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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特前旗

开鲁县

看着被风吹破了一角的遮阳棚，包头市青
山区丰三小区的物业经理胡斌当场决定立即更
换。他说：“平日里，小区的居民买菜回来，总会
在棚下歇歇脚，遇到街坊邻居，就聊聊家常顺带
把菜摘了，现在既然它破了，就得换新的。”

这种贴心服务是丰三小区的日常，也是青
山区党建引领“红色物业”工作成果的缩影。
2020年以来，青山区建强组织，搭好框架，为
物业行业植入红色基因，着力打造物业服务融
入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模式，推动形成“人人参
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局面。党建赋能小
区和谐共治，“红色”贯穿物业管理始终，切实
增强了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丰三小区属于老旧小区，存在失修、失管
等问题，物业费收取困难，市场化物业不愿进
驻。富润社区党委在入户调查了解居民意向
后引进了鼎越物业公司并成立“红色物业”，建
立了党组织领导下的物业服务机制，把物业服
务管理作为社区基础治理的重要组成单元，纳
入日常工作范畴，组织动员物业常态化开展环
境卫生管理、私搭乱建整治、消防畅通等工作，
着力改善小区环境。在容易发生碰撞的路口

装上凸面反射镜；为小区18个单元安装感应
灯；搭建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红色物业”
精准对焦居民生活的实际问题，不断完善基础
设施，实现小区“面子”到“里子”的整体提升。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黄发垂髫，怡然自乐”，
如今的丰三小区仿佛是藏匿在喧嚣城市中的
桃花源。有了行动上的突围，就有了思想上的
破冰。丰三小区的物业收费率从最初不到
15%一路飙升至90%以上。“我们在业主群里
通知了，没两天居民们就都把物业费交来了，
工作人员根本不需要入户收费。”胡经理说。

以优质服务为着力点，解居民生活之忧。
“红色物业”领航，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服务居

民。开展物业企业“暖心事”服务项目，促进物
业“弥缝式”协助社区服务居民；每季度评选

“优+”“红管家”，赋能物业从“物”的管理向
“人”的服务转变；完善物业服务企业管理机制

及闭环考核评价体系，为物业管理服务工作
“立柱架梁”。“红管家”主动参与网格化治理，
对网格内群众反映的问题及时关注并解决办
理，将便民服务下沉到“靶心”；减免高龄老人
物业费、慰问帮扶困难户、免费上门维修等质
优价廉的“红色”便民项目，将多元服务延伸到
居民“家门口”；节假日为居民送上米面油等生
活用品、春节前为孤寡老人免费做家政服务、
接送中风的独居老人去医院针灸等人文关怀

服务，将“红色温度”传递到居民“心田间”。
以共享共治为关键点，提基层治理之

效。创新线上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方式，畅通
线下居民沟通议事平台。建设推广“红色物
业”信息化平台，通过“红色物业”智慧服务平
台，居民“随手拍”，将身边“大小事”进行上传
并查看解决进度。因地制宜发挥小型社区优
势，直接通过党群服务驿站了解居民需求，引
导居民参与社区治理。问需于民，民事民提，
民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办，民事民评，基
层治理从“源头”上引入“活水”。社区指导、
物业执行、居民参与，“三驾马车”步调一致、
同向发力，有效打破了社区单打独斗的局面，
破解了“看得着的管不到、管得到的看不着”
等基层治理难题。

谈到日后规划，胡斌提到小区老年人多，
希望能搭上老旧小区改造的顺风车，在“红色
物业”党群服务驿站增设老年人活动中心，为
老人们开展活动提供场所。小家守护大家，
大家温暖小家。透过丰三小区，我们看到了
党建引领下的“红管家”缔造出的安居乐业、
邻里和睦、守望相助的“红色桃花源”。

““红色物业红色物业””赋能赋能 老旧小区焕新老旧小区焕新
青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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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向平 实习生 池雪

【集市】

本报 10 月 24 日呼和浩特讯 （记者
郑学良）“这些专家可好了！每个月都来村里
给我们量血压、测血糖，还送药品。”托克托县
什拉壕村的张瑞君脸上浮现着挡不住的笑
意。这是托克托县深入推进“百名专家人才
服务基层”行动，引导“土专家”“田秀才”服务
农村，带动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

