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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火热青春播撒在基层大地上他们把火热青春播撒在基层大地上

秋去冬来，又到了电商平台销售的旺
季。张志强带领员工一起包装牛羊肉礼
盒，来自锡林郭勒大草原的牛腱子、黄牛
肉、黄牛腩、手把肉、全羊礼盒……通过京
东等平台销往全国各地。

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吉仁
高勒镇呼格吉勒图嘎查，畜牧户每每谈
起张志强都赞不绝口：“他是我们致富
的带头人，是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
肯奋斗的好青年。”

1992年出生的张志强，受父辈的影
响，心中早已种下了“吃苦耐劳、坚韧不
拔”的种子。大学毕业之初，他在企业
打拼，积累了一定经验。2013 年，他辞
去高薪的工作，毅然返乡创业，本着带
动家乡人共同致富的愿望，与父亲一起
经营锡林郭勒盟草原蒙强肉业有限公
司。回到蒙强肉业初期，并不是一番风
顺，传统的经营理念导致销售渠道闭
塞，产品卖不出去，这成了他首要解决
的难题。

为了拓宽销售渠道，他带领团队奔赴
北京、重庆等地参加各类食品展销会，取
经学习，短则一周，长则半月，只要有学习

的机会他几乎场场不缺。通过学习，他最
深的感受就是，要转变传统的销售观念，
在包装、品牌、营销上做文章，提高产品的
附加值。“锡林郭勒草原上的牛羊都是吃
着天然牧草，喝着矿泉水长大的，我要发

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帮牧民把产品销
售出去。”张志强常说。

在张志强的不懈努力下，公司已发
展为占地 50000 平方米，拥有速冻库 5
个、储藏库 4个、排酸库 2个，日均加工

3000 只羊，速冻能力 1000 吨，冷藏
能力 3000 吨的规模。企业现在拥
有固定员工 150余人，其中，80余人
为当地畜牧户。公司坚持“企业+基
地+牧户”的产业化思路，通过合作

社签订家庭牧场收购协议，以高于市
场价收购的形式，带动锡林郭勒盟东
乌旗、西乌旗、阿巴嘎旗等地畜牧户增
收。“目前公司年均直接带动牧户 2700
余户，年平均增收 6000 余元。”张志强

开心地说。
近年来，张志强借助电商平台让畜

牧业注入科技力量，在他的带领下，企
业今年销售额预计将突破 1.5 亿元。“我
们将在全国各大城市开放多家实体直
营店和餐饮连锁店，实现自产自销，全
产业链发展，让每位顾客都能吃上来自
锡林郭勒天然草原的放心肉。”张志强
信心满满地说。

一路走来，公司不断发展壮大，牛
羊肉产品和副产品多达几十种，并通过
了 ISO9001 质 量 管 理 体 系 认 证 、
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及有
机认证。在呼和浩特市、锡林浩特市还
开设了 3 个直营店和 9 个线上销售平
台，以最优惠的价格回馈消费者，实现
了线上线下同步销售。

企业也荣获了全国绿色健康产品单
位、全国质量服务诚信 5A级企业、自治
区级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自治区级农
牧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乌珠穆沁羊
地理标识等殊荣。产业蓬勃兴起，农牧
民才能鼓腰包，家乡味道被认可、牧民
富裕是张志强最开心的事儿。

□刘晓宇（包头市退役军人应急救援志愿服务队队长）

包头市退役军人应急救援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20年初。两年
来，我和队友们在城市内涝时冒雨前行，全力解救溺水车辆；在中高
考时爱心送考，迎着酷暑保障学子们按时抵达考场；在道路积雪成
冰时，冒着严寒一锹一锹铲出平安路；在群众走失时，挑灯夜巡，走
访商铺、询问路人，只为走失群众安全回家；在疫情来临时，冲锋在
前消杀执勤，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包头市退役军人应急救援志愿服务队现共有98人。为加强防
灾减灾救灾能力，我们不断进行相关技能培训，从未懈怠。城市排
涝、水上救援、防洪演练、防凌防汛，我们即学即用，理论结合实践。
医疗救护、电梯救援，心肺复苏、包扎止血，救人于危难。紧急疏散、
震后破拆、森林防火、隐患排查，为保社会平安，我们时刻等待召
唤。照料孤寡老人、关心留守儿童、清理城市“牛皮癣”，学雷锋、树
新风，我们不忘初心，时刻牢记使命。

