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原区

7
执行主编：蔡冬梅 责任编辑：杨洪梅 版式策划：卓娜 制图：王霞 2022 年 9 月 16 日 星期五 ■联系电话：0471-6635593 6635517 邮箱：nmbdfqx@126.com

依托依托““草原云草原云””平台平台 覆盖全区旗县覆盖全区旗县（（市区市区））
整合线上线下资源整合线上线下资源 打造本土新闻品牌打造本土新闻品牌

【云集】

【云听】

本报赤峰9月15日电 阿鲁科尔沁旗委
宣传部举办“喜迎二十大 理响新征程”理论宣
讲比赛决赛，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更好发挥理论宣讲统一思
想、解疑释惑、凝神聚气作用，激励干部群众在
新时代新征程上担当作为。

比赛通过各地区各系统单位推荐上报、旗
委宣传部审核通过，共有 32 名选手进行比
赛。经过初赛精彩角逐，两组分别排名前 10

位的选手进入复赛。此次比赛分5分钟宣讲、
知识竞答、90秒即兴演讲3个环节进行。参赛
选手通过身边的事例、经历，生动展示了党的
十八大以来的新气象新变化新成就，真情讴歌
了新时代广大人民群众的新风貌新奋斗新精
神以及奋力书写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的生动实践，引起现场观众的强烈共鸣。

本次比赛中的获奖人员全部纳入全旗理
论宣讲人才库。 （融媒体记者 王塔娜）

阿鲁科尔沁旗 举办“喜迎二十大 理响新征程”理论宣讲比赛

本报呼伦贝尔 9 月 15 日电 为全力以赴
推进招商引资，推动文旅产业提标提效发
展，决胜三季度、顺利保全年，推动根河市经
济转型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近日，
根河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先后赴山东省济南、
淄博、聊城等地开展合作对接。

根河市在山东济南举办了“生态山金、自然
根河”内蒙古根河市招商引资·文化旅游推介会，
向参会企业详细介绍了根河市的基本概况、资源
禀赋、文旅特色和招商政策等，相关部门负责人
就根河市招商引资、冷资源优势、旅游产品及线

路进行推介，企业代表做产品推介。山东省内
18家企业与根河市林海源有限公司、绿野生态
有限公司等根河市企业参加了推介会。

会上，根河市与山东黄金集团、山东文旅集团
分别就有色金属产业、文旅产业发展签订合作协
议；根河市企业与山东黄金矿管集团企业签订
100万元卜留克、林下产品、鹿产品订单。期间，
根河市一行前往山东黄金集团、山东沃尔德集团
等地参观考察、深入交流，并在开发林下农业
产业园等方面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融媒体记者 李玉琢 通讯员 吴少卿 谢佳）

与山东省企业开展合作对接根河市

【云观察】

乌拉特前旗

本报呼和浩特 9 月 15 日电 金河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5.2 万吨兽药级高效
金霉素项目获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后，《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仅用半个小时顺利办理完毕。

为全力推进重大建设项目落地，托克托
县相继建立“全生命周期保姆式服务”“项目推
进专班”等机制，今年以来，紧紧围绕工程建设
项目“全流程帮办代办”，出台了《托克托县投
资建设项目行政审批“全帮办”工作方案》，明
确了在县政务服务大厅原“工程建设项目一
窗受理”基础上，增加“帮您办”窗口，受托人

提出帮办申请，窗口帮办人员收集、汇总定制
个性化服务方案，推行“告知承诺+帮办代
办+并联审批+全程网办”服务模式，确定从
项目立项到项目竣工的 42 项“全帮办”服务
事项,建立横向协作、纵向联动、沟通顺畅、运
转高效的帮办代办服务工作机制，打造“一企一
方案”，为项目提供从企业开办、项目立项、施工
许可、竣工验收的全生命周期无偿服务。同
时，通过容缺受理方式，打破原“申请材料齐
全且符合形式后再受理”的传统，将补正材料
与受理审核同步进行，实施容缺受理、信任审
批，推动实现“拿地即开工”。 （妥审宣）

