蒙古。

2019 年，已建立包头市、乌海
市、赤峰市3个支队。下一步，我区
将进一步推进“十百千万”生态环保
公益宣教工程，加快建成覆盖全区的
生态环保公益宣教志愿者网络。

（杨爱群 李俊伟）

内蒙古深入推进“十百千万”生态环保公益宣教工程

□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李子一年生的两块五一株，三
年生的十块一株，沙果三块五一株，
还有小苹果和樱桃你看你需要多少，
我给你记个订单，过几天发货。”这个
在自家院里打电话的人是兴安盟扎
赉特旗音德尔镇永安村村民卜玉娟，
她家近10亩的院子里培育了五六万
棵李子、沙果、樱桃等果苗，如今已经
开始接受订单了。

“由于疫情原因，今年的果苗预
售比以往晚了将近10天左右，但是
销量并没有受影响。”卜玉娟说，今
年生意火得很，最畅销的就是桃李子
树苗，从接订单开始到现在，不到一
个月的时间里，已经预定出上千株桃
李子果树苗。

2009 年初，了解到政府部门引
导支持村民们发展庭院经济的消息

后，闲不住的卜玉娟和丈夫王文勇动
了心思，将家里的前后院近10亩地
进行了一番整理，拿出了自己的看家
本事，开始尝试种植花卉，果苗培育
嫁接。自从搞起庭院种植后，这个小
小的院子就发生了大变化，从前，
院子里堆满柴火，如今院子美观整
洁，瓜果、花卉飘香，日子越来越有
盼头。目前果树苗已进入大批量
订单销售阶段，卜大姐预计今年春
耕前后出售果苗收入可达 10 万元
左右。

眼下，这个屯子家家都有果
园，户户庭院都培育嫁接各种果树
苗。每天清晨，家家都收拾院子，村
民的小院落已经成了温馨舒适的“小
花园”，美丽庭院不但催生了庭院经
济，更激起了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全屯每年出售各种果苗花卉等近
150万株，收入450万元，庭院经济真
正开出了“致富花”。

庭院开出了“致富花”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1961年出生的退伍老兵司荣成，
虽然到了即将退休的年纪，但在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主动请缨到一
线值守，用实际行动彰显了一名退伍
老兵、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在西乌旗，像司荣成一样的25名
退伍军人自愿组成了志愿服务队，活
跃在各种公益活动一线，不管是雪天
救援，还是扶困救助，他们都会责无
旁贷地冲在前，为需要救助的人们送
去温暖。在该旗，还有草原狼应急救
援队，积极组织队员捐款捐物，协助
相关单位开展野外巡察、救援被困车
辆……

在广袤的西乌珠穆沁草原上，这
样的例子有很多很多。而他们有一
个共同的名字——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的志愿者。他们情洒草原，为祖
国和家乡的美好贡献着自己一份力
量。目前，西乌旗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有志愿团队 54 个，志愿者人数
6000余人，已累计开展3000多场次
志愿服务活动。

作为自治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试点旗县之一，西乌旗先行先试寻
路径，以打造“魅力西乌”品牌为目
标，主打“百灵鸟”理论政策宣讲、“白
马”生态环保、“乌兰牧骑”服务基层、

“山丹”扶困、“吉日嘎拉”公益行动等
“五彩”志愿服务行动项目，在全旗7
个苏木镇5个社区93个嘎查先后成
立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志愿服务为
龙头，“传思想、传政策、传道德、传文
化、传技能”，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
文化人、成风化俗。

自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
点工作以来，西乌旗进一步推进志愿
服务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在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成立志愿者联盟，以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为载体，通过开展
丰富多彩的志愿服务活动，为他人送
温暖，为社会作贡献。

就在这几天，该旗浩勒图高勒镇
乌日图高勒嘎查牧民朝克从澳大利
亚引进了59头纯种夏洛莱牛，每头牛
得到了6000元的补贴。

“我们家草场小，原先以养羊为
主的时候，每年租草场、购买饲草料
花不少钱。自从听了镇里组织的宣
讲，我决定减羊增牛，降低畜牧业生
产成本，努力夺取经济和生态双效
益。”朝克说。

