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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8 月 19 日讯 （记者 李存
霞）8 月 19 日晚，第十七届中国·内蒙古
草原文化节广场消夏演出嘉年华之角
色玩伴乐队专场音乐会在呼和浩特市
如意广场举行。

伴随一曲爵士风纯音乐《St.Thom-
as》，角色玩伴乐队专场音乐会正式开
场。乐队共表演了 9 首爵士风格的歌
曲，其中，《角色玩伴》《初恋》《别无选
择》《思念》等 6 首原创歌曲更是大受欢
迎。慵懒曼妙的乐曲，乐手们松弛自如
的演奏，令现场观众沉浸其中，不时跟
着醉人的爵士乐左右摇摆。

市民张先生一家三口在现场一边

喝着啤酒一边看演出，张先生说：“今晚
天气很凉爽，但现场气氛却很热烈。乐
队的演出带给我们一种很轻松的感觉，
会不由自主跟随音乐舞动。这也是我
们第一次在家门口听到爵士乐表演，非
常惊喜。”

角色玩伴乐队组建于 2013 年，是
一支内蒙古本土乐队，成员全部来自呼
和浩特市。“此次广场消夏演出，我们带
来了多首爵士风歌曲，陪伴大家度过一
个轻松愉快的夜晚。我们也希望通过
草原文化节这个舞台，让更多喜欢音乐
的朋友听到我们的原创音乐，让更多人
喜欢上爵士乐。”乐队贝斯手高磊说。

角色玩伴乐队玩转夏夜爵士风

第十七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

□本报记者 刘宏章 实习生 李化冬

初秋，记者走进阿右旗曼德拉苏
木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只见一
排排新房分布整齐、错落有致。易地
搬迁脱贫户潘多才就住在该安置点。
潘多才原本是曼德拉苏木呼德呼都格
嘎查的贫困户，2016 年底，享受易地扶
贫搬迁政策，仅仅花了 1 万元就住进了
80 平方米的安置房，新房宽敞明亮，水
电路通讯都很完备。此后，潘多才夫
妇通过政府联系，到附近的嘎查驼产
业基地干起了饲养员工作，夫妇俩每
人每月工资达 3600 元。

“政府给分配了安置房，我和老伴
都就业了，现在享受公益林奖补政策，
再加上和老伴在嘎查的驼产业基地上
打工，一年的收入加起来有 14 万元左
右，相比原来放牧翻了好几番。”潘多
才心满意足地说。据了解，曼德拉苏
木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共安置曼
德拉苏木建档立卡贫困户 23 户 56 人，
目前通过易地扶贫搬迁的好政策，像
潘多才这样的搬迁安置贫困户全部走
上了脱贫致富路。

阿右旗在推进精准脱贫攻坚工作
过程中，始终把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作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点工作来抓，

立足旗情实际，将贫困户“挪穷窝、拔
穷根”作为落脚点，在巴丹吉林镇、阿
拉腾敖包镇、曼德拉苏木和塔木素布
拉格苏木共建设 4 个安置点，并通过对
易地扶贫搬迁户精准帮扶和培育特色
产业，不断推进脱贫攻坚成效巩固提
升，从根本上解决“一方水土难养一方
人”的问题，让全部搬迁户实现了搬得
出、稳得住、能致富的“幸福梦”。

在巴丹吉林镇一家蒙古族服饰裁
缝店里，搬迁脱贫户苏龙格正在精心
缝制客户订制的蒙古袍。苏龙格是巴
丹吉林镇阿日毛道嘎查牧民，过去她
带着女儿四处打工，收入微薄、生活窘
迫。2015 年她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在巴丹吉林镇
有了一套 50 平方米的安置房。帮扶单
位 还 为 她 报 名 参 加 缝 纫 专 业 技 能 培
训，帮着购买缝纫设备，开了一家蒙古
族服饰缝纫店。她给店起名叫“苏登
高衣乐”蒙古服饰缝纫店，“苏登高衣
乐”在蒙古语中意思是“美丽的女人”，

自从开店以来，苏龙格开始用手中的
针 线 编 织 着 自 己 的 美 丽 而 幸 福 的 人
生。

“以前打工时租着别人的房子，收
入也不稳定，自从享受到易地扶贫搬
迁的好政策后，不仅住上了宽敞明亮
的新居，政府还帮助开了裁缝店，现在
店里的生意特别好，一年纯收入 5 到 6
万元，现在的幸福生活是过去想都不
敢想的。”苏龙格乐呵呵地说。

