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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西县

阿拉善左旗

不久前，由鄂尔多斯市杭锦旗财政局选派
到呼和木独镇大套子村的第一书记高瑞波在
走访调研中发现，大套子村与呼和木独镇区隔
着黄河，相距90多公里，村里老年人多，看病就
医及费用报销特别是门诊慢特病报销、认定问
题长期困扰着村民。为第一时间解决群众的

“急难愁盼”，他协调相关部门在村里建立起全
旗第一个村级医保服务点，为村民办理医保业
务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是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制
度经验。近年来，杭锦旗包联办牢牢抓住党建
引领乡村振兴这一主线，按照“精准选派、科学
指导、严格管理、关怀厚爱”的要求，紧紧围绕
深入群众、带动振兴这一根本，把最精干、最优
秀的干部选派在一线。该旗把政治过硬、能力
过硬、作风过硬作为选派驻村干部的核心标
准，突出“党委部门包联基层组织相对薄弱嘎
查村、经济部门包联产业项目相对薄弱嘎查

村、政法部门包联基层治理相对薄弱嘎查村”
的原则，向全旗76个嘎查村精准选派151名驻
村干部，成为引领乡村振兴的有生力量。

“杭锦淖尔村第一书记杨永清驻村以来，积

极协调派出单位投资200万元，将村集体长期
‘沉睡’的盐碱地资源唤醒，大胆推动1078亩盐
碱地稻作改良示范项目。如今的这片稻田，在
湛蓝的天空下‘绿茵茵’如油画般绚烂。”杭锦旗
独贵塔拉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王学峰感言道。

像高瑞波、杨永清这样的优秀驻村干部在
杭锦旗还有很多。为踏实推动驻村工作，杭锦
旗包联办积极探索建立“选优、督严、育强、用

好”的驻村干部全链条管理机制。包联驻村季
度踏查制度让驻村干部深入基层、走进群众；

“派遣团”制度让科技、司法、企业家、集体经济
产业指导团与驻村干部一道并肩作战。同时，

党组织从政治上高度关心、在工作中重点关
注、从生活上细致关爱的做法，极大地激发了
驻村干部的工作热情。2021年以来，杭锦旗通
过提拔重用、职级晋升、事业单位职员等级晋
升等方式提拔选用 15名优秀驻村干部，投入
1200余万元落实驻村干部工作经费、生活补
助、人身意外保险、健康体检费用等，让驻村干
部无后顾之忧。

在沉甸甸的脱贫攻坚成果面前，全旗驻村
干部始终牢记使命、奋勇前行。驻村干部在乡
村振兴中走深走实群众路线，真真切切听群众
说话、同群众说话、替群众说话，党群干群关系
更加密切，乡村发展成果更加具体可观。“驻村
工作十五法”“包联驻村工作345工作法”为驻
村干部履职描绘了“施工图”。今年以来，全旗
76个驻村工作队共对接落实集体经济产业项
目68个，落实资金近3000万元。

迈步乡村振兴新征程，驻村干部紧跟集体
经济强村步伐，积极探索“支部领办、抱团发
展、村企共建、飞地经济、特色文旅、入股分红”
等多元化符合包联村实际的产业经营模式，实
现了嘎查村集体经济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深
刻转变。2023 年，杭锦旗确定集体经济项目
313个，预计年底全旗76个嘎查村集体经济收
入均能达到20万元以上。全体驻村干部正带
着一腔为民情怀全身心投入到驻村工作中，成
为全面乡村振兴的忠诚践行者。

驻村有方驻村有方 振兴有望振兴有望
杭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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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郝雪莲 实习生 高旭

【集市】

本报乌兰察布7月18日电 （记者 海
军）为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促进文
旅及月饼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首届丰镇
大集暨第六届月饼（美食）文化节正式拉开
帷幕。

