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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曦

“今年的民族手工艺和文创旅游精
品展示特色鲜明，高端大气上档次，作
为内蒙古礼物，拿得出手！呼和浩特市
蒙元智造结合马文化元素打造的套马
杆香插、马头毛刷，内蒙古礼兀创意设
计有限公司设计的展示红色文化的国
门明信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
象。”7月26日，呼和浩特市市民燕小
兵女士在2020年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手
工艺和文创旅游精品展示活动中寻找
自己心仪的内蒙古礼物，准备送给外地
的亲朋好友。

燕小兵说：“来内蒙古旅游，最想带

走留有内蒙古记忆的礼物。小小礼物
承载着游客对旅游地的纪念，不一样的
游客，拥有不一样的情怀，有的想带走
文化、有的想带走美食、有的想带走旅
游记忆……”

如何让内蒙古礼物既有民族文化
的根基，又有现代创意的韵味？“要想满
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就要通过旅游+文
创+非遗+民族+科技…… 制造出满足
不同游客需求的高质量内蒙古礼物。
今年的民族手工艺品和特色文创旅游
商品精品展示，500多家文旅企业带着
5000多种文旅产品参展，种类丰富、品
质优良，也是我区文旅发展成果的集中
展示。”自治区文旅厅产业处处长邬韶
峻说。

创新是内蒙古礼物发展的动力，文
化是内蒙古礼物的底蕴。

“好创意是内蒙古礼物生存的命
脉。”内蒙古礼兀创意设计有限公司
负责人班铭泽说：“好创意需要文化
的滋养。内蒙古文化厚重，突出地域
性、民族性，与市场结合，转化成有特
点的内蒙古礼物，需要精心研究思
考，要以社会效益为重经济效益为
轻，打造让游客带的走、留得住的内
蒙古礼物。”

“内蒙古传统文化丰富多彩，随着
时代的发展，传统文化要创新，要贴近
现代生活，打造紧扣时代脉搏的文旅产
品，为内蒙古礼物增添鲜活的生命力。
我们结合鄂尔多斯婚礼文化打造的酥

油口红，选材蒙古族酥油、天然蜂巢、植
物色粉等纯天然物质，为广大游客增加
一款用得放心的内蒙古礼物。让大家
知道来内蒙古旅游，吃得安全、玩得安
全、用的安全。”鄂尔多斯市朝乐蒙文创
企业负责人介绍。

“要放眼世界，有大格局，才能创造
出高品质内蒙古礼物。”自治区非遗传
承人温永华说。今年65岁的温永华，
自幼学习六合枕制作技艺，制作工艺中
融入草原文化和现代文化，2008年，她
的六合枕进入北京故宫博物院。

近年来，我区大力发展内蒙古礼
物，大力度支持内蒙古文创企业、民族
企业发展，努力为全国游客打造带的走
的内蒙古礼物。

让内蒙古礼物走遍全国

□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实习生 张芳

想找到吴安泉老汉挺费劲！村书
记孙银昌和兴安职业技术学院扶贫队
长王向东开着车七拐八拐地绕到村南
边，终于找到了他。

吴安泉是突泉县龙泉村一个善于
多种经营的能手，这个勤快人，每天要
么在地里干活，要么在哪个山坡上放
羊。找到他的时候，山坡上40多只羊
在安逸地吃着草，一只牧羊犬前前后
后跑着。一见面，他们3个人便开始
商量起扩大养羊规模的事情。

吴安泉一家只有他一个劳动力，
培养了一双儿女上大学，还要照顾生
病的妻子，家里家外，起早贪黑，忙忙

碌碌一个人，但他总是乐呵呵的。养
驴、养羊、种地、种菜，院子西侧一溜鸡
架、驴圈、羊圈，加上鸭、鹅、猫、狗，热
热闹闹一院子。他说，巴不得自己多
长几只手，让家里的日子越过越好。

品味眼前的幸福生活，吴安泉总
会想起以前的苦日子。几年前，他还
住在破破烂烂的土房子里。2016年
龙泉村贫困户建档立卡时，他家人均
年收入只有1528元，妻子因病失去劳
动能力，需要长期吃药打针治疗，这个
家只靠吴安泉一个人支撑。

在党的扶贫政策支持下，2018年7
月，吴老汉用政府发给他的20000元扶
贫奖补资金购买了两头毛驴开始养殖。
2018年11月，吴安泉又被聘为护林员，
年工资1万元。妻子周淑霞享受低保金、
残疾人补贴、生活救助，加上党和政府给

他们代缴的新农合医保、健康扶贫商业
保险等项目，这一切让他们的生活有了
极大的改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2019年，他家已经脱贫，家庭人均年收入
达到了7458.36元。