在阿拉腾敖包镇的易地扶贫搬迁
集中安置点，住在安置点的查干努如
嘎查搬迁脱贫户赵登荣的生活过得特
别充实，每天早早起床喂完圈养的几
十只羊就到农田里忙农活。“退牧以后
全 家 人 响 应 扶 贫 搬 迁 政 策 来 到 安 置
点，住上带水电暖，冬暖夏凉的新房
子。现一家三代 8 口人都享受公益林
奖补政策。我还有医保和养老金，有
嘎查的产业分红，而且还种着 50 余亩
地，养着 50 几只羊，年收入少说有十四
五万，我能过上今天的好生活都是靠

党和政府易地扶贫搬迁的好政策！”赵
登荣说。

阿右旗在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
中，通过向旅游环线靠拢、向产业发展
带靠拢、向苏木集中区靠拢、向中心村
靠拢的选址布局，不仅改善了贫困群
众人居条件，也为今后的生活提供产
业支撑。据悉，阿右旗易地扶贫搬迁
工程于 2017 年 7 月完工，总投资 2323
万元，涉及全旗 7 个苏木镇 39 个嘎查
村，搬迁建档立卡贫困户 239 户 460
人，同步搬迁 99 户 268 人。建设的 4
个安置点集中安置 184 户 400 人，分散
安置 55 户 60 人。所有搬迁户全部纳
入医保、社保范围，纳入社区统一管
理，享受生态补偿政策。搬迁户实现
就近就医、就近入学，有劳动力家庭有
产业，就业稳定，无劳动家庭有入股分
红，收入有保障。搬迁户人均收入逐
年提高，2019 年人均纯收入较搬迁前
增加 15050 元。

“下一步，我们要聚焦旅游、驼产
业等特色产业，继续引导搬迁户积极
发展特色产业，不断增强贫困群众的
内生动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进一步巩
固提升搬迁户‘搬得出、稳得住，能致
富’的目标，让搬迁户的日子过得越来
越富裕、越来越幸福！”阿右旗发改委
工作人员许波说。

阿右旗：易地扶贫搬迁圆了他们的“幸福梦”

截至2020年8月19日7时

内蒙古现有境外输入确诊病例3例

8 月 19 日，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发布消息：

□本报记者 张文强

8月18日7时至8月19日7时，内蒙古报告无新增确诊和疑似病例。
截至8月19日7时，现有境外输入确诊病例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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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24时，内蒙古报告无症状感染者0例。

本报 8 月 19 日讯 （记者 杨婷）
为指导各盟市儿童福利院秋冬季疫情
防控工作，8 月 18 日，自治区民政厅等
部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做好儿童福利
领域服务机构内儿童秋冬季学期复学
复课各项工作，确保人员到位、物资到
位、培训到位、责任到位。

通知要求，各机构要对所有就学儿
童进行新冠肺炎及传染病防控知识与
技能教育和培训，为儿童和负责接送的
工作人员配备足够的口罩、洗手液等物
资；将儿童福利领域服务机构作为重点
监测场所，做好儿童接送工作，确保其
在上、下学途中尽量做到机构、学校“两
点一线”，具备条件地区，要同时做好心
理辅导工作；加强机构内人员健康监
测，对走读儿童和接送人员要加强出入

门管理，落实每日体温检测和“零报告”
“日报告”要求；落实好机构内各项卫生
制度，对就学儿童原则上应当设立单独
生活区，与机构内其他儿童分开居住、
就餐；加强对进入机构物品的查验消
毒，严格执行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
严格落实动态调整机制，提前制定应急
处置预案，严格落实报告制度。

通知还要求各地民政部门要加强
与有关部门的衔接，帮助家庭做好寄养
儿童、散居孤儿、农村留守儿童等群体
开学复课相关防护工作。

自治区民政厅儿童福利处谢晓黎
说：“我们要在常态化下紧绷防控之弦，
在秋冬季学期复学复课之际，精准防
控，切实保障所辖机构内每一位儿童的
安全。”

我区保障儿童福利领域就学儿童
秋冬季学期安全复学

8 月 19 日，游客在锡林浩特市宝力根苏木凤凰马场观看、拍摄牧民表演的马上技巧。入秋后的锡林郭勒大草原美景如画，让来自各地的游客流连忘返。
本报记者 马建荃 摄

游客们“拍了拍”锡林郭勒大草原

■上接第 1 版
小区里一对同居多年的男女因财

产问题多次闹起了纠纷，最后一次，情
绪激动的男子甚至把刀架在女人脖子
上。邬娟女和王金秀、王翠珍 3 位老人
将两人分开进行劝导，多次反复上门
谈心。看到三个白发老人为自己的事
这么费心，双方都冷静下来，最终和平
分手。社区居民睢立平因为患脑梗导
致生活困难，一度欲自杀。邬娟女等
人知道情况后，协调社区帮助为他办
理了低保，又经常到家里开导他。睢
立平如今生活上基本能够自理，一说
起老人对他的帮助，就止不住热泪直
流：“这些老人就像亲妈一样帮助我。”