台上节目精彩纷呈，现场歌声环绕，聚集
了很多前来观看表演的市民。台下观众热情
高涨，现场洋溢着浓浓的欢乐气氛。美食文
化广场上，热气与香气交织在一起，处处弥散
着城市烟火气，市民尽享夏日美好。

据 悉 ，首 届 丰 镇 大 集 暨 第 六 届 月 饼

（美食）文化节系列活动将持续至 8 月 10
日，活动内容包括消夏美食文化节、群众
文化体育系列活动、乡村振兴文化交流大
会、月饼产业产品展示及系列评选活动、
美食展示小吃大赛活动、隆盛庄“六月二
十四”非遗文化展示系列活动、隆盛庄镇
招商引资项目推荐大会。活动旨在展现
丰镇历史文化底蕴、提升丰镇美食知名度
和美誉度，促进人文交流，带动产业发展，
激发经济发展活力。让游客们来到丰镇、
了解丰镇、爱上丰镇。

首届丰镇大集暨第六届月饼（美食）文化节开幕丰镇市

本报兴安 7 月 18 日电 （记者 高敏
娜）近日，扎赉特旗人民政府与中铁九局
集团第三建设有限公司、哈尔滨工大华实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黑龙江春华秋实粮油
有限公司举行水稻全产业链农业科技产
业园以及土地综合治理项目签约。该项
目的签约落地，将健全完善兴安盟水稻产
业发展链条，填补地区产业空白，实现水
稻从土壤改良种植、收购、初加工、副产
品稻壳和米糠深加工的全产业链循环经
济发展。

据了解，该项目计划总投资13.8亿元，包

括50万吨大米加工及30万吨粮食仓储一体
化项目、5000吨稻壳基二氧化硅及自备电厂
项目、3万吨植物源硅肥项目、米糠膨化项目
和盐碱地改造项目。全部项目建成达产后，
预计新增产值 27.25 亿元，纳税 1.1 亿元，拉
动地方就业480人。

“我们以水稻全产业链一体化招商模式
赋能水稻产业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利用稻壳
生产的植物源硅肥和土壤改良剂，将有力推
进盐碱地改造和荒漠化治理进程，加快推动
扎赉特旗经济社会持续高质量发展。”扎赉特
旗委副书记、旗长麒麟说。

扎赉特旗 水稻全产业链一体化招商项目签约

稀土高新区

本报包头 7月 18日电 正值“安全生
产月”，中铁十五局轨道交通运营公司新
朔铁路运输处不断深化安全生产活动，强
化红线意识，形成“关注安全、关爱生命”
的浓厚氛围。

“安全生产月”活动期间，运输处安全
管理人员深入开展反违章操作、反违章指
挥、反违反劳动纪律的“反三违”活动。针
对乘务员操作、操纵不当问题，对惯性违章
操纵问题进行纠偏，扎实做好乘务员作业
标准化考核鉴定工作；坚决杜绝职工班前

饮酒、班中精神不振、打盹睡觉、间断瞭望
等问题；为解决个别干部“在岗不在位、在
位不作为”的问题，运输处成立了干部作风
督导组，督促各级干部做到想事、管事、有
作为。同时，组织人员开展技术攻关，着力
解决夏天油水温度高、瞬间拉弧造成的烧
网等惯性故障。运输处主管机务副处长刘
杰有表示，人控、机控都不如自控，责任心
尤为重要，要时刻牢记“责任心是安全之
魂、标准化是安全之本”的理念。

(仝鑫磊）

从严从细监督 抓好安全生产

乌拉特后旗

本报巴彦淖尔7月 18日电 （记者 薛
来）日前，记者在乌拉特后旗举行的中蒙戈壁
石国际旅游文化博览会上获悉，产自乌拉特
后旗玛瑙湖的戈壁石“国色天香”，以 125万
元的价格成交。

