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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1 月 12 日讯 （记者 杨
帆）自治区财政厅消息：2023年以来，
自治区财政安排4000万元支持内蒙古
智慧口岸项目建设，以进一步推动我国
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设提质升级。

据悉，上述资金，主要支持打造安
全、高效、绿色、智能的现代化口岸。
具体而言，主要支持各口岸配置、升级
智能旅检设备，打造智能型口岸；优化
旅检服务，提升旅客通关速度。

同时，支持各口岸全面提升信息
化、智能化监管水平，打造便携型口
岸，畅通商品跨境通道，提升货物通关
效率，构建集约、高效的货物通关流

程，优化货运司乘人员非接触通关模
式，提升公路货运车辆处置时效，保障
口岸货物通关畅通；支持各口岸提升海
关二级、三级监控指挥中心协同作业能
力，打造安全型口岸，把牢边境安全关,
实现各级指挥中心监控指令点对点直
接下达，实时对运输工具、人员、货物、
物品进行多维度和智能化监控。

据相关部门反馈，智能旅检设备
上线后，可减少关区一线卫生检疫岗
1/3人员，压缩旅客出入境时间30%以
上。下一步，就智慧口岸基础设施建
设、智慧监管平台搭建等方面，自治区
财政将继续给予支持。

自治区财政安排4000万元
支 持 智 慧 口 岸 建 设

□本报记者 郑学良 通讯员 李珍

人性化的装修设计，干净整洁的
活动环境，设备齐全的康复、棋牌、书
画、文娱活动等各种功能室……呼和
浩特市回民区环河街道西茶坊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建筑面积 800 平方
米，2021年 11月投入使用，每天有近
百位老人在这里开展各种娱乐活动。

“我们聚在这里写字、画画、下象
棋、看书、唱歌，很开心。”社区居民王

宏宇老人说。
这是回民区围绕打造“宜养青城”

养老服务品牌，从完善制度机制、夯实
服务设施、创新运营模式入手，全面建
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
为补充，医养深度融合，城乡全覆盖”
的新型养老服务体系的一个缩影。

日间照料，为老年人幸福“加码”。
近年来，回民区坚持“小而精”的

提升打造理念，深入挖掘各社区的独
特优势，强化阵地建设，不断提升社区
养老服务质量，全面推进示范性居家

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按照区级综
合体、街道级中心和社区站点布局，建
成养老服务设施62处。引进 21家养
老企业和服务组织，推进41个站点与
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达成合作，因地制
宜打造了“日间照料+网格+住户”“物
业+养老”服务模式。

他们将社区党员、居委会干部、社
会志愿者等力量吸纳到为老服务队
中，构建由网格员、楼栋长、单元长、小
区党员组成的邻里互助团体，充分满
足老年人个性化、多元化居家和社区

养老服务需求。
为老餐厅，让老人享受“幸福味道”。
上午十点半，还没到午饭时间，坝

口子社区的为老餐厅里，桌凳已经有
序排好，每人吃饭用的筷子、汤勺、面
巾纸“三件套”也摆放到位，等着老人
们到来。

“餐厅每天提供早餐和午餐，老年
人8元就能享受到四菜一汤的健康餐
食。为老餐厅不仅提供堂食配餐，还
会组织日常活动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
化生活。” ■下转第2版

日间照料服务好 为老餐厅味道香

“品质养老”托起老年人“稳稳的幸福”

红色，是兴安盟历史长河中隽永的颜色。
罕山脚下，洮儿河畔，一座古朴庄重的二

层小楼里，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慕名而来，他
们轻轻地踏入，细心地观看，认真地聆听。楼
前的青砖墙上，“五一会址”4个烫金大字在阳
光下熠熠生辉。

这幢始建于 1935 年的建筑，曾是伪兴安
陆军军官学校礼堂，东蒙军政干部学校礼堂，后
为内蒙古党校礼堂。1947年 5月 1日，内蒙古
人民代表会议393位代表的掌声在这座小楼里
久久回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省级民族
自治政权——内蒙古自治政府在这里庄严宣告
成立。至此，内蒙古分裂300余年的历史一去
不复返，内蒙古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酝酿统一 燎原星火