有责任有担当，青春才会闪光。细算起来，服务队已经累计参
加各类公益、救援活动82场，出动志愿者5478人次，公益服务时长
3万小时以上，向社会捐助各类物资价值约30余万元。共组织各类
技能培训30余次，参与学习927余人次，获得无线电证书43人、救
护员证书54人、红十字会救护师资证书9人，应急救援所需相关特
种设备操作类证书5种、187人次取得证书，军事技能训练资质证书
61人，无人机驾驶员4人。

追求进步，是青年最宝贵的特质，也是党和人民最殷切的希
望。有人说：“当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时，总会看到退
役军人挺身而出的身影”。我想说：“我们将不断践行新时代退役军
人的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让青春在奉献中闪光！”

（本报记者 于欣莉 整理）

让青春在奉献中闪光

●青春飞扬

●暖闻

□见习记者 李存霞

“感恩您的善良无私让我重生……永远感激您，祝福您。”这是
一位血液病患儿寄来的感谢信，收信人是来自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
的青年志愿者刘洋。

今年9月中旬，刘洋在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采集
室成功捐献了造血干细胞，为远方那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儿送去
了生命的希望，他也成为内蒙古第138例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爱
心志愿者。

今年26岁的刘洋是一个阳光开朗、热心公益的小伙子。2014
年8月14日，刘洋在街头偶遇一辆无偿献血车，了解到献血的重要
意义后，他撸起袖子献出了人生的第一袋血。那时，他才刚刚18周
岁，一颗爱的种子也悄悄埋在了他心中。

从那以后，刘洋坚持每年都要献血，至今已有8个年头。截至目
前，刘洋累计献全血12次共4700毫升，单采成分血21次41个治疗
单位8200毫升，总献血量达12900毫升。

2019年，刘洋了解到捐献造血干细胞可以挽救血液病患者的生
命，他在一次献血时留取了血样，加入了中华骨髓库，希望有朝一日
可以用自己的热血去挽救他人的生命。

今年5月，刘洋接到了准格尔旗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电话。得
知自己与一名患者初配成功，刘洋毫不犹豫地回答：“这是救命的大
事，我愿意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但由于患者选择了其他供者，刘
洋未能捐献。7月份，刘洋再次接到与一名血液病患儿初配成功的
消息，他同样坚定地说：“我愿意捐献！”

刘洋之前是一名“烧烤小哥”，由于工作原因，他要经常熬夜加
班、睡眠不够。但想到捐献造血干细胞是救命的大事，他果断辞去
了工作，迅速调整作息和饮食，恢复身体各项指标，积极配合高分辨
配型、体检等各个环节，为捐献做好各项准备。终于，刘洋在9月13
日顺利捐献了造血干细胞。

“用自己一份热血，给他人一个希望，值了！希望有更多人踊跃
加入到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的队伍中来。”刘洋说。

热心肠的刘洋还是准格尔义工协会的一名青年志愿者。2017
年起，他就常常利用业余时间参与关爱老人和留守儿童、帮助困难
家庭等各类志愿服务，累计服务时长超过3000小时。几年来，刘洋
还资助了4名困难学生读书，关爱关心3户空巢老人，对2名留守儿
童和3个困难环卫工人家庭进行长期帮扶。同时，在他的带动和影
响下，准格尔义工协会的50多名志愿者都加入了积极无偿献血的队
伍中。

“做公益不仅可以帮助他人，还能实现自我价值，我会继续在志
愿服务的道路上奋力前行！”刘洋说。

刘洋：热心公益 永不止步

●强国有我

杭锦后旗推动校外培训机构全流程监管
日前，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有效利用全国校外培训监管平台

“互联网+”优势，做实做细校外培训全流程监管各项工作，全旗54
家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实现了资金银行核验通过率100%，支付渠道
开通率100%。

杭锦后旗切实发挥“双减”工作专门协调机制作用，统筹“监管
一盘棋”，教育、文体、科技、市场监管、金融等部门克服疫情影响，会
同各银行通过线上方式多次专题研究，实现共管联治。旗教育局牵
头组织技术人员一对一连线校外培训机构工作人员，答疑释惑，提
供“下沉式”指导服务，推动机构加快完善信息和数据，打通全流程
监管与服务“最后一公里”。利用纸媒、官网官微等立体化开展宣传
引导，引导家长通过平台查询选择合规机构，并使用家长端APP选
课交费，推动实现校外培训机构的全流程监管。 （记者 刘志贤）