托克托县 “全帮办”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

【云采风】

本报乌海 9 月 15 日电 近年来，乌达区
聚焦“培育一个优质项目、壮大一村集体经
济、培养一批新型农民”，以“党建+农旅”为
抓手，带动村民增收致富，推动乡村好风景
变为发展好前景。

“快来我家尝尝农家饭，再摘点我们自己
种的柿子、黄瓜、小吊瓜⋯⋯”眼下，正是旅游
旺季，乌达区乌兰淖尔镇泽园新村村民赵桂芳
将过往的游客迎进家门。几年前，她积极响应
村党委的号召，在家门口办起了农家乐。如
今，本地乡村游越发火热，“旅游饭”越吃越香。

近年来，乌达区整合辖区山、水、湖、沙、田
等地理资源，突出地域优势，以“特色民宿”小切
口撬动农旅融合大发展；以项目建设为抓手，织
密农旅融合“一张网”，持续推动农旅项目建设，
着力打造“网红打卡点”。乌达区坚持以党建引
领为核心，建立“农企党建联盟”，吸纳30余名
各领域党组织书记、10余个非公企业成为会员，
并推动12名非公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担任镇、
街道党（工）委书记助理，为村、社区党委推动

“党建+农旅”提供新思路、好点子。
（融媒体记者 郝飚 实习生 段维娜）

乌达区 党建引领让”旅游饭“越吃越香

●为进一步提高防范养老诈骗知识
的知晓率和普及率，根河市创新宣传新举
措，精心编创快板作品并制作成宣传短视
频，朗朗上口的养老防诈快板词，增强了
反诈宣传的感染力、趣味性、教育性，深受
老年人欢迎。 （高采薇）

●凉城县岱海镇结合辖区各村地理环
境、水土特色等实际，大力发展“一村一品”特
色产业，引导农民群众调整种植结构，在乡村
发展庭院经济，助力当地乡村旅游，拓宽增收
渠道，实现产业多样化发展。如岱海镇杜家
村和赵家村，村民以庭院和大棚为阵地，积极
种植吊瓜、李子和葡萄等瓜果产品，让村民房
前屋后的“一隅之地”变成“增收宝地”。

（凉城县融媒体中心 温志华 曹前）

●商都县卫健系统开展“擂台比武”
活动，2 所公立医院和 13 个机关单位党支
部书记进行述职，专职领导小组对述职进
行认真筛选，共评选岀第一名 2 个，第二名
2 个，第三名 5 个。此次活动以比促学，以
赛 促 干 ，掀 起 了 本 系 统 基 层 党 建“ 亮 洒
比”创先争优行动新热潮。 （鲍永福）

●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红十字会在红
山子乡开展“光明行”白内障免费筛查活
动，共有 34 人参加，其中符合手术条件的
有 5 人，既满足了行动不便的老人查病治
病的需求，也普及了白内障眼疾的相关知
识，引导老年人关注视力健康，做到白内
障 早 发 现、早 治 疗 ，降 低 眼 疾 致 盲 率 。

（耿艳鹏）

●阿右旗开展“国防教育体验日”活
动，团旗委、旗少工委组织旗二完小、蒙小
学及“七彩假期”暑期班的少先队员走进
边境管理大队，“零距离”体验国防教育。

（阿右旗融媒体中心）

●自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开展以
来，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哲里木路社区充分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深化“党建+文明宣
传”“党建+环境整治”“党建+志愿服务”

“党建+文体活动”创城模式，形成了党建
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交汇融合、双向提升
的良好格局。 （李玲）

●为丰富干警文化体育生活，多伦县
法院举办首届“天平杯”趣味运动会。设
有东南西北拉力绳、背夹球、四人三足、拔
河等 10 个比赛项目。全院干警分成多个
小组参加比赛，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比
拼，趣味运动会圆满落下帷幕。（冯可心）

