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夕夜，呼和浩特热电厂的工作人员依然在坚守岗位，对设备进行巡检。为全力
做好春节保供电保供热工作，呼和浩特热电厂通过组建供热抢修救援队伍、加大储煤
力度等措施，确保春节期间千家万户室温舒适和正常用电。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巡检设备巡检设备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郭洪申郭洪申
通讯员通讯员 白敖敏白敖敏 摄影报道摄影报道

日前，走进通辽市扎鲁特旗前德门

苏木扎嘎斯台嘎查黏豆包生产加工车

间，热气扑面，空气中弥漫着黏豆包的

香甜。

制作车间里，几名工人动作麻利地

捣豆馅、包豆包，忙得热火朝天。另一

边，一层层笼屉高高码在蒸箱里，一屉

屉即将出锅的豆包喷着白气。

车间负责人乌云娜介绍，冬月腊

月是黏豆包的销售旺季，春节期间订

单更是接连不断，工人每天都在加班

加点地生产，一天能生产黏豆包 700

斤左右。

2019年，为提升“造血”功能，壮大

嘎查集体经济，在前德门苏木党委政府

的积极引导下，扎嘎斯台嘎查“两委”班

子和驻村工作队因地制宜，聚焦妇女群

体和嘎查留滞劳动力，成立了黏豆包生

产加工车间，并注册“佰吉纳”牌商标，

以线上线下零售、批发相结合的方式，

让黏豆包有了稳定的销售渠道。同时，

借助回头客的推荐和微信朋友圈的宣

传，黏豆包销量持续增加，年销售达到

了2.5万斤。

这不仅为嘎查集体经济带来可

观的收入，也让村民们的日子越来越

红火。黏豆包销售的增加，为村民提

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促进了村民冬

季增收。“现在，车间一共有固定员工

8 人，销售旺季用工 20 余人，都是本

村的妇女，大家一边唠着家常、一边

忙活，平常既能照顾家里又增加了收

入。”乌云娜说。

同样，在该苏木吉日花嘎查党支部

领办的吉日花乌兰香食品厂内，工人们

也正忙着把蒸制好的黏豆包进行冷冻、

真空包装，准备发往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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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月 22日讯 （记者 韩雪
茹）“进牛！”1月 18日，随着一声令下，

一辆辆满载着奶牛的车辆缓缓驶入蒙

牛中国乳业产业园和林格尔 4万头奶

产业园区正缘嘉立荷牧场，3000头进

口奶牛顺利入园。在牛舍入栏口处，

“新成员”们依次排队，踩着铺满干草的

柔软坡道小跑着进入为它们精心打造

的“新家”。

2022年 7月，和林格尔县政府、蒙

牛集团、天津食品集团、天津嘉立荷牧

业集团、内蒙古正缘农牧业有限责任公

司五方达成合作共识，正式启动正缘嘉

立荷牧场项目，各方齐心协力保用地、

筹资金，调牛源、抢进度，从开工到进牛

仅用了7个月时间，建设周期缩短了一

半，实现了当年开工、当年进牛，跑出了

项目建设“加速度”。

据了解，蒙牛中国乳业产业园和

林格尔 4 万头奶产业园区着力打造

“种养结合、粪肥还田、节能环保”的

绿色循环奶牛养殖综合示范园区，总

投资 19 亿元，占地 2700 亩。园区建

设 4 座现代化牧场，周边配套种植有

机饲草 7000 亩，预计 2025 年园区满

产，日均产奶量将达到 800 吨。该园

区采用“农企联合、以租代建”模式，

由内蒙古正缘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牧场实施“交钥匙”工程，天津嘉

立荷牧业集团租赁运营，政府给予全

方位的政策支持以及蒙牛集团落实

保收购，充分发挥各方资源优势，实

现“政企农”三方利益紧密联结，有效

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为奶业振兴增

添了新动能。

“蒙牛集团积极落实自治区‘奶

九条’政策，打造中国乳业产业园项

目，推动奶源基地建设。到 2025 年，

计划推动新建 46 座牧场，增加 47 万

头奶牛存栏。目前，已建成和在建牧

场达到 44 座。”蒙牛集团副总裁郭晓

斌说。

30003000 头进口奶牛入驻头进口奶牛入驻
蒙牛中国乳业产业蒙牛中国乳业产业园园

本报 1 月 22 日讯 （记者 李永
桃）记者从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

获悉，2022 年我区坚持以服务实体经

济、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为导向，努力克

服疫情影响，多举措推动跨境人民币业

务提质增量，2022年全区跨境人民币收

付合计1293.3亿元，同比增长32.5%，年

度结算量突破千亿元。

2022 年我区金融机构紧盯关键领

域、关键地区，有效帮助涉外企业规避汇

率风险。我区加强对“一带一路”等重点

地区、大宗商品等重点领域的跨境人民

币金融服务，鼓励结算银行立足自治区

涉外经济特点，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主动

融入口岸经济发展，精细服务市场主体

跨境人民币业务需求。2022年，全区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跨境人民币

收付 312.9 亿元，同比增长 53.23%。其

中，与毗邻俄罗斯、蒙古跨境人民币结算

额分别为 50.9亿元、193.4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276.1%、22.6%。煤炭、原油等大