看到在党的领导下居民和自己的

生活越来越好，邬娟女由衷地敬佩共
产党，她心中也萌生了要加入党组织
的想法，并把“交一次党费，站在党旗
下宣一次誓”作为此生最后一个梦想。

去年夏天，邬娟女终于鼓起勇气
向社区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此后，她
时刻以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年
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她第一时间
报名为小区值守，在自己生病的情况
下，仍咬牙坚持。

老人为社区的所作所为都被组织
看在眼里，前不久，被党组织批准为预
备党员，她的入党梦实现了！“我这辈
子没有遗憾了，就想着以党员身份为
社区再多做点事儿。”老人幸福得像个
孩子。

邬娟女：圆了两个梦 此生没遗憾

本报 8 月 19 日讯 （记者 赵曦）8
月 19 日 上 午 ，自 治 区 文 旅 厅 主 办 的
2020 年内蒙古自治区高速公路服务区
文化旅游服务推广平台新闻发布活动
在呼和浩特召开。来内蒙古旅游的游
客可以通过该平台，了解旅游资源，规
划旅游线路，畅游内蒙古。

据了解，内蒙古高速公路服务区文
化旅游服务推广平台是以我区境内 118
个高速公路服务区为支点、覆盖 12 盟
市的综合服务推广平台。该平台 8 月 1
日启用以来，已在全区 118 个高速路服
务区全天滚动播放自治区、盟市、旗县、
景区等文旅宣传片，总计 90 余部。此
外，每个服务区设立 1 个服务展架，放置
自治区及盟市文旅各类宣传资料总计

80 余种，供游客免费取阅。目前累计发
放宣传资料 6.4 万余册，同时配备 1 名
经过培训的旅游咨询服务员，负责向游
客提供讲解服务，平均每个服务区每天
接待询问游客 300 人左右。

我区发展自驾游条件得天独厚，高
速公路路网发达、自驾路况条件优越，高
速路沿线景区丰富，是全国重要的自驾
游目的地。早在 2019年，自治区文化和
旅游厅就推出“72小时自驾内蒙古”旅游
品牌及20条轻自驾线路，深受游客欢迎。

今年，自驾游已成为疫情常态化防
控下游客主要旅游方式。为促进文旅
产业恢复发展，我区加快探索自驾旅
游+交通的融合服务推广新模式，拉动
自驾游市场繁荣发展。

118个文旅服务推广平台
带您畅游内蒙古

本报 8 月 19 日讯 （记者 张文
强）8 月 19 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卫
生健康委、邮政管理局及中国邮政内蒙古
分公司、自治区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同举
办的《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特别发行邮票
纪念邮折捐赠仪式在呼和浩特举行。

据了解，为致敬抗疫先锋，经中央
赴湖北指导组批准，在中国摄影家协会

的支持下，中国邮政将全国支援湖北的
数万名医疗队员抗疫照片特别制成了
肖像邮票纪念张，汇同一整版抗疫邮票
和绢质首日封制作成精美的邮折，赠给
全国抗击疫情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此
次，中国邮政共向我区赴湖北及区内一
线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医务工作者捐赠
了 1136 份纪念邮折。

中国邮政捐赠纪念邮折致敬抗疫先锋

本报 8 月 19 日讯 （记者 张慧
玲）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了解到，8 月
18 日，黄河第 4 号洪水进入乌海段，标
志着今年黄河第 4 号洪水已进入黄河内
蒙古段。

受近期降雨持续影响，8 月 11 日 7
时 6 分，黄河上游唐乃亥水文站出现
2500 立方米每秒流量的洪峰，为黄河
2020 年第 4 号洪水。为应对此次洪水
过程，位于黄河乌海段的黄河海勃湾水
利枢纽 8 月 18 日 8 时起，逐步降低水库

水位，出库流量按不超过每秒 3200 立
方米控制下泄，至坝前水位降至 1071
米，腾出防洪库容。

截至 8 月 19 日 8 时，海勃湾水利枢
纽入库流量每秒 2880 立方米，出库流
量 每 秒 3080 立 方 米 ，坝 前 水 位
1073.28 米 ，16 孔 泄 洪 闸 全 部 开 启 。
目前，黄河乌海段各项监测数据在正
常范围内波动，全线无险情发生，黄河
第 4 号 洪 水 正 在 平 稳 经 过 黄 河 乌 海
段。

黄河第4号洪水进入内蒙古段

本报呼和浩特 8 月 19 日讯 （记
者 郑学良 实习生 李建华 张晓
乐）今年以来，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文明
办、玉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响应光
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为主题，在全
区宾馆酒店、学校食堂、机关食堂、餐
饮街开展文明餐桌行动。大力弘扬

