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 春 走 基 层
正月十五闹元宵，“文旅大

集”真热闹。2月 3日至 5日，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
家”多彩鄂尔多斯——2023年
元宵节“文旅大集”活动在鄂
尔多斯市康巴什区拉开帷幕，
一场耳目一新的文旅盛宴在
市民和游客的热切期盼中闪
亮登场，中华民族传统节日被
赋予新的文化内涵。

元宵节期间，鄂尔多斯市
主城区和各旗区的街道、广场
和景区花灯闪耀、流光溢彩、游
人如织，猜灯谜、赏花灯、看展
览、逛夜市，一系列不落俗套又
不失年味儿的主题文旅活动吸
引了数万群众踊跃参与。

“今年鄂尔多斯的元宵节
特别热闹，我特意带着全家人
从包头赶来，一进城就被这璀
璨的街灯、亮丽的景观所吸
引，各种丰富有趣的活动也让
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文化氛
围。”来自包头市的史先生对
鄂尔多斯今年的元宵节“文旅
大集”赞不绝口。

记者从鄂尔多斯市文化和
旅游局了解到，为更好地满足人
民群众多样化、高品质的精神文
化需求，鄂尔多斯市筹备了精彩
纷呈的2023年元宵节“文旅大
集”活动，全市123项文化活动陆
续与市民和游客见面。

“此次元宵节活动突出三大亮点，一是
彰显文化内涵，二是体现贴心服务，三是促
进消费恢复。”鄂尔多斯市文化和旅游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

这几点，市民和游客都深有体会。作为
元宵节“文旅大集”，无论是演出还是展览，
都散发出浓浓的文化韵味，文化过节的氛围
感已被拉满。

广场文艺演出是元宵节活动的“重头戏”，
搭建在康巴什区乌兰木伦湖区户外的高科技
三维立体舞台，是元宵节大型主题晚会、漫瀚
调表演、元宵节音乐会、晋剧表演的主舞台，这
些体现民俗文化、大众喜闻乐见的演出都已在
节日期间陆续上演。无人机表演、音乐烟花
秀、灯谜游园会、花车巡游等新潮与传统相结
合的活动，受到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喜爱。期
间，鄂尔多斯博物馆还推出了长城两边是故
乡——内蒙古文物菁华展、大展宏“兔”——
2023癸卯（兔年）新春生肖文物图片联展等
富有传统文化气息的展览；鄂尔多斯大剧院
推出了小提琴室内乐音乐会、音乐木偶剧
《嫦娥奔月》等高雅精致的演出；市文化馆推
出猜灯谜、看大戏、做元宵、品元宵等活动；
市图书馆开展了第十四届“迎元宵 猜灯谜
读好书 共享文化”系列活动。同时，葫芦烫
画技艺、鄂尔多斯刺绣等非遗项目和百款文
创产品展示展销活动也精彩亮相。

鄂尔多斯这一场元宵节“文化大集”，不仅
是一次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惠民活动，还
是一次激发经济活力、促进经济恢复、提振消费
信心的举措。活动期间，鄂尔多斯市发出价值
500万元的4万份“礼品盲盒”在线上开抢，包
括演出门票、景区产品、文创产品、餐饮住宿优
惠产品等，带动本地文旅产业消费提升。据鄂
尔多斯市文化和旅游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23
年一季度，全市将发放促进文旅消费补贴资金
320万元，截至1月31日，总计发放文旅惠民消
费券98130张，补贴金额222万元，直接带动
文旅消费974万元，综合拉动比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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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冯雪玉

炉火烧到 2000 度，铁块融为赤红
铁水，只见一名匠人将炙热铁水舀出抛
到空中，另一名匠人手持铁棒猛力击打
铁水，霎时间铁花飞溅、流星如瀑，不是
烟花胜似烟花，极致绚烂的场景让人叹
为观止，前来观赏的市民游客纷纷拿出
手机记录这美妙瞬间。

