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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郝雪莲
伊金霍洛旗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俊英

最近，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
丽景假日酒店内人头攒动，伊金霍
洛旗首店经济餐饮项目——快乐
小羊在这里开启，这是该旗探索加
速建设现代商贸服务集聚区走出
的一条“特色路径”。

快乐小羊是曾经创造中国火锅
第一股的创始团队打造的新品牌，
经过数十年的海内外耕耘，目前在
9个国家87个城市拥有100多家连
锁餐厅，全球每年接待顾客80万人
次，是中国餐饮海内外门店数量最
多，跨国、跨城市数量最多的中国火
锅连锁品牌之一，也是中国火锅百
强和内蒙古火锅标志性品牌之一。

2023 年，伊金霍洛旗与伊金
霍洛旗丽景假日酒店签约伊金霍
洛旗首店经济餐饮项目——快乐
小羊；与鄂尔多斯市隆海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签约伊金霍洛旗首店经
济茶饮项目——喜茶。两个项目
总投资930万元，至少可解决当地
50多人就业。

快乐小羊伊金霍洛旗丽景家

园店负责人杨静源介绍说：“我们
会用心真诚为百姓服务，让本地居
民品尝到不一样的火锅。”

近年来，伊金霍洛旗把推动现
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作为稳增长、促
转型的重要举措，促进服务业提档升
级，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求。该旗从引领康养生活、点亮
智慧生活、丰富文娱生活、赋能未来
生活等方面发力，做好延链、补链、强
链的大文章，推进现代服务业扩增
量、优结构、提速度，努力打造伊金霍
洛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为进一步推动全旗商业业态
的升级，我们积极推动商业综合体
提升，引进餐饮快乐小羊、喜茶，服
饰依文、金利来等国际国内知名品
牌，同时引入一些创新型、特色化
的商家，如主题餐厅、特色饮品店
等。这些商家的引入不仅丰富了
商业综合体的业态，提升了消费者
的购物体验，还能带动周边商业的
发展，促进全旗经济繁荣。”伊金霍
洛旗现代服务业发展中心相关负
责人普·布荣表示，下一步，伊金霍
洛旗将规划布局以“一核引领、两
区支撑、多点带动、全域发展”为主
要特征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增强
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带动力。

“首店经济”推动消费升级

□本报记者 薛来
图古斯毕力格 薄金凤

寒冬时节，在乌梁素海的冰面
上，一场声势浩大的“冬捕”盛景
激情上演，给广大游客带来无限
惊喜。

天气虽然寒冷，但阻挡不住
热情的游客前来感受不一样的

“踏雪寻鱼”之旅。现场，渔民们
迈着坚实的步伐，合力出网，十几
米长的大网缓缓露出冰面。“出鱼
喽，大家往后，不要挤！”渔民们奋
力拉网，活蹦乱跳的鲤鱼在渔网
里翻腾打滚，一上岸便引发了游
客的围观，捕捞后现场直接进行
售卖。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
旗围绕冰雪运动、历史民俗、传统
节庆等主题，依托冬季特色旅游资

源，精心策划推出一系列冬季旅游
活动，以自治区打造“旅游四地”
（自驾游的首选地、露营游的最佳
地、度假游的必选地、康养游的优
选地）为契机，创新举办冰雪那达
慕、冬捕节、冰雪赛事等活动，接力
传递“十四冬”精神，动员更多群众
参与冰雪运动，努力让“冷资源”迸
发“热效应”。

“我们将立足实际，持续加强
冰雪旅游、冰雪运动基础设施建
设，深度挖掘和弘扬冰雪文化，依
托乌梁素海、乌拉特部落、体育文
化产业园等景区、场馆，推动冰雪
旅游、冰雪运动、冰雪演艺齐头并
进，形成产业化、规模化、品牌化的
地域名片，不断推动资源价值向经
济价值转化，努力探索一条质量更
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的发展新
路。”乌拉特前旗委副书记、政府旗
长王俊杰介绍。