步入五一会址展厅，历史的烟尘仿佛还没
有散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门厅东墙上的大
幅油画《五月的曙光》，醒目而显眼的色彩定格
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的情景。

这是一个庄严时刻，意义非凡。
“这就是我们内蒙古最神圣的地方——内

蒙古自治政府诞生地……”聆听讲解员充满感
情的讲解，透过厚重的青石砖墙，76年前的场
景，仿佛穿过时间隧道展现在眼前……

抗战胜利后，随着内蒙古民族自治运动广
泛深入开展，建立统一的、代表内蒙古各族人
民共同意愿的人民政权，成为内蒙古地区各族
人民的普遍愿望。

1946年 4月 3日，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
议在承德召开，即著名的“四三会议”。会上，
经过全体与会代表的热烈讨论，通过了《内蒙
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主要决议》。

“四三会议”是内蒙古近代史上一次极其
重要的会议，它的胜利召开，结束了自清代以来
内蒙古东、西部地区长期分裂隔绝的状态，实现了
内蒙古自治运动历史性的伟大转折，为蒙古民族
以及内蒙古其他各民族革命力量的空前统一团结
和发展壮大，为抵御、痛击国民党反动派向内蒙古
地区进攻进行了必要而适时的准备。同时，也为
内蒙古自治运动和革命斗争的全面深入发展，为
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6年 11月 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
考虑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指示》。1947年初，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乌兰夫率
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机关和西蒙执委40余人由贝子庙出发，前往内蒙古东部小
城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开始着手筹建内蒙古自治政府。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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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 12日讯 （记者 霍晓
庆）近日，经自治区党委同意，自治区
人民政府决定授权自治区地方森林
公安机关在授权期限内行使林业和
草原行政处罚权，授权大兴安岭森林
公安机关在授权期限内行使重点国
有林区林业行政处罚权，有效解决当
前林草行政执法工作责任不清、工作
低效、案件办理不及时不到位等突出
问题。

作为林草资源大区，内蒙古林草
行政执法涉及领域多、案件类型多、执
法任务重。在森林公安转隶和综合行
政执法改革前，内蒙古林草行政执法
工作由森林公安机关和草原监督管理
机构承担，对震慑、打击破坏林草资源

违法行为起到了重要作用。2020年，
森林公安队伍转隶到自治区公安机
关，不再履行林草行政执法职能；2021
年事业单位改革，草原监督管理机构
被撤销，草原行政执法委托乡镇综合
执法机构承担。这些变化导致林草行
政执法弱化、力量薄弱，国有林区林业
行政执法出现“空窗期”，严重制约林
草事业高质量发展。

为妥善解决这些问题，近日，内蒙
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授权森林
公安机关行使林业和草原行政处罚权的
决定》，授权地方森林公安林草行政处罚
权包括:森林案件，草原案件，野生动植
物案件，自然保护地案件，湿地案件，森
林、草原防火案件。 ■下转第2版

内蒙古授权地方森林公安
机 关 林 草 行 政 处 罚 权

破解林草执法难题

□本报记者 张慧玲 贾奕村

“与君对坐庄门吃瓜子炒豆，不知当
复有此日否？”《苏轼集》中，东坡先生曾
在给友人的信里，提及自己向往的生活。

一粒小小的瓜子，承载着人们日常生
活的烟火气，无论古人与今人都喜爱它。

而一粒好瓜子的背后，离不开一个
好产业。

众所周知，作为籽仁类作物的种
子，向日葵是“瓜子帮”的代表。业内熟
知，世界向日葵看中国，中国向日葵看

内蒙古，内蒙古向日葵看巴彦淖尔。
向日葵原产于北美洲西南部，自明

代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得到迅
速传播。新中国成立后，向日葵种植面
积不断扩大，内蒙古成为中国最大的向
日葵种植区——巴彦淖尔市全年种植
向日葵等各类籽仁作物面积 400多万
亩，占全国的四分之一，产量占全国的
三分之一，是中国西部地区最大的食用