这项始于北宋的古老技艺被称为“打
铁花”，流传于豫晋地区，象征着兴旺发
达。2月3日到5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打铁花”每晚在呼和浩特市如意小镇上
演，为元宵节再添一份璀璨。

“春节期间，我们邀请了很多国家级、
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人，展
示非遗绝技，让市民游客了解技艺背后蕴
含的历史文化，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实现
中国传统文化‘看得见、听得见、遇得见’。”
呼和浩特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工作人员说。

“打铁花”带来不一样的烟火，冰上嘉
年华让国潮与春节燥起来。

2月3日，呼和浩特市东河劳动公园
里人声鼎沸，广场上的露营展示区，街舞选
手秀起了酷炫舞蹈，引得游人欢呼雀跃，文

创市集里各色文创产品让人目不暇接。
冰面上更热闹，有打冰球的、有驾着卡丁车
在雪地飞驰的、有转冰上“九曲阵”的，真是
一幅活灵活现的“冰嬉图”。

当日，“多彩青城·潮玩新春”——
2023年呼和浩特东河冰上嘉年华正式
开幕。活动设计了形式多样的娱乐活
动，体验感强、互动性高，让这个春节充
满了不一样的年味。今年春节，呼和浩
特市打出的“新时代新国潮”双重元素，
把非遗展示、民俗表演、冰雪运动、创意
市集等活动“混搭”，加上沉浸式体验，
不少市民游客觉得青城越来越时尚
了。据了解，呼和浩特市有 140多项活
动在春节期间推出，让市民游客尽享文
化大餐，让烟火气漫卷全城。

千年绝技添璀璨 国潮盛宴庆佳节

2 月 4 日下午，包头市举行第 13 届鹿城元宵节民间文艺展演活动。活动以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宗旨，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突出地方民间文化特色，助力提升城市烟火气。此次活动从全市精选了 12支展演队伍，内容包括彩车、秧歌、高跷、
脑阁、划旱船、舞龙舞狮等。 本报记者 宋阿男 摄

第 13届鹿城元宵节民间文艺展演

2 月 3 日，民间艺人在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万锦学
校 敲 锣 打 鼓 迎 接 元 宵 佳
节。当日，该校举办“锦豆
豆 闹 元 宵 ”正 月 十 五 游 园
会，活动邀请学生和家长代
表参加，通过赏花灯、猜灯
谜、品尝汤圆、投壶等形式
多样的民俗活动，热热闹闹
迎接元宵节。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欢庆的锣鼓
敲 起 来

2 月 4 日，首府市民在内蒙古展览馆广场逛九曲。“畅游九曲
祈福国泰民安”是该馆今年围绕春节、元宵节推出的系列主题活动
之一，正月十四，九曲迎元宵，不少市民携亲友到此逛九曲，感受传
统文化魅力。 本报记者 怀特乌勒斯 摄

畅游九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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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 4日讯 （记者 李永桃）
2月 4日，全区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电视电
话会议在呼和浩特召开。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
席黄志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黄志强说，内蒙古经济总量要恢复
至全国中游水平，必须大抓发展，加快发
展。实现大发展大投资是前提，要树立
雄心壮志、大干快干，千方百计做大经济

总量。实现大投资“开门红”是基础，要
抓好“冬施工程”，加快办理前期手续，能
开工早开工，跑出“加速度”。实现大投
资要素保障要到位，能耗、水、资金要应
保尽保，弄懂用活金融工具，全方位支持
项目早开工、早建成、早见效。推动大项
目建设精准调控是杠杆，要进一步完善
立体式调度体系，推动全年重大项目建
设强劲开局。

全区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黄志强主持会议

本报2月4日讯 （记者 柴思源）
2月 3日，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乌兰察
布赛区雪上项目在乌兰察布市凉城岱海
滑雪场开赛。

本次比赛共进行越野滑雪、冬季两
项2个大项、46个小项的比赛，总计产生
46枚金牌、138枚奖牌。本次比赛为期
12天，共有来自全区的 8支代表队，近
200名运动员同场竞技，争夺荣誉。