让“冷资源”迸发“热效应”

本报赤峰1月17日电 （记者 王塔娜）全
球荞麦看中国，中国荞麦看赤峰。作为内蒙古荞
麦种植面积最大的旗县，“中国荞麦之都”翁牛特
旗依托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荞麦种植和销售产
业，让名不见经传的小杂粮闯出了国际市场。

眼下，翁牛特旗荞麦种植区毛山东乡凯峰
商贸公司生产加工基地的工人们正在有条不
紊地进行荞麦脱粒、包装。据公司负责人张庆
军介绍，2023年北方荞麦普遍丰收，公司目前
满负荷生产。公司已先后向25个国家和地区
出口荞麦制品 8个品种，完成签约 2000万美
元以上。“其中日本占据了出口额的50%。美
国、加拿大、俄罗斯、土耳其、以色列和格鲁吉
亚等国家采购我们中国荞麦意向积极性也较
往年大幅度提高。”张庆军说道。

近年来，翁牛特旗注重荞麦“三品一标”建
设、荞麦全产业链以及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涌
现出了明阳农业科技、凯峰商贸、荣新农机等国
内外较有名气的生产企业。良好的市场需求使

“翁牛特荞麦”走出内蒙古、走俏国际市场，成为
翁牛特旗助力乡村振兴的一张新名片。

荞麦走俏国际市场

察右后旗

额尔古纳市

新城区

乌拉特前旗

稀土高新区

伊金霍洛旗

□本报记者 郭洪申
开鲁县融媒体中心记者 胡建华 张美娜

近日，在通辽市开鲁县麦新烈士陵园展陈
馆，来自麦新镇的10余名青年党员干部正在这
里开展主题教育党日活动。他们通过观看陈
列的文物、老照片等重温历史、缅怀先烈，了解
人民音乐家麦新的英雄事迹，感受红色文化，
汲取奋进力量。

“作为一名党员，今天来到这里接受红色
文化的熏陶和洗礼，使我备受鼓舞。在今后的
工作中我一定要提高工作能力，更好地服务人
民群众，为推进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刚刚参加工作2年的镇干部冯鑫表示，将
传承红色基因、踏实努力工作。

近年来，开鲁县深入挖掘、整理、利用以
“麦新”为代表的红色文化资源，把红色文化融

入乡村振兴整体规划，在壮大集体经济、助推
产业发展、丰富群众生活等方面多向发力，以

“活”起来、火起来的红色文化为引擎，激发乡
村振兴新动能。

麦新镇，因人民音乐家、《大刀进行曲》创
作者麦新工作、牺牲于此而得名，红色根脉是
麦新的底色。近两年，麦新镇党委、政府在深
入挖掘和利用麦新烈士陵园、廉政教育基地、
麦新烈士陵园展陈馆等红色文化资源的基础
上，依托“推动红色村组织振兴建设红色美丽
村庄”项目，在麦新村建设了红色民宿，目前集
红色研学、农事体验、特色美食等多项内容于
一体的民宿已经投入运营，让红色文旅元素更
丰富、红色名片更鲜亮。

“2023年4月以来，我们共接待红色研学和
旅游人数约3万余人，总收入达100余万元，麦新
村集体增收10万元。”麦新镇政府副镇长冯磊介
绍，下一步，该镇将用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的巩

固提升资金，结合麦新村实际和产业布局，进一
步完善基础设施、挖掘红色资源，通过打造特色
产业和红色品牌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加百姓收
入，完善红色产业链条，从而带动全镇经济发展。

开鲁县还结合当地红色资源规划，设计了
红色研学路线，打响了红色研学游品牌。目
前，一条东起麦新纪念馆、西至麦新烈士陵园
的红色研学路线被自治区文旅厅推介为全区
红色旅游精品线路。