向日葵种植基地和集散地，籽仁类产品
出口到中东、东盟和欧盟等“一带一路”
沿线40个国家和地区。

11月 9日，在内蒙古葵先生食品有
限公司，车间里工人们正热火朝天地给
瓜子装袋、封口、码垛，一排排码好的瓜
子等候着“漂洋过海”去全球各地。在
产品手选区，为使瓜子达到同一等级，
女工们坐在传送带前， ■下转第3版

全球“舌尖”上的巴彦淖尔葵花籽味道

快递物流
迎来高峰

本报包头 11 月 12 日电 (记者
蔡冬梅 通讯员 郝杰 龚晨尧）截
至 11月 11日，用时315天，内蒙古电
力集团包头供电分公司今年供电量突
破600亿千瓦时大关。

2023 年 包 头 市 实 施 重 大 项 目
621个，全社会用电量屡创新高。为
满足广大企业与日俱增的用电负荷
需求，包头供电分公司与当地政企联
动加快电网提档升级步伐，顶格推进
历史投资金额最多、建设规模最大的
电网建设任务，全力满足“两新”企业
用电需求。

近年来，包头供电分公司扎实推
进新能源并网消纳，倾力服务达茂制
氢、石拐明阳等6家新能源场站并网，
地区新能源场站达到86座，新能源装
机容量达到 739.08万千瓦，新能源装
机容量占比突破 40%，不断增加的

“绿电”供应，把包头市“世界绿色硅
都”的底色渲染得更加夺目。

为牢牢守住大电网安全生命线
和民生用电底线，包头供电分公司
创新推行联合监管用户侧安全用电
新模式，提速投产包头纵向通道稳
控系统，不停电作业化率近 85%，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
国硅业大会等重要保电任务使命必
达；聚焦各类企业迫切用电需求，优
化调整业扩报装受理权限，由公司
客服中心直接负责全市各大工业园
区用户报装，办电时限缩短近 50%，
接电效率实现再提速；高效实施“三
零三省”，加快充电桩建设、老旧小
区改造、“煤改电”配套电网建设，截
至今年 10月底，累计送电 15767 户，
节省客户成本 5.71 亿元；有序开展

“转供电”治理，高效完成 12276 户
居民和一般工商业客户“转供”变

“直供”，满足广大群众美好生活用
能需要。

在突破600亿千瓦时大关的过程
中，包头供电分公司持续提升服务质
效，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满足广大客户
个性化、多元化用电需求，“一证办电”

“刷脸办电”“云服务”等创新举措频
出。主动接入包头市不动产登记系
统，让“房产+电力”联动过户。推动
业扩报装等 18类服务事项并入政务
服务平台，实现办事、办电“一网通
办”，让广大客户体验到用电、办电的
新享受和“心”享受。

包头供电公司供电量突破600亿千瓦时

11 月 11 日，在呼和浩
特邮区中心局陆运邮件处
理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分拣
快递。11月1日至10日，全
区快递处理量 8567 万件，
日均处理量突破800万件，
单日最高处理量接近 900
万件。当前正值“双十一”
快递业务高峰期，全区快递
行业提早部署，业务旺季期
间可直接参与的从业人员4
万余人。公路、铁路、航空
等各类运输线路累计 1607
条，较去年新增168条，行业
基础保障能力持续增强。
本报记者 怀特乌勒斯 摄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黄玥

一天之内，横跨两省市，七处考察点。
冒着严寒，早出晚归，马不停蹄。
从农村、社区，到校园、商铺，从田间

地头，到河坝大堤，中午就在车上短暂休
息……为了更多地了解灾后恢复重建情
况，为了更多地同受灾群众面对面交流。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关注着灾情，指
导着救灾工作，心里一直惦念着受灾地区
和受灾群众。我当时就说，灾后恢复重建
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一定要再来看看。”

“特别是到了冬天，老百姓能不能
安全温暖过冬？还有什么生活困难？”

11月10日，立冬后第二天。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北京、河北受灾较重的门头
沟区、保定涿州市，看望慰问受灾群众，
检查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如约”而至，正因“时时放心不下”。
依然记得，2014 年云南鲁甸地