●中铁十五局集团轨道交通运营公司
新朔铁路运输处的电力机车司机石鑫在暴
雨中果断停车防止了事故。近日871578次
列车运行至老牛湾至清水河上行线（清水河
隧道）时，电力机车学习司机武佳豪发现运
行前方隧道上方有洪水流下，立即向司机汇
报，经司机石鑫确认后立即采取紧急制动停
车，于 5时 33分停于 k222+851m 处，仅用
了27秒使列车紧急停车。停车后石鑫第一
时间向清水河车站、列车调度员及机务值班
主任汇报，同时派学习司机下车检查，发现机
后第五位右侧有洪水流出，车站同时派工务
人员进行检查处理。于 5时 50分经车站同
意开后车，停车17分，列车于9时28分到达
燕庄车站。 （仝鑫磊 李勇）

●为深入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服
务管理升级，乌审旗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
召开临时住宿登记培训会议。参会人员
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
法》中住宿登记相关法律法规，并就登记
中常见问题进行了沟通交流，指导参训人
员正确识别、登记境外人员证件信息。

（娜庆）

●乌审旗禁毒办联合各派出所开展
禁种铲毒踏查工作，通过多警联动，精准
踏查，深入田间地头、废弃房屋、塑料大
棚、河沟荒地等开展实地踏查，对外来人
员承包地、农田套种种植罂粟进行重点踏
查。用无人机助力，对易种植毒品原植物
的农田、院落以及不易深入的隐蔽地点进
行大范围航拍，全方位探查，极大地提高
了 禁 种 铲 毒 集 中 踏 查 工 作 的 速 度 和 效
果。同时通过发放禁毒传单、现场讲述等
方式向农牧民宣传种植毒品原植物的危
害和铲除的必要及非法种毒的后果，并发
动群众积极举报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线
索。 （苏日格其其格）

●霍林郭勒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市
文联、书画家协会在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开展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书画作品展
活动。此次展览的作品由书法绘画名人、部
队官兵和退役军人等爱好者创作，以书法、绘
画为主要类别，以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红色血脉为主题，讴歌了党和人民军
队的光辉历史和丰功伟绩，表达了对党和祖
国的无限热爱。（霍林郭勒市融媒体中心）

●丰镇市近日召开为期 3 天的基层党
建引领乡村振兴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现
场会，对丰镇市 8 个乡镇及南城区街道办
事处进行实地观摩、考评打分，通过听取各
观摩点村支书汇报、现场查看、查阅资料及
入户走访等方式，详细了解了各地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村集体经济发展等情况。

（丰镇市融媒体中心 陈文杰 贾丽）

□本报融媒体记者 郭洪申 通讯员 张婉凝

群众有诉求，最怕被“踢皮球”。有没有一个
地方，能让群众反映问题省心又省力？通辽市奈
曼旗大沁他拉镇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就是一
个能实现“一站式”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地方。

为高效解决好辖区内群众之间的矛盾纠纷，
积极创新发展“枫桥经验”，大沁他拉镇矛盾纠纷
多元化解中心应时成立。该中心通过司法所、信
访办、派出所等相关部门联动调解，着力打造“一
站一线一揽子”社会治理新模式。“一站”，即有效
整合 11 个部门联合接访调处，一站式化解矛盾
纠纷；“一线”，即依托通辽市市民热线平台，在线
上开通接访电话，并在线下实现网格员全覆盖，

实施源头治理；“一揽子”，即实现矛盾化解、诉讼
服务、法律援助、信访调处“四位一体”的工作机
制，为群众提供“访—调—诉”无缝衔接的法治服
务。

前不久，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的调解室
里，两位当事人矛盾重重。家住富康村北图组的
李某来到司法所申请调解，要求帮助要回哥哥现
在正在耕种的 14 亩耕地。李某的哥哥一家四口
在黑龙江打工已有 20 多年，村里在分承包地时
一直没在家，其名下的承包地一直由其父亲交承
包费，由于父亲年事已高，就由其弟李某一直耕
种，李某哥哥想要回耕地时与其弟发生口角，形
成了矛盾。为避免事情恶化，司法所、信访办、法
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耐心劝解，最终，兄弟二人
达成协议，同意将耕地分成两份，一家一半进行