近日，东风镇东方红村党群服务中心热闹非
凡。一场“弘扬北疆文化 服务各族群众 开鲁县
乌兰牧骑‘学·创·演’新创作品展演”惠民演出活
动正精彩上演。乌兰牧骑队员们将舞台搭到了
百姓家门口，将红色文化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
艺节目中，凝聚起干部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
党走”的决心和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

东风镇东方红村村委会副主任韩宝庄边
和村民一起观看节目，边不停地用手机录视

频：“我非常激动，乌兰牧骑队员到村里演出，
演得特别好，大家特别愿意看。现在农民的物
质生活水平提高了，精神文化生活也得相应跟
上去，希望乌兰牧骑多多下乡来演出。”

近年来，开鲁县乌兰牧骑充分发挥草原上
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作用，扎根生活沃土、服
务人民群众，通过“百团千场”下基层等文化艺
术活动，让红色文化占领乡村振兴主战场、焕
发强大发展动能。

“开鲁县乌兰牧骑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把
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
基因传承好’的指示精神，紧紧把握红色文化
的精神内核和价值意蕴，创作了话剧《赤子长
歌》、短剧《薪火》等20余部作品。”开鲁县乌兰
牧骑党支部书记、团长杨敬东表示，下一步，他
们将深入挖掘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用文
艺精品浸润心灵，凝聚精神气质，为乡村振兴
贡献文艺工作者的力量。

红色文化扎根沃土红色文化扎根沃土 服务群众引领振兴服务群众引领振兴

□本报记者 刘向平 通讯员 贾婷婷

天气虽冷，却依然阻挡不住包头市稀土
高新区民馨家园社区居民参与活动的热情。
社区便民服务大厅、文化阅读区、党员活动
室、舞蹈活动室等活动场所设施齐全、内容丰
富，吸引众多居民前来小聚，为他们的冬日生
活平添了不少乐趣。

“遛弯累了，到这里不仅能歇歇脚，还能
喝杯水解解渴，和老朋友聊聊天，生活非常惬
意。”居民周大爷对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服务
赞不绝口。

稀土高新区坚持党建引领，以群众需求
为导向，着力延伸工作手臂，以基层街道社区
为基点，凝聚辖区共建单位、物业企业、党员、
志愿者、热心群众等力量，打造集“服务台”

“红网格”“会客厅”“红物业”“活动室”“小课
堂”“图书馆”“小广场”为一体的党建服务品
牌，常态化开展“入民户、访民情、交朋友、解
难题”活动，把社区服务前沿移至小区内、楼
道中、居民家里，为群众提供专业化、精准化
服务，形成了多元主体齐抓共管的新格局。

“以前家里的衣服、被子要么无处晒，要

么到处晒，现在小区安装了公共晾衣架，不仅
有地方晾晒了，小区整体环境也变好了。”家
住稀土高新区民馨家园A区8栋的吕大爷说。

民馨家园社区下辖的滨河第一城、民馨
家园小区都是老旧楼房，居民家中阳台面积
较小、采光不佳，晾衣成了难题。部分居民经
常在小区外部私自搭绳，有的居民还将衣物、
被子乱挂乱晒在围栏和健身器材上，不仅占
用了公共活动场所，也影响了社区环境。

民馨家园社区把解决民生所需作为头等
大事，与包联单位包头市委宣传部积极协调，
为社区居民安装了20个公共晾衣架，逐步提
升社区内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给居民提供
更加舒适的居住环境。

凝聚基层治理“向心力”，筑牢社区居民
“幸福圈”。近日，盛唐路社区联合医疗机构
走进辖区残疾人、低保户、行动不便老人家中
进行义诊，让居民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免费
且专业的医疗服务。居民王阿姨表示：“义诊
活动给冬天行动不便的老人带来了方便，让
我深深感受到了社区的关怀与照顾。”