“是党的扶贫政策好啊！我家
2017年5月享受了政府提供的危房改
造资金4万元，才有了我们现在幸福
温暖的家，是共产党让我们吃得饱、住
得暖，过好日子奔小康！”吴老汉乐呵
呵地说。

在村党支部和兴安职业技术学院
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吴安泉不满足
于只养几头毛驴，他想要扩大自己的
养殖业。2019年吴安泉开始养羊，从
最初买的5只羊，慢慢繁殖，母羊数量
逐渐增多，今年春天下羔20多只。他
又花了2000多元买回一只种羊，现在

他的羊已经成群了。
“现在村村通网络，什么信息都知

道，我有一个专门卖买羊的微信群，特
别方便，只要在微信群里一招呼卖羊
羔，收羊的人就到家里来了。我家房
前屋后种的土豆，入秋一招呼，大家就
分着买了，也能收入1000多元钱呢！”
吴老汉眉开眼笑地说。

他们老两口豁达乐观、热爱生
活！因为老伴喜欢花，吴安泉就用砖
头给她在窗前砌了两个花池子，让她
种花种草，慢慢地锻炼身体。从春到
秋，这个农家小院都姹紫嫣红，繁花似
锦。周淑霞说：“现在物质生活越来越
好了，我们也要追求精神生活的美好
啊！”她的幸福溢于言表。老两口觉得
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要扩大养殖业，
让自己的小日子越过越红火！

吴老汉的“幸福密码”

□本报记者 郑学良 实习生 崔峻峰

纸扇与二胡中的京剧小曲洋洋盈
耳、手工烘焙室放着色彩鲜艳的桌椅
碗碟、多功能活动室满墙的盆栽苍翠
欲滴、理疗室的远红外线治疗仪在启
动后泛出柔和的光……这便是呼和浩
特市玉泉区建华北街社区居家和社区
养老服务中心的美好场景。

养老服务中心的常客严大爷说：
“我家离这里不远，路上来回很方便，
一个星期来这里好几次，有时候是来
看书、喝茶、下棋，还有时候是做艾灸、
足浴和按摩。”

建华北街社区居家和社区服务中
心秉承主题活动鲜明化、日常服务常态
化、上门服务个性化的原则，依托自身平
台，根据特困人员、低保人员、失能、空巢
等老人的不同情况，为他们提供助餐、助
洁、助行、助浴、助医、助急、助乐和康复
护理“7+1+N”的多元化服务。

平台自运营以来，共为辖区老年人
发放了237张爱心服务卡，与241位有
服务需求的老人签订了服务协议。其居
家上门服务失能、半失能老人共计39人
次；康复理疗服务1498人次，助乐服务
1689人次；日间照料服务37人次；助急

服务457人次；定期举办主题活动14
场，受益人数689人次。

受益于服务中心艾灸治疗的张大
娘表示：“谁没有老的时候呀？老人都
希望自己困难的时候有人来帮一把，
陪着说说话、散散步，哪怕让我们有地
方打发时间也是好的。听他们唱剧唱

曲儿，有聊天的人，还能吃饭，这里为
我做了很多事。”一把二胡一支横笛，
一曲《黄河》一份情。无独有偶，在观
音庙社区的玉泉区居家和社区养老服
务综合体中，一帮“老小孩儿”们手捧
乐器、乐谱享受着社区带来的新福利，
吹拉弹唱，喜气洋洋。

玉泉区一直把老有所养、老有所
乐作为基层养老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以不断加强完善集聚资源、集聚
服务、集聚民心的服务综合体建设，探
索“居家+社区养老”实践，不断提升服
务水平与服务质量，促成市、区、社区
三级联动，破解基层养老难题。

““老小孩儿老小孩儿””的新福利的新福利

本报7月26日讯 （记者 石向
军）记者从自治区气象局获悉，未来3
天，我区雨水依旧不断，部分地区伴有
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
天气，西部部分地区及东南部有35℃
及以上高温天气。

受高空槽东移影响，全区迎来大
范围降雨。连续降雨，全区高温范围
明显缩减，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回落至
30℃以下。7月27日，鄂尔多斯市东
北部、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
市、锡林郭勒盟、赤峰市、通辽市、兴安

盟、呼伦贝尔市南部和北部有小雨或
雷阵雨，乌兰察布市东南部、锡林郭勒
盟西部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28
日，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大
部、赤峰市、通辽市、呼伦贝尔市有小
雨或雷阵雨，赤峰市东部、通辽市、兴
安盟、呼伦贝尔市南部部分地区有中
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上述地区伴有短
时强降水、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
气，其余地区晴间多云；阿拉善盟西
部、中部及东南部有35℃以上高温天
气。

未来3天我区降水不断

本报7月26日讯 （记者 霍晓
庆）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重要理念，更好
地为参保人员提供就医购药服务，自
治区医保局扩大了部分门诊特殊慢性
病定点医药机构范围。