西乌旗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
设与脱贫攻坚、社会治理、乡村振兴等

重点工作有机结合，充分整合与盘活
基层综合服务资源，通过组织“新时代
讲习团”、草原学习轻骑兵、百姓名嘴
等深入基层牧区宣讲党的理论政策，
把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问题讲清楚、
讲明白，使群众的视野更加开阔，发展
致富的路子更明了。广泛、深入、持久
的蒙汉双语宣讲，更是激发了农牧民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动力。

接下来，西乌旗将建立志愿服务
供给和需求菜单制，着力丰富全旗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的实践内
涵，结合群众需求逐步建立完善志愿
服务项目需求信息库和供给信息库，
通过文明实践中心、站、所开展一系
列惠民服务做实做细志愿服务，努力
办活文明实践活动，盘活阵地资源，
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打造成百姓
家门口的服务中心。

百姓家门口的服务中心

本报呼和浩特4月20日讯 （记
者 刘洋 实习生 胡文彬 段晓
宇 董艺璇）“哞……哞……”隔着
圈舍，远处就能都能听见阵阵牛叫
声，走近一看，十几头牛有的正低头
吃着草料，有的悠闲地向外张望，贫
困户高兴利正在精心呵护着他的这
些“宝贝”，动不动摸一下牛的犄角，
一会儿给牛添些饲料，在他认真饲养
下，这些牛个个身健体壮，不愧为脱
贫攻坚路上的“致富”牛。

52岁的高兴利是呼和浩特市和
林格尔县新店子镇黑石兔村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家中有5口人，祖祖辈辈
以种田为生，地贫家贫，一切开销全
部靠田里“种出来”，没有其他额外收
入。但一向不服输的他，并没有因此
而气馁，刚好相反，“穷”更激发了他
靠自身增收致富的愿望，依靠养牛摆
脱了贫困，走上了靠牛发家致富的道
路。“脱贫要靠自己，要靠劳动，不能
有等靠要的思想，这样，你一辈子也
富不起来。”如今高兴利成了村里的
贫困户养牛大王，17头“西门塔尔”

“安克斯”牛成了他致富的源泉。
2015 年，他在黑石兔村整村推

进扶贫资金帮扶下，选择发展养牛这
一产业来增收，一发不可收拾，从起
初的2头，发展到目前的17头，养牛
的势头越来越足，高兴利致富的信心
变得愈发“膨胀”。“我想发展几十头
牛，发展好自己的养殖业后，带动更

多村民致富。”高兴利眉宇间焕发出
神采，“我还要靠养牛给儿子在市里
买楼房买车呢！”

一本账，彻底甩掉了他的贫困：
2019年，他卖掉5头牛，收入近5万
元；玉米4万多斤，收入2.8万元；高
粱2万斤，近2万元；村里给了一个保
洁员的公益性岗位，收入2400元，这
还没算7个小牛犊的收入，去年纯收
入6万多元，今年，又刚刚卖了一头才
喂养了四五个月的小牛犊，就收入
9500元。

笨鸟先飞，勤劳致富。在脱贫致
富奔小康的路上，高兴利的勤快和吃
苦是出了名的，“牛”运当头，在他的
影响下，带动村里其他贫困户也念起
了“牛”经：贫困户张连旺养殖了4头
大牛、2头小牛；贫困户高利平4头大
牛、1头小牛；王四娃3头牛……高利
平、王四娃稳定脱贫。

当下，高兴利正在盘算着再盖一
个大一点的牛舍，继续扩大养殖规
模，今后，还要打造自己的绿色牛肉
品牌等。对于高兴利靠牛致富的做
法和精神，和林格尔县新店子镇分管
扶贫副镇长高俊山说：“黑石兔村像
高兴利这样的养殖户有好几家，养殖
场规模较大，做得也比较出色。我们
想通过他的致富经验，组织引导更多
的群众发展养殖，走出一条适合大家
的脱贫方式，加快脱贫攻坚奔小康的
步伐。”

高兴利致富的信心“膨胀”了

本报4月20日讯 （记者 梁亮）
4月20日，记者从内蒙古龙源新能源发
展有限公司了解到，龙源电力内蒙古公
司承担着我区5个盟市的电力保障任
务，自疫情发生以来，该公司提高现场
工作标准化水平，统一维护作业标准，
强化老旧设备治理质量，靠前指挥、重
心下移，首季度发电量达 7.19 亿千瓦
时，同比增加15.07%。