“道德银行”是社区道德储蓄银行，居民
或单位通过做好事或参加社区志愿服务累计

“道德币”，达到一定程度可在社区爱心超市

兑换礼品并获得相应荣誉。
作为社区“三长四员”志愿服务队中的一

员，稀土高新区稀土路街道幸福南路社区静
心花苑小区居民于彩云多年来义务服务社区
居民活动室，打扫卫生、摆放桌椅、关灯锁门
已是她工作的日常。

“我们积极参与志愿活动，社区为我们提
供积分，攒够积分还可以到超市兑换心仪的
礼品，这项工作让我们老年志愿者充满了成
就感！”于彩云表示。

而民馨路街道火炬路社区围绕“道德银
行”，形成了以社区党委书记为“行长”，网格
员为“揽储员”，党员、楼栋长、志愿者等为“储
户”的架构，现已召集 1600余名志愿者和 20
家共建单位，他们通过社区志愿服务，存折上
的“道德币”越积越多，精神生活也越来越

“富”。
近年来，借助“道德银行”这一志愿服务

平台，稀土高新区不断涌现出引领居民效仿
向善的“道德之星”，其中，郭双喜义务组织居
民成立小区巡逻队、联系爱心人士为小区捐
赠树苗、连夜抢修破损下水管道、组织召开居
民议事会为居民排忧解难，从源头化解基层
矛盾；郭景隆提出合理建议并自掏腰包制作

垃圾桶简易铁架和拉手，方便居民投放垃圾。
在稀土高新区社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带动下，民馨路街道荣泰路社区始终坚持“小
社区、大服务”工作理念，探索出“悦心七音”
工作法，通过构建多级组织联动体系、设置来
访登记台账、开展特色主题活动、搭建“说事”
平台、拉帮结对帮扶等服务模式，打造共建共
治共享的邻里“互助圈”，不断提高居民的幸
福指数。

“我们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为主轴，动员
辖区居民、社会组织、志愿者投身社区治理、
党组织建设、民生服务、治安联防、安全应急
等工作，实现问题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反
馈、第一时间解决，形成凝心聚力、齐抓共管
的城市治理新格局。”稀土高新区民馨路街道
城市管理办公室主任郭俊明表示。

稀土高新区始终尊重居民群众的主体地
位，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实现从

“站着看”到“跟着干”转变，有效解决了一批
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难题、办成了一批群众
急难愁盼的实事。一年来，该区已累计发现
处理社会治理类问题超万件，群众参与网格
治理的热情逐年攀升，对社区治理工作的满
意度显著提高。

延伸工作手臂 为民服务到家

本报呼伦贝尔 1月 17日电 （记者 李
玉琢）近年来，额尔古纳市在全面抓好干部教
育培训、提升干部教育效能上下功夫，在选择
培训内容、确定培训方式和提升培训效果上出
实招、下实功，提升了干部教育培训质效。

“靶向施教”定方向，让干部教育培训内容
“实”起来。额尔古纳市打造“按需点菜”“精准
上菜”的培训模式，面向全市70余个部门单位
开展需求调研，征集意见建议116条，近3年来
举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培训
班、党的二十大精神轮训班等主体班次27期，
覆盖干部2865人次。“优化资源”求创新，让干
部教育培训方式“活”起来。截至目前，围绕党
的二十大精神、生态环境保护、经济发展等主题
邀请知名专家学者、党校教师开展专题讲座10
期，累计培训1912人次，切实推进干部政治素
质和履职能力“双”提升。“切合实际”建机制，让
干部教育培训效果“优”起来。额尔古纳市健全
监督管理机制，建立双测双补、学员请销假、班
务管理等制度，推进点对点通报、主体班次量化
考评措施，促进干部教育培训质量稳步提升。

