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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乌珠穆沁旗

本报锡林郭勒 4 月 19 日电 （记者
巴依斯古楞 通讯员 武雅丽）日前，东
乌珠穆沁旗海关关员白洁和李国敏早早
走进内蒙古爱味客食品有限公司，针对企
业近期提出的宣讲需求，上门进行政策宣
讲和普法。

“东乌海关一直持续关注我们企业发
展，给我们确定了联络员，同事们昨天只
是在微信群上说对这个AEO政策了解得
不是很清楚，没想到今天他们就过来上门
宣讲啦！”企业经理赵燕说。

“我们针对企业和群众对海关政策宣

讲和普法工作的需求，从全关召集了一支
志愿宣讲队伍，遇到企业有需求，志愿宣
讲队就会深入企业、走到群众身边宣讲。”
东乌海关监管四科科长孙小霞介绍道。

东乌海关坚持志愿服务活动与边关
文化建设有机融合，将海关职能与群众对
志愿服务活动的需求有机结合，先后组织
开展了无偿献血、疫情防控、爱国卫生、海
关政策宣讲“一对一”等活动，累计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 60余次，志愿服务时长 2000
余小时，帮扶企业 200余次，涉及企业 80
余家。

海关暖企志愿服务在行动

东胜区

开鲁县

本报通辽 4 月 19 电 （记者 郭洪
申 通讯员 杨景欣 张美娜）“前些年
因为觉得办理‘房产证’手续太过繁琐，暂
时打消了办证的念头，现在家门口就能办
证，这就太方便了！”日前，得知能在家门
口免费办理不动产权证书，今年60岁的开
鲁县东来镇永发村村民张秀财一大早就
来到村委会排队。

张秀财说的“房产证”就是现在农村
“房地一体”宅基地不动产权证书。近日，
开鲁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精心梳理办理流
程，扎实抓好全县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

记工作，打造“登记不出村，领证家门口”
的便民高效登记发证模式。

“如果在办理过程中，出现与数据库
不符合的情况，我们会派专业人员到现场
核实，让老百姓满意，确保发证无误。”开
鲁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高大伟说。

开鲁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李明华
表示，在6月底前，全县农村“房地一体”发
证率确保达到 95%以上，实现“应登尽
登”，为进一步盘活农村土地资源，深化农
村改革、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产权基
础。

“送证上门”让村民办证不发愁

本报鄂尔多斯 4 月 19 日电 （记者
郝雪莲 通讯员 王云飞）一大早，东胜
区铁西公园南门的早市就热闹了起来，小
商户们早已将货物摆放到指定摊位，蔬
菜、水果、肉类、干果等一应俱全，前来逛
早市的市民络绎不绝。

为缓解市容管理与民生需求矛盾，
促进地摊经济，激发城市消费活力，今
年东胜区在就近方便、不影响行人和车
辆通行的前提下，在全区共设置便民小
微市场 12 处 800 多个摊位。市民用本
人手机号注册登录，填写摊位名称、摊
主姓名、联系方式和经营内容，便可申
请到合适的摊位。申请成功后，摊主只

需点击导航按钮，便可找到申请到的摊
位位置。

“‘一键摆摊’让我们百姓摆摊更方便
了！”上了年纪不好就业、家庭比较困难的
小商贩赵利琴很认可政府的这一举措，这
让和她有相同处境的群众可以实现灵活
就业。

“我们根据辖区内的实际情况，合理
规划设置便民服务市场，引导商贩进入市
场规范、有序、文明经营。同时，我们将刚
性执法与人性化服务有机结合，增加服务
的温度，让这座城市更有烟火气。”东胜区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天骄分队教导
员刘鹏说。

“一键摆摊”彰显城市管理温度

托克托县

阿荣旗

【观察】
科右前旗

□本报记者 高敏娜 实习生 于舰勐

“2022年，全旗奶牛存栏5.8万头，肉牛存栏
32万头，肉羊存栏达380万只，全旗牧业年度牲
畜存栏445万头……”

当年，随着中博农、中利、优然和白音等4座
万头牧场的建成投产，兴安盟科右前旗畜牧业迎
来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机遇，然而也带来了牲
畜粪污处理压力——每年牲畜养殖产生粪污达
420万吨。

科右前旗为破解牲畜养殖环保难题，按照
“政府引导、企业为主体，因地制宜、因场施策”的
原则，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
作，大力发展绿色生态健康养殖，加快构建现代
畜牧产业体系。通过引进自治区首家社会化第
三方粪污治理企业，将牲畜粪污变成可利用资
源，为解决这一难题交出了令人民满意的答卷。