据悉，龙源电力内蒙古公司严格落
实自治区政府及国家能源集团疫情防
控部署，对所属人员情况进行详细摸

查，确保疫情防控万无一失。严格落实
“一防三保”工作要求，扎实开展“保安
全，保电量，设备深度治理活动”及时完
善各项应急预案，消除设备安全隐患和
质量缺陷，最大限度减少事故发生的概
率。该公司要求所属风电场在设备故
障频发、暴露问题明显的大风季节做好
设备运行分析，全面集中治理。还组织
开展“树红旗，党员机组创标杆”品牌活
动，组建“满负荷”党员突击队、“一键直
赔”攻坚队、“匠星”服务队，设立党员先
锋岗，为复工复产稳定供电保驾护航。

龙源电力内蒙古公司首季度
发电量同比增加15.07%

□本报记者 海军

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
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充分激发群众
的内生动力，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
重中之重。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把
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作为脱贫攻坚
稳根本、保长远的关键，通过对贫困
户的积极引导和精准帮扶，涌现出了
一批自强不息、立志脱贫的贫困户，
田秀奎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党和政
府的帮扶和自身努力下，让全家的生
活走出困境，踏上致富之路。

今年 53岁的田秀奎，家住察右
前旗土贵乌拉镇种地槽自然村，家有
一儿一女，曾经因家中供有两名学
生，教育支出大，经济收入少，入不敷
出，2016年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当他得知养牛政府每头补贴
3000元，田秀奎立马买了两头。在
享受教育扶贫、产业扶贫等一系列优
惠政策的同时，他暗自在心中发誓，
一定要靠自己的勤劳摆脱贫困，让家
人过上幸福生活。

“女儿毕业了，参加工作啦，儿子

上高中啦，家里的收入也一年比一年
多。感谢政府！”田秀奎妻子激动地
说道。

春日里，记者走进田秀奎家的院
子，老两口正在忙着给牛羊备草料。
看着日益壮硕的肉羊肉牛，老两口的
喜悦溢于言表，田秀奎笑呵呵地说：

“家里现在有40只羊、20头牛，接下
来准备将养殖方向由羊转到牛！”

田秀奎只用三四年的工夫，就让
圈里的牛羊翻了几倍，养殖规模越来
越大，但他没有满足现状，而是趁热
打铁，今年继续承包了80亩耕地，计
划种植玉米、芸豆，通过种养结合的
方式，减少养殖成本。

田秀奎靠着好政策和自身的努
力，借助“为养而种，以养增收”的发
展模式，让一家人的日子越过越红
火，左邻右舍都向他学习养殖经验，
村里的一些贫困户给他家帮工，通过
掰苞米、耕地这些最基本的农活儿增
加收入。

田秀奎从贫困户到致富能手的
改变，是他自身努力的结果，也是智
志双扶的成果，更是党和国家精准脱
贫好政策落地生根的体现。

田秀奎：
让棚圈里的牛羊翻几番

本报巴彦淖尔4月20日电 （记
者 韩继旺）日前，巴彦淖尔市·伊
利集团高端有机乳产业集群样板
项目——杭锦后旗10万头奶牛生态
乳业园区正式开工。

巴彦淖尔市·伊利集团高端有机
乳产业集群样板项目是自治区奶业振
兴的重大举措，是由地企双方共同规
划总投资300亿元打造的国家级种养
加一体化产业集群样板项目。首期规
划建设55万亩高质量饲草种植基地，
建设5座万头奶牛示范牧场和1座万
头肉牛养殖牧场，建设全球最先进的
高端有机、智能化乳品加工厂和饲料
加工厂。杭锦后旗生态乳业园区项目
总投资41.3亿元，规划占地面积1.5万
亩，规划奶牛养殖规模10万头，共设
18个标准化奶牛场。园区主要由综合
服务区、奶牛养殖基地、精饲料加工厂
和有机肥加工厂四部分组成。园区建
设期分3年，建成后年牛奶产量达到
50万吨以上，正常年产品销售收入达
到25.2亿元，平均年利润5.05亿元，可
实现就业1000多人，将为当地经济发
展和地区奶业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杭锦后旗10万头
奶牛生态乳业园区