近年来，托克托县致力于激活本土人才
资源，从科技、教育、卫生、农牧等方面挖掘本
土人才，建立起涵盖种养殖能手、致富带头
人、高学历人才等各领域贤能达人 571名的
乡土人才库，并按医疗、教育、农业、文旅等行

业界别组建起“云中乡土人才服务队”11支，
重点围绕科学种养殖、提高教育卫生水平、丰
富群众文化生活等需求，深入农村开展公共
卫生服务、教师支教帮扶、专业技术指导、文
艺下乡汇演、农牧技能培训等工作。今年以
来，服务队已开展公共卫生服务 50次，指导
基层课堂教学 11 次，开展种养殖技术指导
300次，举办文化旅游惠民演出63场，还为农
家乐、采摘园、垂钓等特色产业提供了发展思
路，切实为建设宜居宜业的乡村添活力、赋能
量。5年来，累计组织专题培训班16场，覆盖
500余人次。

让“云中人才”在乡村大显身手托克托县

本报呼伦贝尔 10 月 24 日电 （记者
李可新）寒露过后，呼伦贝尔草原陆续迎来了
迁徙的候鸟。阿都特诺日湖是一个面积不足
5平方公里的小湖泊，位于新巴尔虎左旗乌
布尔宝力格苏木牧民乌力吉巴雅尔家草场
内，这几天，上千只天鹅聚集在阿都特诺日
湖，它们时而在水中滑行，时而徐缓地扇动双
翅在空中翱翔。十几只天鹅在高空中组成

“V”字形队列前进，幼鸟们则与妈妈在湖面

上浅游觅食、时而飞翔，学习技能。上千只天
鹅在这里补充体力后，准备踏上迁徙旅途。

“这几年，天鹅数量越来越多，今年来栖息
的天鹅数量更多了，湖面上密密麻麻的一大片，
很是震撼。”乌力吉巴雅尔说。据了解，每年
10-11月份天鹅们都会来到这里栖息，停留
30-40天左右。为了保护这群珍稀动物，乌力
吉巴雅尔主动肩负起守护职责，每天都会骑上
摩托车围绕湖泊走上几趟，守护它们的平安。

新巴尔虎左旗 上千只南迁天鹅草场栖息休整

奈曼旗

本报通辽 10月 24日电 （记者 鲍庆
胜）眼下，奈曼旗的广大农牧民们正忙着给牲
畜储备过冬草料。在固日班花苏木哈图浩来
嘎查，千亩紫花苜蓿的二茬收割工作已经完
成，变为了牛羊的优质“冬粮”。嘎查党支部
书记韩萨日娜介绍：“我们村种紫花苜蓿得益
于沙化草原治理项目，总面积 5000亩左右，
今年由村集体统一收割了 300亩紫花苜蓿，
只象征性收取了一些服务费，草料免费打捆
提供给村民，节省了不少的饲养花销。村里
家家户户有牛，所以大家对种紫花苜蓿这件
事非常支持，分到牧草后都很高兴。”

饲养了 20多头牛的村民白那顺习惯在
喂牛时掺一些紫花苜蓿草进去。他说：“种植
紫花苜蓿好，营养价值高，牛愿意吃，还能给
我们省不少钱。”

紫花苜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矿物质和
维生素等营养成分，能够满足牛羊生长所需
的营养，促进其生长发育。同时，其粗纤维含
量高，能有效促进牛羊的肠胃蠕动，提高其消
化吸收能力。白那顺表示，牛羊吃了紫花苜
蓿能长得更壮实，育肥更快。有这样好的项
目，相信嘎查的养殖业将来会发展得更好，也
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收入。

沙化草原治理项目让嘎查实现生态、经济双赢

宁城县

本报赤峰 10月 24日电 今年以来，宁
城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聚焦“两违”建
设历史遗留及新增的问题，以“厘清线索、突
出重点、精准打击”为工作导向，深挖“两违”
建设查违、控违、拆违治理的热点及难点问
题，开展违法建设专项整治行动，以“绣花”功
夫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切实把“文明指
数”，转化为居民的“幸福指数”。