耕种，兄弟二人握手言和。至此，一起因耕地引
发的矛盾纠纷得以圆满解决。

“群众生活中的事情往往错综复杂，老百姓
常常会因为一点小事就大动干戈。有的调解工
作要循序渐进，开展很多次，或者找中间人不断
地进行调和，很费周折，但每当把矛盾纠纷化解
成功以后，我们看到双方当事人满意的表情，我
们也特别高兴。”谈起调解工作的意义，从事司法
工作 20 多年的调解员张富说。

有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的多部门联动
调解，很多积怨多年的邻里关系也恢复了往日的
和谐。该镇英特嘎查村民张某就是受益者之
一。半年前，张某和邻居家因为院墙占地问题出
现了纠纷，导致两家关系僵化，都不愿意推倒重
建。调解员王洪元运用“六尺巷”的典故，劝解二

人相互体谅。经过几天的努力调解，双方当事人
最终达成一致并当场签订和解协议书。

群众纠纷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每一
个家长里短的矛盾纠纷，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
心的调解员们都不敢轻视，每一件看似简单的
小事，都可能引发更大的矛盾冲突，及时处理
好每一起矛盾纠纷，才是保障辖区平安稳定的
关键。

为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大沁他拉镇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打破传统的组建模式，逐
步完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服务功能，开展了全
方位、多元化改革，最大限度发挥“互联互动、协
同作战”的整体优势。截至目前，共化解各类矛
盾纠纷 400 余起，调解成功率达 98%以上，共受
理群众走访 220 批 1000 余人次。

这个“中心”化解矛盾“一站式”

□本报融媒体记者 宋阿男 通讯员 张慧敏

徒步穿越山川、漫步森林公园、感受光影变
幻、释放水上激情、品味健康美食、享受悠闲慢生
活⋯⋯对于康养旅游，不同年龄层的游客有着不
同的诠释方式，这也让康养旅游的市场需求不断
扩大。

今年，包头市九原区立足丰富的旅游资源
优势，以宣传推广、品牌创建和项目建设为抓
手，精心策划，全力提升九原文旅品牌影响力，
构建都市文旅康养休闲生活圈。

据了解，位于包头市新都市区的包头冰雪
中心已初具轮廓，项目总投资 6 亿元，总建筑面
积 4 万多平方米，于 2021 年落地九原区。主要
建设室内滑雪场和冰球馆两部分，建成后，配备
专业雪道、室内冰场、嬉雪乐园、滑雪学校等娱
乐设施，将有效丰富周边市民的体育文化生活，
带动包头市及周边服务业产业升级。

走进蒙中医院项目建设现场，大型机械来
回挥舞铁臂，工人们有的捆绑钢筋、有的搬运建
材⋯⋯一派火热的施工景象。“自开工后，我们
就科学调配施工力量，全面优化建设方案，争取
按时完成建设任务。”该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

同样新落地的中铁黄河九原健康城、多弗
日医康养项目，将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全方位健
康管理服务引入九原区，极大推动九原文旅康
养业态向特色化方向发展。

一个个项目的落地，为九原区域康养产业
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据悉，立足生态资源禀
赋，九原区将不断挖掘区域产业优势和文化内
涵，全力推动康养产业提质增效，实现建圈强链
高质量发展，打造文旅康养胜地。

项目的加持，为九原区康养产业发展提供
了丰厚土壤，而绿色有机食品也为康养产业发
展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哈林格尔的芹菜，哈业胡同的瓜，黄河畔的鲤鱼
人人夸。”在九原区农村中广为流传的这句话生动揭示
了农村丰富的物产和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

九原区在“产村同建”的理念下进行资源盘整，
因地制宜、因村施策，鼓励支持各乡镇、村利用不同
地域优势发展种植特色农产品，发展特色产业，进
一步推动乡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如今，依托特色
产业和招牌农产品，九原区农村的人气越来越旺。

低碳发展的康养旅游是新时代旅游发展的
新业态和新趋势，九原区通过深入挖掘旅游资
源、生态资源，正逐步形成文化、生态、产业高度
融合的文旅康养产业集群。

文旅康养文旅康养正成为正成为““诗和远方诗和远方””