宗商品跨境人民币结算额约 177亿元，

同比增长超1倍。

2022 年我区金融机构扎实落实便

利化政策，为自治区涉外经济发展增效

赋能。2022 年全区共确定 232 家人民

币跨境结算优质企业，比上年新增 155

家，全区各结算银行按照便利化方案办

理跨境人民币业务139.9亿元。

2022年我区优化金融服务，着力保

障疫情期间跨境人民币业务“不断档”。

2022 年 10 月以来内蒙古多地突发疫

情，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督促结

算银行为市场主体提供便捷灵活的跨境

人民币金融服务。2022年第四季度，全

区跨境人民币收付 446.5 亿元，同比增

长35.3%，高于全年平均增速2.8个百分

点，跨境人民币业务在静态管理期间连

续、有效运转。

我区跨境人民币业务规模突破千亿元

□本报记者 王玉琢 实习生 闫娜

腊月二十六中午时分，达拉特旗白泥井镇侯家营

子村官牛犋南社一下子热闹起来。从四面八方蜂拥

而来的社员们，聚集在活动中心小广场，迎来了村民

们的大喜事——“统种共富”分红。

510万元的现金被整齐码放在桌子上，堆积如小

山。签字确认、领钱，社员们满脸洋溢着幸福，今年73

岁的村民刘二兵一家就领到了10.8万元分红股金……

和他一样幸福喜悦的全社281位村民，每人都领

到一个大红包。今年是官牛犋南社推行“统种共富”

土地合作经营模式后进行分红的第四个年头，分红股

金一年比一年高，村民的腰包一年比一年鼓，幸福感

也一年比一年足。

参与此次分红的村民少的可以领到上万元，多的

一次就领到十几万元。沉甸甸的分红股金拿到手，大

家心里都乐开了花。实践证明，“统种共富”在官牛犋

南社，确实是行得通、走得稳，给当地百姓铺就了共同

富裕的新路子。

官牛犋南社户籍在册人口281人，全社耕地面积

3161.6亩。2019年，在当地镇党委的鼓励推动下，官

牛犋南社坚持以党建统领为核心，充分发挥基层党组

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示范引领作用，在村里组建合作

社负责全社3000多亩土地的种植、管理和销售，村民

以土地自愿入股方式加入到合作社内成为股东，这样

合作社和村民结为一个利益共

同体，大家成本均摊、风险均担、

利益均沾。从 2019 年“统种共

富”模式在该社落地后，经过 4

年的运营，村民的分红股金由起初的人均1.19万元增

加到现在的1.8万元，该社的村集体经济收入也突破

了100万元。

侯家营子村党总支副书记石根小对记者说：“今

年我们全社人均分红1.8万元，相比于去年人均多增

收了3300元。我们想着下一步把这种模式推广到全

镇，让老百姓富起来，乡村美起来。”