据悉，系统性红斑狼疮由1家定点
医院扩大至5家，分别为武警内蒙古总
队医院、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内蒙

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内蒙古国际蒙
医医院、内蒙古中医医院。帕金森由1
家定点药店扩大至3家，分别为立安大
药房、京远大药房、国大药房一门店。

此次扩大部分门诊特殊慢性病定点
医药机构，是自治区医保局结合工作实际
制定出的惠民利民举措，将有效解决参保
患者就医购药不便捷及部分慢性病定点
医药机构数量少、布局不合理的问题。

我区扩大部分门诊特殊慢性病
定点医药机构范围

根据统一部署，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赴内蒙古自治区督查组近期开
展脱贫攻坚实地督查。督查日期为2020年7月27日至31日，每天上午9-
12点，下午2-5点受理举报，电话：12317。特此公告。

公 告

□本报记者 皇甫美鲜
实习生 张舒君

“我们家原来住着土房，夏天下雨
潮，冬天还得自己烧煤生炉子，现在有了
暖气，冬暖夏凉，岁数大了，生活越过越
好啦！”近日，在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玫
瑰营镇新建移民新村，67岁的张淑芬在
自己两室一厅的新居里忙个不停，一会
儿掸掸柜子，一会儿浇浇花。

新建移民新村是察右前旗易地扶
贫搬迁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察右前
旗旗委、政府坚持精力向农村倾斜，项
目向基础倾斜，财力向民生倾斜，在充
分尊重村民意愿的基础上，把易地扶
贫搬迁项目建设作为全旗推进脱贫攻
坚工程最有效、最根本的重要举措，采
取多种形式，有序推进易地扶贫搬迁
项目建设进程，使搬迁群众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越来越强。

搬得出：挪出穷窝窝 圆了安居
梦

从集宁出发沿着110国道一路向
南，大约20分钟就来到了新建移民新
村，青瓦白墙下，花草繁茂，鸡鸭成群，屋
内亮堂干净，婉如一幅美丽乡村图画面。

察右前旗玫瑰营镇新建移民新村
建成于2017年9月，共建移民安置房
167处，为了使村民搬得出稳得住，还

建有日光温室167座（1.2亩/座），总投
资达 4708万元。每户贫困户出资 8
万元，分配一套住房、一座大棚，其中5
万元由政府协调金融贷款，政府全部
贴息，其余3万元由农户自筹。

贫困户张明就是享受易地搬迁红
利的代表。他种的葡萄今年几乎卖光
了，收入十分可观。“我们现在虽然住
的是平房，但是有着楼房的结构，非常
接地气，搬迁到这太心宽了。刚开始
我们不会种，政府帮我们雇了技术员
给我们提供一切技术支持，现在受益
挺多，自己还学会了种葡萄的技术，感
觉现在我也是半个技术员了，还可以
辅导其他的村民。我现在一年收入能
达到4万多！”

稳得住：“易地搬迁+牛产业” 安
居更乐业

每天太阳刚升起来，黄茂营乡曙
光新村村民赵永贵就赶忙起床，给牛
舍里的5头牛添加草料。自全家搬进
新房，养上“扶贫牛”后，赵永贵的心里
踏实了，笑容也多了。这一切喜人的
变化，赵永贵说是易地搬迁带来的。
2016年，赵永贵和全村229户 491名
群众在察右前旗黄茂营乡实施的易地
扶贫搬迁工程中，搬迁过来并住上新
房，开启了新生活。

据了解，曙光村隶属五号村委会，
建于2016年，占地面积约200多亩，

由 9个自然村组合而成，共计 229户
491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131户
276人。目前，这里是察右前旗易地
扶贫集中安置点中面积最大的一处。

“搬来以后，大多农民能就近打工，实
现致富，还有产业配套，给农民带来了
很多实惠。”五号村村干部郑子旺不由
得发出感慨。

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住房条
件差，产业底子薄，就是黄茂营乡五号
村以前的真实写照。如何解决当地贫
困症结，让全村人摆脱贫困？曙光村
用实际行动书写答案。经过一番考察
和讨论，在全旗“做牛文章”的产业政策
引领下，曙光村决定带动村民发展养牛
产业。2019年开工建设雪原乳业千头
乳牛养殖基地；2020年还将开工建设
500头安格斯肉牛养殖基地，现正在办
理手续，有贷款意愿符合条件的31户
愿意投资入股肉牛养殖。扶持村民购
买牛保险，通过帮扶单位——旗就业
局开展养殖技术培训……一步步铺就
曙光村脱贫致富新路子。