体育云教学丰富学生居家学习生活
为了增强学生免疫力，丰富学生居家学习生活，呼和浩特市赛

罕区锡林南路小学丰州路分校体育教研组及时开展线上集体教研，
适时调整体育课线上授课形式，扎实推进线上体育课教学的各项工
作。

老师们结合学生居家的场地、器材、空间等实际情况，集思广
益，从拉伸准备、居家锻炼、放松活动、安全提示等方面入手，设计
了简便易行多样的线上体育教学项目，让学生宅家也能练出好体
质，使居家学习生活不枯燥。同学们更是将书房变成教室，将客
厅、阳台变身体育锻炼的“操场”。宅家不停练，有助于他们培养体
育锻炼好习惯，并在运动中培养毅力和恒心。 （记者 柴思源）

强国宣言：始终保持军人的使命感、责任感，沿
着公益志愿服务的道路砥砺前行。

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是解决毕业生
就业结构性矛盾的有效途径，也是培养青年
人才的重要途径。基层不仅可以锻炼能力、
增长才干，还能为青年提供更广阔的成长空
间。

时代责任赋予青年，时代光荣属于青
年。有责任有担当，青春才会闪光。迈入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一位
位大学毕业生背上行囊、装上梦想、奔赴基
层，用智慧和汗水浇灌一片片充满希望的土
地。祝福你们，青年人！

记者手记

传 播 校 园 好 声 音传 播 校 园 好 声 音
□本报记者 王磊 通讯员 刘旭 摄影报道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哪里有看点，哪里就有我们！”
在成立之初，这个口号便深深烙印在了每一位薪传通讯社
成员的认知里、行动里。

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薪传通讯社，是一个集
新闻采编、音视频制作、新媒体实务为一体的校园媒体组
织。2016年，通讯社与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同步
成立，不仅成为传递校园声音与社会正能量的宣传窗口，更
为新闻专业学生提供了锻炼专业素养的宝贵机会。通讯社
以“薪”为核心，构建“薪”框架，打造“薪”焦点、“薪”青年、

“薪”电台、“薪”电影、小薪探店等创意栏目。
今年9月，薪传通讯社迎来了第六届成员。同学们继续

以青春的视角去表达和报道，借助现代传播手段传播校园
好声音。

新闻产品制作中新闻产品制作中。。

□本报记者 刘志贤

“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
方去！”

在内蒙古，有这样一群青年，他们从大
城市毕业后，毅然选择到最接地气的农村牧
区、偏远的基层岗位和艰苦行业，无惧基层
苦累，勇担时代使命，让青春之花在基层绚
丽绽放。

徐然：
“扎根基层，绽放

青春，我喜欢这样的
青春！”

在身边的人看来，24
岁的徐然好像总是在乐此
不疲地忙这忙那，他的时
间好像永远不够用似的。

2020年 8月，从包头
职业技术学院刚刚毕业
的徐然通过参加西部计划全国项目的选拔
考试回到了家乡，来到兴安盟突泉县团委
工作。

“一个刚刚走出校园的毛头小子，对基
层工作的理解几乎为零，面对琐碎繁重的基
层工作，他能适应吗？”刚工作时，徐然的很
多同事都担心他待不下去。

不过，勤学好问、踏实肯干的徐然很快
便进入了工作状态，打消了大家的疑虑。他
负责基层组织建设部及突泉县全国项目西
部计划项目办工作，并担任突泉县青年志愿
者协会理事。具体工作有：指导推动共青团
基层组织、团员和团干部队伍建设，指导推
动团的基层阵地建设和基层组织信息化工
作，负责智慧团建、县级青年爱里等工作，负
责突泉县青年志愿者协会具体事务及志愿
服务等……桩桩件件，徐然都不惧困难与挑
战，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每次都能出色完成
任务。

他积极组织参加各项志愿服务，不管是
慰问孤寡老人，还是关爱留守儿童，他都最
先响应、热心参与。2021年 10月，他和同
事们深入到突泉县易地搬迁小区开展了一
次服务青少年的爱心活动，他们给孩子们辅