近年来，达拉特旗持续激活农村发展要素和发展

潜力，探索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新渠道，形成了以白

泥井镇侯家营子村官牛犋南社“统种共富”为代表的

一大批试点示范村社，土地合作经营模式更加多元，

与农户的利益联结也更加紧密，目前全旗的土地适度

规模化经营面积达135万亩，受益农户3.2万人。

这个村这个村““统种共富统种共富””分红分红510510万元万元

□本报记者 刘玉荣
实习生 张俊云 摄影报道摄影报道

除夕，在位于内蒙古大兴安岭最北

端的满归森工公司大山深处的管护员

仍在坚守着岗位。此时，室外茫茫林区

白雪皑皑，管护员彭成良大口地喘着热

气，在零下40多摄氏度的严寒中，瞬间

便将眉毛和额头的发梢染成了白色。

彭成良、陶凤艳夫妇是满归森工公

司北岸林场夫妻管护站的管护员，1月

21日，天刚亮，彭成良戴好袖标，像平常

一样，迎着寒风向山林里前行。大雪没

膝，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走路很费

劲，雪直往鞋窠里灌，一个不小心还容

易被树枝划伤。巡山管护、森林防火，

确保大山时刻在管护之中，这不仅是工

作常态，更是一份神圣的职责。彭成良

觉得既然干了这份工作，就得负起责任

来，把这5774公顷的“领地”管护好。

彭成良巡护回来，天上飘起了雪

花。夫妻俩一起贴春联、窗花，挂灯笼，

冻冰灯。崭新的木屋，红红的灯笼，醒目

的春联，五彩的冰灯……被装扮一新的

管护站瞬间年味儿十足。为了让春节更

有仪式感，二人决定再堆两个雪人。

此时，满归森工公司北岸林场主任

陈兴、党支部书记张燕和青年志愿者正

带着精心准备的年货行进在通往这个

夫妻管护站的路上。与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的年货中还有一个温馨的“文化大

礼包”。抵达管护站路口时，彭成良夫

妻正有说有笑地堆着雪人，于是大家共

同加入了堆雪人行列。在大家的巧手

装扮下，2个憨态可掬的雪娃娃诞生了，

为银装素裹的大山增添了不少喜气。

大家开心地与雪娃娃合影留念。

走进管护站室内，窗明几净，喜庆温

馨。“今天我们为你们送上一份感谢和祝

福，还有特意准备的联欢节目！”随着张

燕书记的开场，一场特殊的“春晚”在管

护站精彩上演。《我的祖国》诗歌朗诵、歌

曲《站在草原望北京》……每个人发挥各

自特长，你来首歌，我来个朗诵，他来支

舞蹈，尽情展示自己的“绝活儿”。“我也

高兴啊，我也唱首歌，我们一定要好好工

作，像螺丝钉一样钉在岗位上，把这工作

干好。”随着现场气氛的不断升温，彭成

良自告奋勇唱了一首《大海航行靠舵

手》，赢得阵阵掌声。大家一起合唱《难

忘今宵》，将气氛推向高潮。最后大家手

拿彩扇来到室外，伴着二人转《美观》的

欢快旋律，扭起了东北大秧歌。欢乐的

气氛中，彭成良夫妻也戴上红围脖加入

了表演队伍。大家带着对未来的美好祝

愿载歌载舞，共同欢庆新春佳节，

欢声笑语在寂静的大山里回响。

大山深处的夫妻管护站大山深处的夫妻管护站

大年初一，千家万户张灯结

彩、欢度佳节。在这阖家欢乐的

幸福背后，是无数人时刻“在线”

的默默坚守。他们守护在滴水成

冰的塞外边疆，他们工作在煤炭

保运的第一线，他们奋战在守护

生命的“战场”……

边防线上 我为祖国守边

1 月 22日，大年初一。阳光

照射在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

国门上，金色的国徽熠熠生辉。

国门下，一列列中欧班列驶出国

门。

“1287 次列车出境，准备接

车。”对讲机里传来指令，二连出

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王崇颜拿上

执法记录仪、验讫章和手电筒，在

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中，对通

关列车进行边防检查。

“坚守岗位，确保口岸通关顺

畅是我们的职责，在国门下过春

节，我觉得很光荣。”已 5年没回

河北老家过年的王崇颜说。

保供线上 我为万家送暖

22日上午，伴随着汽笛长鸣，

一列由 105 节车厢组成的“钢铁

长龙”缓缓启动，这是一列满载煤

炭的万吨大列。

“塔黄旗东站，71404次列车

接近。”50岁的司机吕鸿勋通过对

讲机联系车站，这是他第 21次在

春节假期值班。

他值乘的唐包铁路是内蒙古

煤炭“出区达海”的必经之路。“我

们的任务是保证煤炭顺利抵达港

口。”吕鸿勋所在的车间承担着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

集团有限公司76.6%的万吨煤炭列车牵引任务，近期

平均每隔27分钟就有一班乘务员出勤。

唐包铁路海拔落差 1300多米，列车头尾高度最

大落差达 20.5 米。万吨列车以七八十公里的时速

一路俯冲，操作稍有不当就可能脱轨。运行途中，

乘务组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对车头的动力、制动设备

进行检查。

“春节期间，电煤需求量更高，运量需求也更大。

我们更得打起十二分精神，严防事故隐患。”对吕鸿勋

来说，春节坚守岗位，意味着更重的责任。

健康线上 我为生命护航

“一名孕妇早产，孕29周 6天，双胞胎，请重症监

护室做好准备……”

“收到！”

肖超景与同事准备好转运暖箱、呼吸机等设备

后，迅速赶到产房区待命。

这对双胞胎女孩，一个 1000 多克，另一个只有

800多克。转运到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后，肖超景与同

事立即进入工作状态：查看呼吸情况、监测血氧、检查

感染指标……这是几天前发生在内蒙古自治区妇幼

保健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的紧张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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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一，呼和浩特
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
司第五汽车公司，公交汽
车驶出场站。春节假期，
为保障群众正常出行，呼
市公交公司所设 100 余条
公交线路除部分郊区线
路正月初一停运一天，其
余 线 路 全 部 正 常 运 营 。
同时，推出部分夜间、旅
游免费专线，保障市民、
旅客出行。
本报记者 怀特乌勒斯 摄

春节假期公交线路正常运营春节假期公交线路正常运营

1月 22日，呼和浩特市
赛罕区金桥开发区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孙要强医生为
患者诊疗。春节期间，该
卫生服务中心合理安排人
员值守，为群众提供安全
有序的就医环境。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诊疗服务诊疗服务
““不打烊不打烊””

贴对联贴对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