比赛首日，越野滑雪双追逐项目率

先开赛。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选手身姿矫
健地冲入雪道，驰骋在茫茫雪原中，用滑
板留下努力拼搏的印记。比赛首日共产
生 4枚金牌，呼伦贝尔市代表队斩获首
金，并喜获3金2银的优异成绩。自治区
十五运越野滑雪项目竞赛裁判长付皞说：

“越野滑雪项目在内蒙古发展有近10年
时间，这些年队伍发展非常迅速，也涌现
出了一些优秀的运动员。这次比赛希望
能看到更多有潜力的青少年选手。”

自治区十五运乌兰察布赛区雪上项目开赛

□本报记者 宋爽

“家里老人刚出院需要制氧机，没
想到给社区打了一个电话，很快就送来
了。”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呼和塔拉社
区居民蒋建军在收到制氧机后，连声向
社区工作人员道谢。

日前，蒋建军的父亲出院后仍需要
吸氧，正当他为家里没有制氧机犯难
时，看到社区网格员发到群里的“为 65
岁以上身患基础性疾病的老年人免费
提供制氧机、医用氧气等氧疗设备”的
通知后，马上给社区党支部书记打了电
话。很快，制氧机便送到了他的手中。

一个电话、一条微信、一个诉求，听
的是群众心声；一名党员、一盒药品、一
句叮嘱，守的是服务阵地。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党委
关于推动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在科学精
准防控中更好发挥作用的指示要求，自
治区党委组织部印发了《关于组建嘎查
村（社区）暖心服务小分队开展便民服

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在全区发布组建
暖心服务小分队“动员令”，紧扣居民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特别是节假日期间生
活、就医、用药需求，畅通服务群众“最
后一米”。

“我们村的暖心服务小分队成员都
是党员，他们人头熟、情况熟，真心实意
为大家服务，群众也信任他们，在服务
过程中也提高了党组织的凝聚力。”赤
峰市克什克腾旗红石砬子村党支部书
记赵海芬说。

不仅仅是赤峰市，全区各地的暖心服
务小分队以“嘎查村（社区）党组织——网
格党支部（党小组）——党员联系户”三级
组织体系为依托，整合嘎查村（社区）党员
干部、专兼职网格员、驻村工作队、志愿者
等人员力量，对辖区内居民群众开展拉网
式摸排走访，并通过公示栏、微信群等方
式，及时公布小分队成员联系方式，让群
众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暖心服务。

据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组织二处处
长杨存贵介绍，各暖心服务小分队实行
分组联系、到户到人，对特殊重点人群

安排专人开展服务，全力保供群众的
“菜篮子”“米袋子”“药箱子”。

如果说强化党建引领，是为了谋好
“关键步”，那么细化工作举措，方能下
好“精准棋”。

“千万不要着凉、不要吃辛辣食
品……如果有呼吸急促、喘息的症状要尽
快去医院。”包头市昆都仑区社区志愿者
吴春梅大夫又多了一个新身份——暖心
服务小分队医疗组队长。连日来，为群
众提供线上诊疗，解除用药困扰成了吴
大夫的日常。

全区上下探索将卫生院医务人员、
乡村医生等纳入暖心服务小分队，满足
群众就医用药、疫苗接种等专业化需
求。同时，探索建立“小分队初办——
嘎查村（社区）联办——苏木街镇兜底”
的服务模式，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答
复。截至目前，全区8.27万支暖心服务
小分队累计走访群众212.3万户，开展送
医送药 40.7 万次，帮助代购代办事项
38.4万件，让党的温暖融入千家万户。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暖心服务小分