□本报融媒体记者 图古斯毕力格 实习生 章琴

这几天，在内蒙古积葭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的水生植物资源化综合处理项目——
芦苇刨花板生产项目施工现场，到处都是忙碌的
景象。厂房、生产车间、办公楼同步建设，工人们
正在加班加点施工，争取早日具备生产条件。

公司项目负责人李迪介绍，目前，项目土建
工程和厂房架设完成 80%，预计今年 9 月底完
成全部基建和设备基础工程并开始安装设备，
10 月底锅炉点火、烘炉，年底进行试生产。

芦苇刨花板生产项目总投资 1.7 亿元，是巴
彦淖尔市亿元以上重点项目之一，位于巴彦淖尔
市乌拉特前旗城北中小企业创业园区内，项目用
地 10 万平方米，预计今年年底可建成投产。项
目建成后年可消耗乌梁素海芦苇 15 万吨，生产
出 15 万立方米的环保无醛芦苇刨花板，年销售
额可达 3.3 亿元。

乌梁素海面积约 300 平方公里，年产 10 多
万吨芦苇，曾催生和支撑了当地两家大型造纸企
业，芦苇一度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后来，企业
因工艺落后、环境污染等问题，无法满足环保的
新要求被关停，芦苇的处理便成了当地一道棘手

的难题。芦苇属水生植物，一年一批，生长起来
的芦苇如果不割，烂在水里会造成污染。为了保
护乌梁素海的水环境，芦苇年年割、年年堆积，价
钱跌了几倍。再加上向外地运输成本高，利润微
乎其微。乌梁素海芦苇的前世，可以说走了一条
不可持续发展的死路。

近年来，为了改善乌梁素海的生态环境，乌
拉特前旗不断进行探索和招商，积极引进新能
源、新材料等绿色环保企业，为乌梁素海芦苇寻
找适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今年这一项目的落
地，为乌梁素海的芦苇找到了新出路，不仅可以
实现乌梁素海芦苇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同

时也可节约树木，保护林业发展，对改善生态环
境起到重要的保护作用，将进一步推动当地产
业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效益和环保效益的“双
丰收”，让昔日的“烫手山芋”变成如今的“香饽
饽”。

“用芦苇代替木材做原材料，我们一年生产
15 万立方米的芦苇刨花板就相当于每年少砍伐
15 万立方米的木材，而且生产出的板和木材板
质量不相上下，某些方面还优于木材板。同时，
我们的项目大概用工作人员 150 名，能为周边提
供很多的就业机会，将对周边经济起到积极的带
动作用。”李迪说。

让让““烫手山芋烫手山芋””变成变成““香饽饽香饽饽””

□本报融媒体记者 巴依斯古楞 摄影报道

“别看他长得憨实、话语不多，他头脑可灵光
着呢。家里的牛养得好，还是我们这儿牧区现代
化建设的带头人。”东乌珠穆沁旗呼热图淖尔苏
木党委书记贺力琴笑着说。

贺力琴书记说的是该苏木扎格斯太嘎查牧民图
门格日勒，他家承包草场7000亩，现有228头牛。

“我们家有标准化暖棚 3000 多平方米、机械
库 300 平方米、青贮窖1处、机井2眼、大型拖拉机
1台、农用车1台、四轮车2台、铲车1 台、饲料搅拌

机、粉碎机、牧场监控等设备全部配齐了，牧业生产
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图门格日勒介绍说。

除了机械化，他家还在自家 7000 亩草场上
建立了“轮牧+舍饲”的饲养模式，根据牧草的生
长和牛对饲草的需求，将自己的草场有计划地分
为若干生态放牧区进行轮牧，优化饲养管理，搭
配饲草配方，提高饲草消化率和营养价值，不仅
降低了成本，也确保了牲畜的膘情。

科学化、现代化的养殖不仅让图门格日勒家
的草场长势越来越好，同时经济收入也是每年提
高，除去各项支出，他家每年纯收入能够达到 60
万元以上。

在牧民家看现代化在牧民家看现代化

在手机屏上在手机屏上监控监控
自家畜群自家畜群。。

奈曼旗

现代化牛舍现代化牛舍。。

如今骑马已如今骑马已成为成为爱好爱好。。

【云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