“住到新家后，我买了5头安格斯
牛，现在刚买上还没有收入，大伙儿都
说养牛挺好的，以后收入差不了，我指
望着这些牛让我过上好日子。”不再

“等靠要”的脱贫户赵永贵的腰板挺得
更直了，说话也比以前更有底气。

仅仅 3 年，曙光村旧貌换新颜。

新房子盖起来了，挣钱的门路多了，群
众看病方便了，孩子上学不愁了，贫困
群众个个笑逐颜开。

能致富：家门口有活干 好日子
有奔头

对于三岔口乡煤窑新村村民张喜
柱来说，每天穿上“黄马甲”来到村路口
打扫卫生是一件幸福的事。“搬到煤窑新
村后，在政府的帮扶下，我有了保洁岗位
的务工收入，一个月光这一项就够我们
的买菜钱。”张喜柱说，在自家村里干保
洁，既能锻炼身体又能增加收入。

煤窑新村因地制宜、因户制宜，科
学设置了保洁员、护路员等公益性岗
位，变“输血”为“造血”，既解决了贫困
群众的就业问题，又改善了村里环境
卫生。张喜柱来自翁家村。由于老母
亲病重，家里缺劳力，以前他仅靠微薄
的打工收入苦苦支撑着这个摇摇欲坠
的家庭。如何能一边在千里之外为家
里赚来“面包”，又能照料好亲人的衣
食起居，成了他无法克服的难题。去
年年底，张喜柱一家搬到了煤窑新村，
当了护路员，现在认领了5头安格斯
牛，在自家院子里扩大了养殖规模，走
上了致富路。

截至目前，察右前旗4537名搬迁
群众全部实现搬迁安置，提前一年完成
安置任务，2514贫困人口全部落实后续
帮扶举措，其中2509实现稳定脱贫。

察右前旗：易地搬迁铺就脱贫致富新路子

截至2020年7月26日7时

内蒙古现有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1例
7月26日，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发布消息：

□本报记者 张文强

7月25日7时至7月26日7时，内蒙古报告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5例、疑似病例1例，治愈出院3例（均由首都机场国际航班分流至呼和
浩特白塔国际机场）。

截至7月26日7时，现有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1例、疑似病例1例，
均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所有密切接触者均在指定场所进行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全程实行闭环管理，严防疫情扩散蔓延。

截至7月25日24时，内蒙古报告无症状感染者0例。

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7月25日，在自治区气象局，参赛选手正在进行气象科普讲解。当日，以“科技强国
气象万千”为主题的“气象服务杯”第五届全区气象科普讲解大赛在自治区气象局举
办。来自全区气象部门的21个代表队55名选手同台竞技，生动讲解气象科学，演绎科
技创新的魅力，为公众带来了一场丰富的科学知识盛宴。 本报记者 怀特乌勒斯 摄

讲气象 知科学

吹
拉
弹
唱
喜
气
洋
洋
。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本报巴彦淖尔7月26日电 （记
者 韩继旺）吃瓜大赛、直播带货、美
食展销……日前，巴彦淖尔市“草原音
乐美食季——天赋河套·瓜果飘香”助
农活动在临河区维多利广场火热开
幕，热情参与的市民们品西瓜、听音
乐、看表演，开启一场夏日吃瓜盛宴。

在为期3天的活动中，巴彦淖尔市
举办了“赏河套文化、品‘天赋河套’味
道、带巴彦淖尔好货”三大主题活动，
现场展示销售“天赋河套”当季特色、
优质农产品，挖掘多元饮食文化内涵，
满足市民听觉和味蕾享受的乐趣，并
依托本土主流媒体和流量主播、知名
网红现场直播带动天南地北的观众，

“云”享“天赋河套”。
“我的故乡巴彦淖尔，塞外粮仓

神圣的土地……”《我的故乡巴彦淖
尔》、二人台呱嘴《王婆夸瓜》等具有

浓郁地方特色的文艺节目引来观众
阵阵掌声，多位巴彦淖尔歌手齐聚活
动现场，以精彩的表演助力优质瓜果
销售。

在当季特色、优质农产品售卖区，
杭锦后旗三道桥沙漠西瓜、五原和胜
乡西霖蜜瓜、磴口南梁台乡华莱士等
特色、优质瓜果一一亮相，现场售卖。

“开幕当天，我们上午拉来了100
件西霖蜜瓜，一件近20斤，一上午就
卖了90多件。”五原县和胜乡副乡长
陈睿介绍。

杭锦后旗三道桥镇党委书记苏二
瑞介绍，今年全镇共种植西甜瓜9000
亩，其中西瓜 6000亩，甜瓜 3000，由
于受疫情和南方洪灾影响，西甜瓜外
销受到了影响，这次爱心助农活动线
上线下同步举行，将有力推动当地特
色农产品销售。

巴彦淖尔市举办
“天赋河套·瓜果飘香”助农销售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