走进内蒙古希望蒙能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远远望去能看到7座直径为22米、高度18米
的厌氧反应器，发电机的轰鸣声不时从远处传
来。令人疑惑的是，这里并没有传统粪污处理过
程中经常会闻到的粪臭味，究竟是如何处理才让
粪臭味消失的呢？带着疑问，记者走进了总经理
华振伟的办公室。

华振伟笑了笑说道：“我们企业通过将牲畜
粪污进行厌氧发酵，经过完全发酵就可以从根本
解决粪臭味的产生。在粪污的处理过程中可以
产生出沼气、沼渣和沼液，可别小看它们，用处大
着呢！”

据华振伟介绍，沼气可以通过发电机发电并
入国家电网，沼渣、沼液可以制成有机肥或直接
还田，大大提升土壤肥力，从而帮助农户增产增
收，并且碳排放接近于零，可以有效解决牲畜粪
污问题。

截至目前，内蒙古希望蒙能能源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日均接收处理粪污量 500吨，日产沼气
3500m3。通过沼气发电项目，每日可上网电量
约 8000 度 ，日 耗 沼 气 3000m3，累 计 发 电 量
161760度，上网电量157650度。

“经过试验,种植过程中使用沼肥，不仅保护
环境，更有利于作物生长。以种植青储玉米为
例，使用沼肥每亩产量可提高30%，为了能够更
好地推广，我们还免费为农户提供沼肥，已经有
很多农户有意向使用沼肥种植农作物了。”华振
伟说。

呼和马场四队村民王国生去年使用沼渣和
沼液种植玉米，经过对比，不仅降低了生产成
本,改善了生态环境,每亩玉米产量提高 20%
左右，这让他欣喜不已。他说：“没想到使用沼
肥种植玉米的效果这么好，今年我所有的地都
这样种，现在很多邻居都想用沼肥种植玉米。
不仅提高了收入，也保护了环境，这可是一举两
得的好事。”

据了解，科右前旗通过实施“牛羊出院、人畜
分离”项目，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统一防疫管理，
把养殖场与居民区隔离，集中建设养殖场、粪污
处理厂、青贮窖，推行畜禽粪污综合处理，实现生
态环境与农牧产业共赢发展。“人畜分离”彻底解
决了乡村环境脏乱差问题，推动村民与家畜的和
谐相处，实现“家家有牛养、家家不养牛”，农村牧
区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村庄环境整洁有序。

近年来，科右前旗以规模养殖场为重点，引
进有资质的企业和第三方机构，依托461万亩耕
地作为粪污消纳基地，以堆肥还田、有机肥生产
和沼气发电为主要利用方向，优化区域布局，推
进清洁生产，促进种养结合，形成场区“小循环”、
区域“中循环”、县域“大循环”的发展模式。探索
推行“牲畜养殖+粪污处理+农业种植”生态循环
利用新模式，全旗2022年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
达91.7%，有效解决了牲畜养殖污染问题，保护了
生态环境，促进了现代生态循环农业的发展。

“ 粪 肥 还 田 ”助 力 农 业 循 环 发 展

本报乌兰察布 4 月 19 日电 （记者
皇甫美鲜 通讯员 张舒君）“您好，吸烟
后请不要乱扔烟头，今年是我们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的关键之年，请您为我们的城市
增添一份文明……”日前，在佳美花园小
区，正在等人的白先生点燃了一根烟，亿
利东方常青校区八年级一班学生聂淼立
刻上前劝导。

小烟头影响大环境，小举动体现大文
明。为进一步推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积
极响应集宁区创城办“烟头不落地，文明
共传递”的倡议，集宁区教育局党工委决

定开展集宁区教育系统师生进小区志愿
服务活动，形成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

活动中，全区39所中小学近3万余名师
生、志愿者们等多方力量在新时代、佳美花
园等169个小区开展烟头“寻宝”行动，积极
巡查检视小区的烟头垃圾情况。针对容易
积攒烟头、纸屑等垃圾的花坛、花盆等地方
进行重点检查、仔细捡拾，做到“发现一处、
清理一处”，让烟头“无处遁形”，全面、精准
清理各个卫生死角。同时，对乱扔垃圾等不
文明行为进行劝导，主动上前提醒大家做讲
卫生、爱环境、守规矩的文明市民。

集宁区

九原区

开展“烟头不落地，文明共传递”活动

□本报记者 李玉琢 通讯员 王建庭

“请给江苏江阴的张女士发两只烤
鹅，感谢张女士下单，咱家的烤鹅肉质鲜
嫩，吃好了随时回购。再给上海徐汇区刘
先生发一只烤鹅，今天晚上6点前发走的
都是上午刚烤好的，原生态白鹅，真空包
装保持原味。”