乌拉特后旗是中国戈壁石主产地之一，
盛产各种戈壁宝玉石，被誉为“中国戈壁石之
乡”。近年来，乌拉特后旗立足戈壁石资源优
势和底蕴深厚的赏石文化，致力于发展壮大
奇石产业，为文旅融合发展增加底色。当前
已初步形成加工、销售、会展等环节较完整的
产业链，全旗专营及涉足戈壁石珠宝玉经营

的实体店达 200余家，年产值逾千万元。“乌
拉特后旗拥有独一无二的玛瑙湖以及广阔无
垠的戈壁滩，有良好的参展环境和健康的交
易环境，为戈壁石文化的交流及带动相关产
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国色天香”原收藏
人李先生说。

据了解，此次石博会共邀请 20多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 140多个协会和赏石组织
前来参展，汇聚了各类精品奇石、观赏石、宝
石、文房四宝、化石等。据统计，本届石博会
总成交额2000余万元，带动相关服务业收入
近200万元。

“国色天香”戈壁石拍出125万元

□本报记者 刘宏章 实习生 李亚男

“一座座高高矗立的通信铁塔拔地而起，
承载的是生活在这里的几代人的希望。我出
生在浩坦淖尔嘎查，今年 56岁。有了信号和
网络，就像是为我们打开了沟通外界的大门，
不仅丰富了牧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农畜产
品也能卖得更远、卖上好价钱。”走进阿拉善
左旗巴彦诺日公苏木浩坦淖尔嘎查，嘎查党
支部书记刘洪明朴实的话语道出了牧民们的
心声。

阿拉善左旗巴彦诺日公苏木西南部的浩
坦淖尔嘎查属纯牧业嘎查，总面积976平方公
里，共居住122户 380名牧民。嘎查地处偏远，
牧民居住分散，交通不畅，通信基础设施建设
较为薄弱，现有通讯信号覆盖面有限，辖区
90%的地域，手机信号质量难以得到保障。刘
洪明告诉记者，这里一度没有手机信号，手机
不能拨打接听电话，是名副其实的“信号孤

岛”。一段时期内，部分嘎查牧民只能通过购
买微功率直放站（信号放大器）接收弱信号，维
持断断续续的通信。

信号不畅、联络不便不仅困扰着偏远牧区
牧民的通信难题，也极大地制约了嘎查产业发
展。为进一步解决手机无信号问题，打通网络
覆盖“最后一公里”，2022年初，浩坦淖尔嘎查

“两委”在走访调研、充分征集群众意见建议
后，邀请阿拉善盟联通公司网络优化人员进行
实地勘探、测量、选址。之后，架设杆路、敷设
光缆、安装设备、开通优化等一系列基站建设
工作拉开帷幕……

今年 3月，浩坦淖尔嘎查实现 5G 信号覆
盖，牧民们的手机终于有了满格信号，可以随
时随地接打电话。“以前，我家的位置勉强能接
收到微弱信号，想和孩子们联系，都得按提前
约定的时间，早早爬到房顶或站在地势较高的
沙丘上才能通上电话，有些牧民甚至家里就没
有手机信号。现在好了，有了5G基站，我们可
以随时接打电话，还能和丈夫视频通话，看他

喂羊的进度，也可以追剧、看抖音、网上购物。”
嘎查牧民李秀梅喜笑颜开地说。

据了解，目前，阿拉善盟联通分公司已累
计开通 5G基站 541个，累计投资约 1.7亿元，
手机信号人口覆盖率达 98%、行政村覆盖率
达 97%。“2023年，阿拉善盟联通分公司共规
划建设 5G基站 348站，建成后将实现 31个苏
木镇 5G 信号全覆盖、194 个行政村 4G 或 5G
信号全覆盖。”阿拉善盟联通分公司网络部负
责人王雁介绍说。