导作业、和孩子们分享大学生活、鼓励孩子
们好好学习。细心的徐然发现，有一个男孩
沉默寡言、缺乏自信，细打听后了解到，男孩
成长在一个单亲家庭，父亲长年在外打工，
他平时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孩子的眼神深深触动了徐然，他在心里
默默地说：“我一定要帮助他！”之后的岁月
里，徐然兑现了承诺：除了给予男孩家里物
质帮助外，他还常常来到男孩身边，与他读
书画画、做游戏、为他辅导作业……慢慢地，

男孩的话多起来了，脸上也有了笑容。
“留守儿童最需要的是陪伴和关爱，我一

个人的力量很小，但团队的力量却是无穷
的。”徐然说。从那以后，他心里牵挂上了这
些留守儿童。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带上几
名大学生志愿者，到社区给孩子们补习功课、
送去书本文具、陪他们做游戏。在孩子们心
里，徐然就是一名博学多识、善良热情的大哥
哥，他们都愿意向这位大哥哥敞开心扉。

今年5月以来，突泉县因地制宜，实施
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六项工程、六到村户”工
作，精准对接农户需求。作为一名结对干
部，徐然的帮扶对象是南厢村村民贾春霞，
贾春霞和老伴年纪较大，行动不便，再加上
老伴脑血栓复发，家中菜园的打理成了老两
口最困难的事儿。得知这一情况后，徐然隔
三差五就来一趟，进门便浇水、除草，把菜园
打理得井井有条。

“多亏了小徐，时不常来看看我们，他真
是惦记我们啊！”贾春霞感激地说。

“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微小而平凡
的，但能为家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微薄力
量，我觉得这些事儿都是有意义的。扎根基
层，绽放青春，我喜欢这样的青春！”徐然说。

刘桢民：
“让青春与光热

结缘，这是我无悔的
选择。”

“心中有担当，生命
就会熠熠发光。而我的
使命，就是让这片草原
灯火辉煌。让青春与光
热结缘，这是我无悔的
选择。”刘桢民坚定地说。

刘桢民是内蒙古
工业大学电力学院 2019 届毕业生，毕业
后他没有留恋大城市的生活，毅然决定到
中船新能乌拉特中旗光热发电项目工作，
成为一名基层电力检修人员，投身于保障
边疆草原绿色光热发电的伟大事业。

光热发电是一个新兴行业，集发电
与储能为一身，是可替代化石能源电站
做基础负荷和调峰负荷的绿色电源，对
于保证电力系统安全、高效，助力实现

“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作用。正是因为认
识到这一点，刘桢民时刻保持饱满的干
劲儿和战胜困难的勇气，深深热爱着自
己的事业。

刘桢民所在的光热发电项目是首批
国家级光热发电示范工程，在公司电站建
设和调试及后续运维的过程中，几乎每天
都会出现新的技术问题。区别于传统的
火电，光热发电有自己特有的设备和系
统。而刘桢民大学时期的专业学习更多
的是传统火电相关知识，面对众多陌生的
设备与系统，他一时无法上手，但他从未
气馁。为了及时有效解决这些“拦路虎”，
他积极参加公司和部门组织的各类技术
培训，认真研读系统图、操作规程，遇到困
难虚心请教。没有现成的教学和讲解书
籍，他便把设备和系统的说明书搜集起
来，认真研读。由于很多特殊设备都是进
口的纯英文设备，说明书也只有英语版
本，他一字一句地翻译，一页一页地标注，
一点一点地积累，经过不断研习积累，形
成了近 3厘米厚的说明书及英译汉图册，
他每天都要翻看这本“宝典”，以至于图册
很快就卷边了。

为了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经常实

地查看，参与设备的拆装过程，彻底了解
了各种设备的特性，为今后的检修工作打
下坚实的基础。一次，公司某关键设备试
运行故障，与厂家沟通无果后，刘桢民沉
着应对，他结合自己的“宝典”和积累的经
验，迅速找到问题根源并指导厂家调整解
决，成功完成了该项检修工作任务。

110KV线路倒送电一次成功、汽轮机
一次性冲转成功、首次并网发电成功、首
次实现满负荷发电成功……一次又一次
的成功调试，不断激励着这位初出茅庐的
小伙子，一切努力都有了回报，一切经历
都充满了意义。

“那些为绿色光热事业奋斗的日子，
那些克服无数问题困难的时刻，那些加
班加点的从黑夜到黎明的晨曦，我将永
远铭记，并继续攻坚克难，不断前行！”刘
桢民说。

成员大合影。

“90后”小伙儿
成为致富带头人

□本报记者 于欣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