在阿荣旗继梅烤鹅直播间，郑继梅用
真诚、生动的讲解，引来众多网友围观下
单。

呼伦贝尔市阿荣旗位于大兴安岭南
麓，自然生态条件优越，丰沛的水资源为
白鹅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阿荣旗白
鹅”已获批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

得力其尔乡农民郑继梅经过多年的
摸索打拼，当起“鹅司令”，带领乡亲们唱
响了致富路上的“向天歌”。在她的带动
下，全乡养鹅户猛增至千余户，并成立了
联合合作社。通过集中鹅雏孵化、育雏、
饲料、技术管理、防疫、回收的管理模式，
郑继梅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养鹅致富能手。

2021 年，得力其尔乡探索当地农副
产品的网络销售途径，入驻电商平台，通
过电商平台销售大鹅 10万只，创造经济
效益100多万元。

为了进一步加快电商产业发展，阿荣
旗今年将建设一个集产品加工、包装、品
牌策划、销售、仓储和运输为一体全链条
服务的岭东直播电商产业园，打造呼伦贝
尔地区最大的新媒体直播基地。

阿荣旗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春萍介
绍：“我们还将整合全旗农副产品资源，通
过直播带货帮助农户打开销路，让更多农
产品摆上城里人餐桌，让阿荣旗的土特产
不愁卖，助力农户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

‘云’动力。”
2022年，全旗完成线上交易额 3500

余万元，2023年被列为首批内蒙古自治
区数字乡村试点，数字乡村建设将为阿荣
旗电商发展插上翅膀。随着农村电子商
务体系、快递物流配送体系日趋完善，以
及直播电商等新模式的不断推广运用，阿
荣旗农村电商也呈现快速发展态势，越来
越多“养在深山”的优质农特产品正快速

“飞入寻常百姓家”。

让 绿 色 大 鹅
“ 飞 ”向 全 国

□本报记者 郑学良 实习生 李若南

从山东济宁梁山出发，经过 14个小
时的长途奔波，满载400只杜泊羊的运输
车缓缓停在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新营子
镇马士窑村东睐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大门
口。

等待多时的工作人员早已按捺不住
激动的心情端详着这车“黑头羊”。经过
车辆消毒、查看检疫证明等一系列程序
后，随着挡板的打开，“黑头羊”们小跑着

“挤进”它们的新家。
“水槽每天要更换2次饮用水，每隔2

到 3天进行一次羊舍清理……”整齐划一
的圈舍内，管理人员一边开着电动撒料车
给羊投喂草料一边说。

“这次引进了 380 只母羊、20 只公
羊，预计今年产羔近千余只，收益可达
60万元。下一步，我们计划与村民饲养
的小尾寒羊繁殖母羊杂交，人们通常把
这种杂交羊称为‘杜寒串’，育肥 1只‘杜
寒串’，要比同龄的小尾寒羊羔羊多赚
150 到 200 元，经济效益可观。”据合作
社负责人介绍，杜泊羊的原产地在南
非，是用当地的波斯黑头母羊和英国有
角陶赛特公羊杂交改良而成的新品种，
具有适应性强、早期生长发育快、产肉
性能高等优点。它的繁殖不受季节限
制，母羊年产羔率在 150%以上，最大的
优势就是早期生长发育快，4 月龄左右
的羔羊体重已经能达到 72 斤左右。杜
泊羊成年公母羊的体重更是分别达到
了 200 至 240 斤和 150 至 180 斤，堪称
肉羊中的“巨无霸”。

近年来，托克托县新营子镇把发展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
要抓手，通过强化党建引领，凝聚发展共
识，立足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发展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的新路径，持续提升各村集体
经济“造血”功能，为乡村振兴赋能助力。

“此次杜泊羊的引进，实现了村里肉
羊养殖业从零到一的突破，合作社的发展
也为村民提供了在家门口上班的机会。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依托村集体发展重点
扶持资金、乡村振兴项目资金，做大养殖
业。”马士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
广义说。

马 士 窑 村 来 了
400 只“黑头羊”

□本报记者 刘向平 实习生 闫方舟

“自从这条路修通以后，我们村儿的蔬菜运
输量增加了40%。”

“现在村里有了小广场，健健身，跳跳舞，日
子舒坦得很。”

“户户配备了垃圾桶，家家都通了新型分散
式污水处理系统，村里干净多了。”