随着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实施的牧区智慧
广电宽带网络覆盖与服务工程，阿拉善盟着力
补齐牧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20M以上
宽带服务和100套以上广播电视节目顺利“走
进”戈壁、沙漠腹地的农牧民家中，让单调的牧
区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每天茶余饭后，阿拉善左旗巴彦诺日公苏
木通格图嘎查牧民党员王多理都会准时打开
电视机。“目前，嘎查常驻牧区农牧户广电宽带
网络基本实现全覆盖，我们用上了广电宽带网

络，看上了高标清双向互动电视节目，党和政
府的声音走进牧民家中，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得到进一步提升。”王多理说。

记者从中国广电内蒙古网络有限公司阿
拉善盟分公司了解到，目前阿拉善盟已实现
31个苏木镇、200个行政村广电网络的 100%
覆盖。

乡村振兴，基建先行。如今，在5G新基建
的浪潮下，在广电网络覆盖与服务工程的普惠
下，借助资源共享、资源互补，两套“网”让广大
农牧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便捷，大家闲暇时间
都在不约而同地看新闻、网络购物、推广本地
牛羊肉和土特产品。“网络的开通，让城乡之间
的信息鸿沟正在不断缩小。借助学习强国、线
上会议等平台，我们的工作、学习、生产生活越
来越高效便捷，也为传统农牧业转型升级注入
新活力，为打造乡村数字化治理新模式提供了
基础保障。相信以‘网’为笔，我们将绘就出更
多更美的乡村振兴新画卷。”阿拉善左旗巴彦
诺日公苏木党委书记刘巴特尔信心满满地说。

牧民乐享牧民乐享““云云””相伴网互联的新生活相伴网互联的新生活
□本报记者 肖璐

“感恩党的好政策，我家嫂子享受低
保金，家里两个孩子享受每月 3000元的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待遇，学费也给免
了，我要告诉孩子们长大后多给国家作贡
献。”近日，赤峰市林西县五十家子镇西耳
子村村民谭民替哥哥一家办理完社会救
助手续，紧握住民政人员的手，激动不已。

谭民的哥哥谭奎 2021年因病去世，
侄子谭树军今年不幸患病离世，侄媳妇由
于精神疾病被送往巴林右旗康平医院治
疗，现在家里只扔下有精神障碍的65岁的
嫂子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孙子生活。遭遇
一连串的不幸，让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

林西县民政局工作人员了解到谭奎
一家的生活情况后，第一时间主动入户核
实经济状况，为谭奎老伴儿董显珍第一时
间办理了 A 类低保，并为她的两个孙子
办理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待遇。社会救
助收入的“及时雨”让一家人重新燃起生
活的希望。

让困难家庭走出困境、重拾希望是林
西县做好兜底保障工作的一个缩影。该
县民政局以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
助、急难社会救助为主体，以社会力量参
与为补充，巩固拓展社会救助兜底保障成
果，统筹构建社会救助体系，织密织牢民
生保障安全网。

“多亏林西民政及时发现我家困难，
为孩子上了农村低保，又资助1万元钱现
金，给全家带来温暖。”家住林西镇新兴村
村民王小慧在领取了 1万元临时救助资
金后，感动得热泪盈眶。

王小慧享受的好政策得益于林西县
实行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根据困难
群众不同致困因素，整合各类救助资源，
统筹各项救助政策，精准实施多元化救
助，帮助困难群众摆脱困境，逐步回到正
常的生活轨道。

2022年，全县在享低保共23657人，
累计发放低保金9011.03万元，特困人员
1224人，共发放特困资金 1614.27万元；
临时救助349人次，累计发放120.3万元，
全力保障了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实现了

“应救尽救”“应兜尽兜”。
“我们将开启‘主动发现’机制，由‘人

找政策’变为‘政策找人’。”林西县民政局
副局长马学佳告诉记者，林西将实施“暖
心救助”，兜牢民生底线，全力推动新时代
社会救助工作高质量发展，让困难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让“人找政策”
变为“政策找人”