震。5个月后，大寒节气前一天，总书
记一路颠簸来到震中峡谷。

依然记得，2020 年安徽汛情严
重。1个月后，顶着似火骄阳，亲临八
百里巢湖大堤。

依然记得，2021 年山西罕见暴
雨。3个月后，农历小年刚过，沿着蜿
蜒山路，冒雪来到汾河两岸。

风雨袭来，谁是最可靠的主心骨？
谁是真的英雄？

此次考察期间，在妙峰山民族学
校，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了一堂孩子们的
主题班会。孩子们用黏土捏出自己心
中“最可爱的人”：满身泥水的解放军叔
叔，早出晚归的救援叔叔，忙得脚不沾地
的村干部，穿着白大褂的医护人员……

烈火见真金，患难见真情。抗洪救灾
的现实，就是最有感染力的“大思政课”。

“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人民的党。危
难之际，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干
部，都会为人民冲在第一线。”

“特别是一旦有灾情，有两个最突
出：一个是我们的人民子弟兵，一个就
是红旗下我们的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干部。”

一字一句，掷地有声；一举一动，践
行承诺。

这是老百姓发自肺腑的话——
水峪嘴村村民李盟的家，重新装修

了，收拾一新，她对总书记说：“家里老
人说，要是早年间遭了这样的灾，就得
去逃荒了。感谢党和政府！”

在永济秀园小区居民董彩英家，屋
里温度稳稳达标了，她告诉总书记：“总
而言之一句话，还是党好！”

万全庄村村民付俊正在重盖房屋，
见到总书记，他露出了笑容：“党的政策

好，赶上这个好时代了，要不然就盖不
起来了。”

总书记心中，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
到唐山，称赞“英雄的城市”“英雄

的人民”；到武汉，深情地说“武汉必将
再一次被载入英雄史册”。对人民，总
书记一直由衷赞美。

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总书记十分
感慨：“每当辞旧迎新，总会念及中华民族
千年传承的浩然之气，倍增前行信心。”

地震、洪水、干旱……中华民族与
自然灾害斗争了几千年，饱经忧患、备
尝艰辛，不仅从来没有被压垮，而是在
灾难中挺起不屈的脊梁，铸就我们这个
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

董彩英告诉总书记，当时房子进
水，一个人在家里也挺害怕的。楼上邻
居一次次敲门问平安，忙前忙后帮着搬
东西，并让她住在他们家里。

习近平总书记深有感触：“在灾害
面前，我们的人民群众，无比坚强。而
且在抗灾救灾的过程中，大家同舟共
济、相互帮助。”

在妙峰山民族学校，在白沟河畔的
大堤上，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看望慰问了
参与防汛抗洪救灾的各方面代表。

“迷彩绿”“火焰蓝”“救援红”……
哪里有需要就驰援哪里，哪里最危急就
战斗在哪里。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啊。一
方有难，八方支援。支援的队伍数不胜
数了，已经分不清是哪个组织的，哪个
方面的，哪里来的。”总书记说。

“困难不足畏，决心比铁坚。”这是在
门头沟采访期间，干部群众说的一句话。

“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这是涿州城区街道上醒目的标语。

房屋进水了，重新装修；倒塌了，原
地重建；店铺被淹了，迅速恢复营业；农
作物淹了，抢抓农时补种……

在永济秀园小区门口的药店、超市
里，当总书记问店主“还有什么困难”，
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们有信心，未来肯
定会越来越好”。

离开万全庄村时，热情的乡亲们簇
拥到道路两旁，围拢在总书记身边，高
声向总书记问好。人群中，有白发苍苍
的老人，有稚气未脱的少年，还有仍在
怀中的幼儿。

面对乡亲们，总书记这样形容自己
这一天下来的感受：

“我从大家的表情看到了希望。我
们灾后的生活比以前还会更好。希望
乡亲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自己的勤
劳双手，加快恢复重建、推进乡村振兴。”

洪水已经退去，英雄之气在这片土
地上激荡升腾。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最可靠的主心骨，最可爱的人民

“一带一路”·内蒙古边境口岸媒体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