队队员们深入每家每户通过拉家常、话
家事的方式宣传疫情防控的最新政策
要求，引导广大党员带头开展邻里互帮
互助行动，帮助群众解决燃眉之急。

巴彦淖尔市充分发挥各类志愿组
织党组织熟悉地情、民情优势，组织353
个志愿组织参与暖心服务，推动志愿者

“进”小分队、在职党员“驻”小分队、群团
组织“联”小分队、专职网格员“包”小分
队，进一步提升为民服务的“组合效应”。

“暖心服务小分队直插基层一线、
贴心服务群众，一面承载着群众的期
望，一面体现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理念。”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组织三处处
长王勇告诉记者，今年自治区《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强化基层治理能力现代
化建设，开展“新时代新社区新生活”服
务治理提升专项行动，完善“网络+网
格”基层治理平台和社会工作服务体
系，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让群
众的安危冷暖、家长里短有人关心有人
管，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让百姓幸福
更有质感。

微光成炬 以爱暖冬

本报锡林郭勒 2月 4日电 （记者
巴依斯古楞 通讯员 李会飞）春节刚
过，在阿巴嘎旗工作的朋友满都拉打来
电话，让记者帮他在锡林浩特市找个合
适的住房。

“父母年龄大了，我一直想在锡林
浩特市给他们买一套房子。以前，二套
房的首付比例高，我是心有余而力不
足。现在政策好了，不仅首付低，贷款
额度也提高了，还款压力不大，找房的

事儿就拜托你了。”电话里满都拉不无
轻松地说道。

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满都拉掌握
的信息是准确的。2023年，锡林郭勒盟
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了调整，将购买
二套住房公积金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
于 50%和 60%调整为不得低于 20%。
同时，将锡林浩特地区住房公积金贷款
额度最高60万元、其他旗县市区最高50
万元统一调整为 70万元。还将部分还

款每次不得低于3万元调整为1万元。
“今后，住房公积金还将释放更多

红利。目的就是更好地发挥住房公积
金在服务民生、住房保障领域的积极作
用。”锡林郭勒盟住房公积金中心副主
任丁剑明说，2023年，该盟将以党的二
十大精神为指引，围绕“平台标准化、行
为规范化、运行网格化、服务效能化”工
作主线，持续发力，协同推进，在实现

“房住不炒”中发挥积极作用，让更多的

群众获得政策红利。
据介绍，目前，锡林郭勒盟住房公

积金个贷率已回落到70%，公积金存量
资金充足。为进一步拉动住房市场消
费，本着能贷尽贷、能提尽提，从而释放
住房公积金最大红利的原则，该盟对住
房公积金部分使用政策进行了调整，为
像满都拉一样的群体带来了福音。

截至 2022 年底，锡林郭勒盟累计
缴存住房公积金190.32亿元，累计提取
住房公积金112.47亿元，占缴存总额的
59.10%，累 计 发 放 住 房 公 积 金 货 款
62590 户 129.34 亿元，贷款余额 53.79
亿元。

锡 林 郭 勒 盟 ：释 放 住 房 公 积 金 最 大 红 利
本报2月 4日讯 （记者 李国萍）

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获悉，2023年
春节期间，自治区 12315热线呼叫平台
坚持 24小时人工值守，期间，全区共接
收消费者咨询、投诉、举报1957件，同比
增长6.88％，其中投诉举报共798件。

据悉，随着各类服务行业恢复营业，
消费者在外消费活动明显增多，春节期
间服务类消费投诉举报增幅明显，占投
诉 举 报 总 量 的 52.13% ，同 比 增 长

29.60%。
在接到的1957件咨询投诉举报中，

咨询1159件，占接收总量的59.22％，同
比增长2.84%；投诉683件，占接收总量
的 34.90%，同比增长 10.16%；举报 115
件，占接收总量的 5.88%，同比增长
36.90%。投诉举报量排前五位的商品
及服务大类依次为餐饮和住宿服务105
件、销售服务104件、文化娱乐体育服务
75件、一般食品71件、服装鞋帽59件。

春节期间自治区12315热线接到投诉举报798件

2月 4日，在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非遗高跷传承人正在与观众互
动。当日，托克托县大街小巷热闹非凡。踩高跷、扭秧歌、跑旱船、敲
大鼓……一场场社火展演，给群众带来了精彩的视觉盛宴。

本报记者 郑学良 实习生 乌力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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