紧扣“实活优”提升
干部教育培训质效

本报呼和浩特 1月 17日讯 （记者 皇
甫秀玲）近日，新城区东街街道党工委联合智
汇云少儿公益组织开展“快乐寒假 童伴之家”
活动，首日在老缸房社区开设了红石榴课堂，
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乐，这里成了寒假中的
孩子们心之向往的温馨“港湾”。

“老缸房红石榴课堂充分考虑孩子们的年
龄特征，进行科学合理安排，目前，开设课堂包
括趣味性体育锻炼、科学探索、特色手工、社会
实践、影视欣赏、经典红色书籍阅读等丰富多
彩的内容，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度过丰富多彩的
假期生活。”老缸房社区书记张亚宁介绍说。

参加红石榴课堂的小学生董书宇开心地说：
“爸爸、妈妈每天都忙于工作，假期里我总是一个
人待在家，自从有了红石榴课堂，不仅可以免费学
习，还能参加各种活动，玩得很开心。”

东街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汪栋告诉
记者，“我们开办红石榴课堂，主要是缓解辖区
双职工家庭、外来务工家庭和中低收入家庭子
女假期无人托管‘看护难’的问题。孩子们来
这里学习玩乐两不误。开班 4天，已有 80多
名孩子报名上课。”

创 新 托 管 模 式
开办红石榴课堂

本报乌兰察布 1月 17日电 （记者 皇
甫美鲜 郭奇男） 2023年，察右后旗扎实办好
民生实事，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实施了察右后旗热电联产项目。

该项目采用循环流化床锅炉，可燃烧低热
值燃料供热，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同时锅
炉效率远高于原有小锅炉，每年可减少耗煤量
5 万吨标煤，相比原小锅炉，环境效益显著。
察右后旗白音察干镇全区域采用热电联产供
热，供热比较均匀，供热质量稳定，且有多台锅
炉互为备用，可以保障供热的可靠、安全性。

据察右后旗住建局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
副主任王晓坤介绍，以前白音察干镇有7个热
源厂，分属6家公司，6家公司的锅炉都是破的，
每年供热季，就会接到大量居民来电，反映家里
不热，这个冬天明显少了很多，即使有人打来电
话也基本上是咨询如何缴费的。

“我们目前的供热面积是 350万平方米，
覆盖白音察干镇 3万名居民，能够保证 24小
时恒温供热。”项目经理原义斌说。

热 电 联 产 项 目 让
3万名居民过“暖冬”

“乌珠穆沁羊体质强壮、耐寒、抵抗力强，具
有生长发育快、成熟早、肉脂产量高、肉质细嫩等
优良特性，同时抗病力强、适应性好，适于我们北
方气候。”日前，满都拉一边往车上装青干草，一
边向我们介绍着自家养殖的乌珠穆沁羊。

满都拉是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乌兰哈
拉嘎苏木伊拉勒特嘎查牧民。2018年开始，满
都拉根据自家草场的产量，探索少养、精养的方
式，标准化养殖当地优良品种——乌珠穆沁羊，
走科学、生态养殖之路。随着羊群品种质量的提
升，满都拉家的收益也水涨船高。

“如今我家乌珠穆沁育成母羊 300 多只，
育成种公羊也有 300 多只。因为品种好，周边
牧户都从我家购买种公羊。”满都拉说，前些
年，由于他家种公羊群品种纯正，还被旗里确
定为扩繁场。现在，从他家购买种公羊，不仅
保质，政府还有补贴,使得他家的种公羊成了
抢手货。

让满都拉最为高兴的并非收入的增加，而是
随着精养少养，草场压力得以减轻，草场上的植
被盖度和高度正在逐年增加。这经济效益和生
态保护双赢的好事，让满都拉想起来心里就美滋
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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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都拉准备饲喂羊群满都拉准备饲喂羊群。。

新购置的羊自动称重机新购置的羊自动称重机，，时刻记录羊群增膘时刻记录羊群增膘
情况情况。。

每只羊都有编号和档案每只羊都有编号和档案。。

开鲁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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