针对历史遗留问题，宁城县城市管理综合
行政执法局主动联合责任片区、单位等相关部
门将本辖区内未批先建、私搭构筑物及建筑物、

侵占公共用地、耕地、荒地搭建构筑物等违建进
行摸排造册，建立拆违清单，并逐户上门耐心细
致做思想宣传工作，督促其自行拆除，对自行拆
除存在困难或不予以配合的，予以强制拆除。
近期，由宁城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牵头，
县公安局、自然资源局、司法局、信访局、农电
局、公证处、县医院、评估机构等部门配合，出动
执法人员136人，拆扒工人85人，动员各种机
械12台，同步对富家片区历史存量违法建筑进
行强制拆除。截至目前，累计拆除历史遗留违
法建筑24处14260平方米。 （庞永月）

以“绣花”功夫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

□本报记者 图古斯毕力格
通讯员 殷旭葭

“作为一名乌拉特前旗人，本就想着毕业
后回到家乡发展，这次通过参加‘带编直招’招
聘会，让我的梦想更近了。”近日，刚刚参加完
招聘会的2023届包头医学院毕业生周杰高兴
地说。

为解决基层医疗领域人才短缺难题，推动
高校毕业生就业，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建立
政府、企业、高校三方联动机制，积极搭建企事
业单位与高校合作平台，开展“带编直招”校园
专场招聘会，以满满的诚意吸引更多青年人才
到乌拉特前旗就业。

据悉，该旗 2023 年招录医学毕业生 24
名，实现了就业需求与旗县医疗卫生人才需求
无缝对接。并积极对接中国航天科工六院、亿
利集团、临河联邦制药等多家企业，设置正式
岗位编制 25个，安置大学毕业生 30名，促成
大中矿业与河套学院签订校企合作协议，为培
育更多技术技能优秀毕业生提供实训基地。

“今年刚参加了木耳种植技术培训，农闲
时到木耳生产车间打工，一个月能挣 5000多
元，这种有针对性的培训班真不赖！”先锋镇苏
木图村刘文意说。

乌拉特前旗坚持“就业一人，解困一家”工
作思路，把农牧民转移就业作为乡村振兴和改
善农牧民生活的重要方式。通过各苏木镇党
政班子成员包片、站办负责人包点、党员干部
包户，全面了解农牧民技能培训意愿，采取“订
单式+点对点”模式，确保农民需要什么技术，
就培训什么技术。此外，该旗聚焦困难人群就
业问题，积极开展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和

“4050”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帮扶等工作，并加
强常青农贸创业园“零工市场”建设，采用“实
体市场管理+互联网信息平台”管理模式，截
至目前，共开设公益性岗位援助未就业人员
154名。2021以来，共补贴“4050”人数 4600
余人，已发放资金1323万余元。

乌拉特前旗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依托“主
题党日”“在职党员进社区”等活动，广泛深入
社区企业、工业园区、公园广场，宣传就业扶持
政策。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供
需双方搭建平台；线下诚邀旗内外多家企业开
展“春风行动”等现场招聘会，面对面洽谈，多
措并举帮助企业和就业人员达成就业意向。
2021年以来，先后发布招聘信息300余条，举
办各类招聘会19场，提供2万多个岗位。

精 准 施 策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本报记者 王塔娜

金秋十月，赤峰市翁牛特旗乌丹镇其甘嘎
查盐碱地改良试验田里藜麦长势旺盛，红彤
彤、沉甸甸的麦穗格外挺拔，放眼望去，就像一
片红色的海洋。

“这是我们年初选定的藜麦试验田，一共
有 519亩，选用的藜麦品种生长周期短，产量
高，经济效益好，从目前情况来看，预计每亩地
藜麦产量可达 300斤以上。”内蒙古中藜高科
有限公司翁牛特旗负责人韩冰开心地说道。

为提高盐碱地开发利用水平，翁牛特旗发
挥高层次人才在盐碱地治理开发中的技术攻
关作用，通过开展政企研合作，引进中国科学
院专家团队，深入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和“双
碳”研究。