“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中华传统美
德，厉行勤俭节约。

玉泉区以创建餐桌文明示范店及
星级文明服务员等各类群众性活动为
抓手，以餐饮从业人员和消费者为主
要参与者，全面开展“餐桌文明”行动，
推广餐桌文明礼仪，倡导节约用餐行
为，打造玉泉餐饮文化。

他们在女神玉泉店对全区各类餐饮
企业以及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从业人
员进行“文明餐桌”礼仪和服务的培训。
要求各餐饮单位摆设文明餐桌行动告示
牌，不误导超量点餐、主动提醒吃多少点

多少，在店（堂）内张贴宣传海报，在餐桌
上摆放温馨提示牌，提醒用餐者点菜打
饭要适量，做到不剩饭、不剩菜。

“光盘行动其实我们很早就在做，
在员工入职培训当中我们一直都有一
个点餐的培训，就是根据客人的就餐
人数来提醒客人点餐的多少。餐厨垃
圾我们从原来用 4 个大垃圾桶节省到
现在的 2 个，这都体现着我们平时在各
个方面一点一滴的节约。”德顺源大观
园店店长夏经强说，“德顺源大观园店有
一个小活动，客人结账时，桌上如果有一
个空盘子，结账时就会给客人减一元钱，
这样来提醒和引导顾客节约用餐。”

此外，玉泉区各部门还计划组织
党员、干部、职工、师生、各级各类志愿
者，走进餐饮酒楼、饭店、机关、企事业
单位及学校食堂，开展宣传教育劝导
活动，号召广大市民加入到“文明餐桌
行动”的队伍中。

玉泉区：让文明节俭用餐蔚然成风
本报 8 月 19 日讯 （记者 韩雪

茹）8 月 18 日，第四届“农行杯”内蒙古
农村牧区创新创业项目创意大赛如期
举行。大赛由自治区农牧厅和中国农
业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联合举办，
分为初创组和成长组两个组别。大赛
采取视频形式进行比赛，主会场设在自
治区农牧厅，12 盟市分别设分会场，共
有来自 12 个盟市的 28 个项目参加比
赛。

本次大赛的参赛项目类型丰富，
既有体现传统优势的种植养殖项目，
也有运用新科技的农畜产品加工和绿
色循环农牧业项目，而且所有项目都
在“触网”，紧随时代和市场需求，探索
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参赛选手有大学
生村官、返乡创业农牧民、复员转业军
人、农村牧区生产经营骨干和企业负
责人等，身份呈现多样性。同时，大赛

不仅是一个比试本领、比拼创意的擂
台，还是一个取长补短、交流合作的平
台。

通过本次比赛，我区将向全国大
赛选拔推荐 4 个优秀创业项目，初创
组和成长组各 2 个。届时，第四批全国
农村创新创业优秀带头人典型案例推荐
名单也将从此次大赛获奖选手中产生。

据了解，农业农村部已连续举办
三届全国农村创新创业项目创意大
赛。在前三届全国大赛中，我区共推
荐 12 名选手参加半决赛，有 6 名选手
成功晋级总决赛。在第三届决赛中，
内蒙古蒙清粗粮泡食面助力农业高质
量发展项目获得全国三等奖，蒲公英
产业化综合开发及生态循环示范项目
和蒙羊羊日处理 100 吨鲜奶生产加工
项目分获初创组和成长组优秀奖，自
治区农牧厅获得优秀组织奖。

第四届内蒙古农村牧区
创新创业项目创意大赛举行

本报 8 月 19 日讯 （记者 张慧
玲）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了解到，今年
库布其沙漠生态补水计划从黄河引水
5000 万立方米。

库布其沙漠是我国第七大沙漠，
总面积 1.45 万平方公里，其中杭锦旗
境内面积 0.987 万平方公里，占全旗总
土地面积的 52%。

为解决生态缺水问题，2015 年以
来，杭锦旗创新生态文明建设思路，将
黄河凌汛期有害的洪水引入库布其沙
漠腹地，通过几年的分水，在沙漠腹地
形成近 100 平方公里的生态湿地，20

多种植物自然恢复生长，10 多种水鸟
长期栖息，形成沙水相连的自然生态
格局，促进了大自然生态系统全面恢
复，同时为周边农牧民发展养殖业带
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2020 年汛期以来，黄河上游来水
持续增加，自治区水利厅抢抓机遇，向
库布其沙漠巴音温都尔湿地进行生态
补水。杭锦旗于 8 月 15 日 0 时开始向
库布其沙漠分洪，同时补充生态水资
源，计划引水 5000 万立方米。截至 8
月 18 日 8 时，生态补水流量 25.8 立方
米/秒，累计补水 600.9 万立方米。

库布其沙漠今年生态补水5000万立方米

文明实践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