□本报记者 鲍庆胜 通讯员 珮溪

排涝工程建设是通辽市库伦旗2023
年实施的民生实事之一。连日来，库伦旗
针对重点苏木乡镇，抢抓工时、倒排工期、
科学统筹、合理调度，加快推进排涝工程
建设步伐，确保工程如期完工。

常明是库伦镇瓦房牧场三分场村民，
家有 30多亩地，瓦房牧场农田多为低洼
地，如遇大雨天极易出现积水内涝情况，
自从政府建好排涝土渠后，解决了常明的
这个困难。

“这块儿都是洼地，一下雨水就流不
出去，这次实施排涝工程，以后我们这块
地咋下雨也没事儿了。”常明高兴地说。

今年3月，库伦旗启动实施库伦镇排涝
项目，共涉及瓦房牧场、三家子嘎查等6个嘎
查村，5.14万亩农田，计划修建矩形槽、矩形
槽盖板、排涝土渠、排水涵管等32.15公里的
排涝渠道，修建检修井119处，新建过路涵
74处，切实增强全镇农田防洪排涝能力。

“截至目前，库伦镇范围内可以实施
的部分基本已经施工完毕。共开挖排涝
土渠 20公里左右、涵管渠道 2.2公里、矩
形槽 360米，其中包括修建和新建 28处
检修井、涵洞。”库伦镇排涝工程项目负责
人任杨表示。

据了解，今年库伦旗根据各苏木乡镇
实际情况，高标准推进农田水利排涝工程
项目建设，排涝项目工程预计总投资
4187.74万元，计划实施库伦镇、额勒顺镇
等3个批次的工程，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
改善农村牧区农田水利设施条件，增强抵
御自然灾害能力，有效改善人居生活环境，
切实解决群众“烦心事”。

“按照旗里攻坚克难、实干奋进的清
单要求，我们把库伦旗排涝工作作为重点
民生工作进行推进。另外对库伦镇、额勒
顺镇的 10个村进行初步设计，下一步也
要走 EPC进行招标，对全旗的排涝工程
进行全面推进，为老百姓解决内涝的问
题。”库伦旗水务局副局长纪晓东表示。

民生工程显成效
雨季来临不发愁

□本报记者 李玉琢 李新军
李可新 摄影报道

碧野连天、风光无限，在草原最美
好的季节里，“2023新巴尔虎左旗草原
那达慕暨蒙古马耐力赛”在呼伦贝尔市
新巴尔虎左旗甘珠尔苏木举办，让这片
生机勃勃的草原热闹了起来。

本届那达慕设有赛骆驼、赛马、瑟
日等传统民俗体育竞技项目。其中非
遗赛事涉及5项，分别为巴尔虎陶力亚
特搏克、巴尔虎蒙古嘎拉哈游戏、蒙古马
耐力赛、巴尔虎通克射箭和蒙古象棋。

最为精彩的是蒙古马耐力赛，凌晨
3点20分，矫健的骑手策马在草原上追
着日出奔跑如风。来自锡林郭勒盟、通
辽市以及呼伦贝尔市牧业四旗的96匹
赛马，要完成从阿木古郎
镇 西 侧 至 乌 尔 逊 河 畔
100 公里的比赛。赛马
在草原上以每小时30公
里的速度奔跑，现场除了
参赛的驯马师，还有很多
当地牧民和游客，一同见
证了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本届那达慕还举办
了“扎根草原心向党 心
系群众建新功”新巴尔虎
左旗乌兰牧骑专场文艺

演出及篝火晚会、焰火秀，还推出了“长
调歌手大赛”“群众文艺大舞台”“沉浸式
娱乐体验”“特色美食大赛”“甘珠尔集
市”“左旗夜市”“草原盛夏啤酒节”等大
量观赏、体验、品尝、购物、交流系列活
动，将带来持续3个多月的文旅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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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术表演马术表演。。

射箭表演射箭表演。。

博克表演博克表演。。

迎宾迎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