2022年，翁牛特旗成功签约内蒙古中藜
高科有限公司，引进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卓越
创新中心、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所等科研创新
团队，成立盐碱地藜麦种植研究站，组建盐碱
地改良技术科研团，在乌丹镇其甘嘎查选定
519亩中度盐碱地进行改良试验，通过对土壤
成分、水分、盐碱度的分析，大量引进种质资
源、筛选、分离、纯化，经过连续定向选育，培育
出适合该地区盐碱地种植的中矮秆、早熟品种
藜麦，有效治理了盐碱化造成的沙化问题。

为进一步推动盐碱地藜麦产业发展，翁牛
特旗聚焦人才需求，引进优秀人才10名，并与
旗内农牧专家到科研团跟班学习，采取“工学
交替培养”为主的新型学徒制培训制度，深入
盐碱地中详细了解、记录盐碱地温度以及藜麦
的生长习性，不断提升藜麦种植技术。举办藜
麦产业人才专题培训，围绕盐碱地藜麦产业发
展、春耕播种、科学施肥、田间管理、病虫害防
治、贮藏保鲜技术等方面，以“集中授课＋课堂
交流”的形式开展技能技术输送，培育本土人
才。邀请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卓越创新中心
客座教授张慧、中藜高科集团技术总工成明锁
等知名藜麦专家到现场分专题进行全方位答
疑解惑，帮助翁牛特旗首批盐碱地藜麦产业人
才全面提高专业技能、增长本领。

下一步，翁牛特旗计划与国内绿能碳投环
保公司开展深度合作，将旗域内藜麦种植产业
纳入核证碳单位，开展碳汇交易试点，把额外
产生的碳汇量转换为可进行价值交易的碳汇
产品，实现内蒙古首个 VCS（核证碳标准）盐
碱地碳汇交易。

引 才 赋 能
让盐碱地变“科技田”

□本报记者 薛一群
开鲁县融媒体中心记者 吕志敏 王嘉东

“人们常说，货好价就高。目前，我们合
作社接货都是根据辣椒的质量和品质来定价
的。”眼下，通辽市开鲁县红辣椒陆续进入采
摘晾晒加工期，“新农人”张亚玲正在直播间
里同乡亲们畅谈辣椒的品质和价格情况，分
享辣椒常见病害防治小技巧。

像这样的直播培训，张亚玲和她的团队
每天都会定时开展，直播间日观看人次接近
4000。张亚玲通过传授辣椒实用技术，促进
更多农户就业增收，助力当地辣椒品质提升。

据了解，开鲁县种植红干椒已有 60多年
历史，是我国县域种植红辣椒面积最大的地
方，也是我国北方最大的县域红干椒生产、销
售集散地，被誉为“中国红干椒之都”。张亚
玲是土生土长的开鲁人，过去以种植红干椒
和玉米为生，如何提升辣椒品质？如何让椒
农过上好日子？带着这些疑问，2010年张亚
玲外出参观考察，学习先进经验做法，从椒农

逐渐转型为集技术指导、辣椒收储为一体的
辣椒经纪人。

辣椒经纪人承接上游辣椒种植与下游辣
椒终端销售，扮演着中枢桥梁的特殊角色。
每年8月至10月，新辣椒大量上市，是辣椒经
纪人最忙的时候，收购、烘干、出售都有他们
的身影。张亚玲依靠诚信经营，广受客商和
椒农的认可。2017年，张亚玲成立了开鲁县
江辉红干椒种植合作社，把封闭分散的农业
生产和开放的交易市场连接起来，帮助更多
农户发家致富。乘着互联网的东风，张亚玲
和她的团队通过网络直播，将红干椒从种到
收的技术全过程传递到千家万户，这一创新
举措，不仅让张亚玲带领的合作社在自治区
第六届农村牧区创业创新项目创意大赛中脱
颖而出，也促进了当地椒农增收。

“张亚玲总是尽可能地帮我们卖个好价
钱，我们从来不愁辣椒卖不出去。在她的技
术指导下，我们种的红干椒品质一年比一年
好，收入也一年比一年高。”开鲁县吉日嘎郎
吐镇保和村椒农邢艳龙感激地说。