……
走进包头市九原区哈林格尔镇打圪坝村，记

者听到最多的话就是村民们对乡村面貌的变化
赞不绝口。打圪坝村可喜的变化是九原区大力
推行党建“书记项目”的一个缩影。

2022年以来，九原区哈林格尔镇党委将“打
圪坝乡村示范村建设”作为镇党委的党建“书记
项目”，重点打造“特色田园乡村·乡村振兴集成

示范”的美丽乡村。立项以来，镇党委书记带领
班子成员、基层干部定期对打圪坝示范村项目工
作进行指导，结合示范村建设项目内容，定期组
织召开“书记项目”推进座谈会、实地观摩督导
会，不断跟进项目、了解村民需求、积极对接市区
相关部门，推动项目取得一系列成效。

据了解，2022年，哈林格尔镇共争取各类资
金200余万元，实施了官将村至打圪坝村道路系
统改造项目、村庄亮化工程，完成侧石更换4000
米、修复安装护栏 450米、铺设草坪砖 300平方
米、优化转弯半径 600平方米、安装路灯 85盏、
完成墙体涂料粉刷3000米。

为强化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第一责任
人”职责，集中解决一批党建工作重点难点问题，
推动党建工作与地区部门单位主责主业相结合，
在坚持“小切口、可量化、示范强”原则的基础上，
九原区共实施党建“书记项目”43项。区委书记

做表率，各领域基层党（工）委（党组）书记充分发
挥“领头雁”作用，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高质量发
展的特色之路。

九原区委常委、组织部长郭俊丽介绍，党建
“书记项目”范围涵盖嘎查村、社区、“两新”组织、
机关等各领域，内容涉及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招
商引资、民生保障、人才引育、重大项目实施等各
项任务。各级党组织书记深入基层调研，从前期
项目立项，到中间项目实施，再到后期项目结项，
每一步都明确“时间表”、“进度图”，让工作抓有
方向、干有目标、做有动力。

为确保“书记项目”取得实绩实效，区委组织
部把问题有没有真正得到解决、情况有没有明显
改善、群众有没有获得感作为检验党建“书记项
目”的重要标尺，定期调度全区“书记项目”进展情
况，及时了解项目进度，协调解决突出问题，并在
微信公众号开通专栏同步宣传项目内容，让党员

群众看到党建“书记项目”每一步的进展。同时，
九原区还将党建“书记项目”完成情况作为年度
基层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述职评议考核的重要内
容，纳入年度绩效考核，让书记项目与书记评优
挂钩，有力地推动了党建“书记项目”落地落实。

“我区通过多项举措，精心打造‘书记项目’
品牌化建设，有力地化解了党组织一把手职务
变动、项目多但效果小，甚至项目‘烂尾’等情
况，从而使项目有了更好的延续性，项目的成效
也就不是花架子了。”郭俊丽举例说，打圪坝村
在完成了美丽乡村的建设后，又在积极探索建
设生态型宜居宜游的乡村振兴之路，现在来看，
效果十分明显。

九原区委书记刘俊义表示，以党建为引领，
大抓基层治理，促进乡村振兴，通过牵住党建“书
记项目”这个牛鼻子，能够有效带动基层党建工
作走深走实。

“书记项目”成为乡村振兴“新引擎”

□本报记者 鲍庆胜
通讯员 宋颖 李树刚 摄影报道

春光正好，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四一
村樱桃大棚内生机盎然，红艳艳的大个“美
早”樱桃犹如一颗颗红宝石，晶莹剔透，缀满
枝头。望着枝头上的累累果实，陈志龙心里
乐开了花。

“18个樱桃大棚，预计总产量在 2万斤
左右，目前市场价很高，果品好一点的每斤
能达到百元左右。”看着满树的“红果果”，陈
志龙介绍道。

樱桃刚要上市，就被很多客商“盯”上
了。来自旗内的客商王福超早早就和陈志
龙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

“今年，他们的樱桃无论是个头、色泽还
是口感都非常好，我打算销往赤峰、北京等
地。”客商王福超说。对于下一步打算，陈志

龙也有自己的想法，除了一部分批发外，今
年想主攻采摘的方向，让更多的城里人享受

“田园”生活，同时也可以为青龙山镇的旅游
业发展拉一些“人脉”。

在樱桃大棚务工的袁超华说，现在年纪
大了，出去打工也不方便，在这里务工每个
月有 3500元的收入，工作不累，离家还近，
妻子也在这打零工，每天也有 100 元的收
入。像袁超华一样的固定工人有8个，而每
年管护大棚需要的临时工能够达到2700多
人，青龙山的樱桃大棚在发展特色产业的同
时，也促进了群众就业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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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透的大樱桃高挂枝头熟透的大樱桃高挂枝头。。

查看樱桃品质查看樱桃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