正式开工

文明实践在行动

据红吉讨号村党支部书记郭拴枝介绍，2019年，为响应乡村振兴，壮大村集体经济收入，在赛罕区农牧局的拨款扶持下，
该村转变传统种植模式，着力打造“一村一品”产业发展，利用“互联网＋农业”新型产业模式，集中连片试验种植土豆108亩，
雇用本村劳动力耕种，帮助村民们在家门口脱贫致富，当年共解决150多名闲置劳动力就业。今年，村委会将赛罕区农牧局的
拨款全部用来购置了农机具，并且将种植面积扩大到了500亩。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热火朝天忙春种

本报乌海 4月 20 日电 （记者
于海东 实习生 杨利军） 这些天，
为保障乌海市海勃湾区服务业复工复
产，乌海市公安局海勃湾区公安分局
治安大队服务前置，积极压缩办证时
间、取消开业前置条件，并主动上门解
决问题。截至目前，海勃湾区已有240
多家住宿、保安等行业企业恢复营业。

前几天，治安大队民警特地到乌
海市人民医院，对这家医院安保公司
安保人员到岗情况、视频监控设备、报
警设备使用状况进行了检查。一方面
确认医院安保人员配备和设备是否正
常，另一方面对医院处理突发事件的
安保应急预案进行了现场指导。

海勃湾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队长
李嘉琦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缓解，为
推动海勃湾区住宿等行业全面复业，他
们取消了复工复产前置条件。并且，积
极主动提供一站式服务。新开业的酒
店，以前办理特种行业许可证的手续比
较复杂，办理时间较长，现在3天之内
就可将手续办完。为帮助企业做好旅
客入住登记工作，他们针对住店忘带身
份证的旅客提供了扫码身份验证服务。

海勃湾警方服务
240多家企业复业

□本报记者 王塔娜

“党员就应该冲在前面，为抗击
疫情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疫情防
控工作中，赤峰市红山区文种镇文种
村59岁老党员李桂珍勇敢地站出来，
担任宣传员、心理疏导员，走村入户
奔走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李桂珍夫妇是红山区众多志愿
者中的一员。志愿者们用无私奉献
的精神为全区46万人口挡住了疫情，
用实际行动践行着新时代雷锋精
神。截至目前，全区已组建新时代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支队42支、分队116
支；建立了 13 个实践所、84 个实践

站，、2个实践点。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红山区文明

办、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先后发出《致
红山区各志愿服务组织和广大志愿者
倡议书》《我接力/家住红山区我做文明
人》《“元宵节”倡议》，组织开展各类群
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为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全区54个专业志愿服务组织迅
速行动，3365名志愿者深入社区（村）
积极协助辖区卡口值守工作，做好心
理疏导、体温测量和秩序维护等防疫
工作。疫情心理危机干预志愿服务
队、南新街退伍军人志愿服务队、西
屯街道蓝剑应急救援志愿服务队
……他们平均每人每天服务近4个小

时，用自己的行动阻挡着疫情的蔓
延，为全区人民的安全保驾护航。

为了加大普及防疫科普知识，红
山区采取“线上+线下”多种宣讲宣传
方式，从手机到电视，从文字到视频，
从广播到微信群，充分利用户外电子
屏、横幅、大喇叭、新媒体等形式，开
展防疫常识和普法宣传工作，做到防
疫宣传“无死角”“全覆盖”。

连日来，中国红山客户端、微信
公众号、“心理危机干预热线接线
群”、居民微信群等热闹非凡，居民通
过手机随时随地了解掌握防疫工作，
提高防疫常识知晓率。

“我是普通老百姓，做不出特别
大的贡献，特殊时期，作为一名司机，

帮着村里接送人员、传送物资是应
该的。”红庙子镇西水地村市级文
明户——56岁的赵相文谈到自己所
做的事总觉得微不足道。

作为市级文明户，赵相文积极响应
区文明办号召，发挥“文明农民”的表率
作用，跟红山区辖区内各级“星级文明
户”和“文明农民”一起，为抗击疫情织
密了一张“防护网”，更在农村的“熟人
社会”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
需求，红山区融媒体中心还开辟乌兰
牧骑专栏，完成作品15个，内容涵盖
舞蹈、京剧、民族乐器等多种形式，用
歌声集结抗击疫情的力量，为打赢这
场没有硝烟的战“疫”加油鼓劲。

文明实践助力抗击疫情
——赤峰市红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纪实

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