张亚玲将开鲁县红干椒卖到了全国各

地，年销售量达到 2000多吨。她说，自己的
事业能有如今的规模，除了得益于辣椒的品
质好，更离不开开鲁县发展辣椒产业的决心。

近年来，开鲁县逐步完善科技体系，编制
A级绿色食品红干椒生产技术操作规程，实
现了红干椒高质量标准体系、红干椒全程质
量控制体系、农业高效节水、高垄覆膜技术、
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绿色生态防治等
一系列绿色生产体系全覆盖；成为我国特色
农产品优势区、国家级出口红辣椒质量安全
示范区、全国辣椒产业十强县；拥有红干椒地
方标准体系、生态原产地和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双认证”；每年红辣椒种植面积稳定在 60
万亩以上，其中鲜椒20万亩，干椒40万亩，年
均辣椒产量30亿斤，“开鲁红干椒”公共品牌
价值达到19.64亿元。

“咱们开鲁县还有周边旗县有些老年人，
虽然腿脚不便，但可以跟着我一块干，掰辣椒
把儿，一个月能收入3000多块钱。”张亚玲说
道。

辣椒产业的发展壮大，促进5万余人在红
辣椒全产业链就业，年劳动力务工收入达3.6

亿元。对村里很多中老年人来说，每到辣椒
收获的季节，他们都早出晚归、争分夺秒掰辣
椒把儿，比着赛干活，谁都不想放弃家门口就
能赚钱的机会。红辣椒产业不仅是富民产
业，加速了开鲁县乡村振兴的步伐，更是开鲁
人民的幸福产业，映红了开鲁人民红红火火
的好日子。

“今年去青岛参加辣椒世界博览会时，
就数我们开鲁县辣椒展厅那块儿是最红红
火火的，那一刻我感到非常自豪，我对咱们
开鲁县辣椒产业信心十足。”张亚玲言语中
透着自豪。

开鲁县辣椒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像
张亚玲一样紧跟时代、不断成长的新型农业
人。张亚玲说，“新农人”已经成为她引以为
傲的一份职业，一人富不算富，她要带领乡亲
们在乡村振兴路上阔步前行。

“我会更加努力学习，深度挖掘和开拓辣
椒市场，争取让开鲁县辣椒产量和品质进一
步提升，让农民真正富起来，用我们的实际行
动，助力开鲁县红色产业，这也是我一直以来
的追求和奋斗的目标。”张亚玲说。

““新农人新农人””架起辣椒产业架起辣椒产业““致富桥致富桥””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近日，鄂尔
多斯市准格尔旗暖水乡“庆丰收 促和
美”2023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苹果节
如约而至。

抬眼望，在金灿灿的田野上，呈现
出一派丰收的景象，这是天道酬勤的
硕果，这是致敬耕耘的礼赞！

从多名乡贤嘉宾齐聚现场助阵，
看变化话丰收，到主题歌舞等丰收盛
宴，好戏连台，现场演绎一道道群众喜
闻乐见的“文化大餐”。

这次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通过表彰先进、参观展览、农特
产品展示、文艺表演、美食品鉴和趣味
运动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角度展示
暖水乡推进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营
造共庆共祝共享丰收的浓厚氛围。

暖水乡苹果种植可以追溯到30年
前。近年来，暖水乡立足地域和品质优
势做强暖水山地苹果产业，致力于苹果
产业品种品质品牌和标准化打造。目

前，全乡苹果种植面积达2300余亩，今
年总产量可达320万斤，收入达到2250
万元，带动群众人均年增收3000元。

经过准格尔旗委、政府与产业协
会和当地农民共同悉心培育，“暖水山
地苹果”知名度日益提高，先后获得

“2022内蒙古年度品牌创新奖”“2022
年度中国农产品百强标志性品牌”

“2022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年度
市场竞争力品牌”“虎啸奖金奖”等16
项国家级和自治区级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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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水山地苹果品种多样。

有机农产品展销引人关注有机农产品展销引人关注。。

苹果种植户喜获丰收苹果种植户喜获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