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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刚结束，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老
旧小区基础设施改造项目便如火如荼地展开，
更换自来水管网、供热管网、外墙保温、楼顶防
水、配套门卫设施、硬化院面……对于嘈杂的
施工声，居民们不仅没有怨言，反而拍手称赞：

“这小区早该变变样子了，原来的路面坑坑洼
洼，老人和孩子经常摔跤，私家车根本进不来，
一下大雨，顶楼渗水、一楼反味，真是糟心得
很！”陕坝镇旭日小区居民王桂生无奈表示。

民以居为安。多年来，巴彦淖尔市用心
用情写好“为民”文章，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有
房住更要住得好的需求，推行“三治、三修、四
补”举措，治危房、治违建、治公共空间违规使
用；修小区道路，修管线设施，修非机动车棚；
补市政基础设施、补停车设施、补消防监控设
施、补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全力治理老旧小
区“顽疾”，补齐老旧小区“短板”，人居环境持
续改善，赢得广大群众的声声赞誉。

“以前小区里的道路破损严重、路灯线
路老化，特别是下雨天，不穿水靴根本出不
去！”五原县温馨家园小区居民张海明告诉
记者，“小区改造后，道路平整又宽敞，地下
排污管道、暖气管道，以及其他硬件设施改

造得非常到位，大家的心情舒坦多了。”
“我们在实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过程中，

坚持改造前‘问需于民’、改造中‘问计于民’、
改造后‘问效于民’，为每个老旧小区‘量身定
做’改造计划，真正‘改’到群众心坎上，让群
众安居更宜居。”巴彦淖尔市住建局党组成
员、房屋产权交易中心主任张文利说。

一座幸福的城市，必有鲜明的民生底
色。2023年，巴彦淖尔市完成棚户区改造
6643套、发放住房租赁补贴1621户，争取到
位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1.63亿元，实施农村
牧区危房改造348户；争取到位市政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资金1.58亿元，共实施 81个市
政基础设施项目，新改建“口袋公园”16个；
新改建城镇道路11.504公里，改造背街巷道
约 1.4 万平方米；新改建各类地下管网
125.965公里，新增天然气用户12644户、集
中供热面积 60万平方米、园林绿地面积达
到724亩；新建换热站4个，新改造管道41
公里，对750个换热站、3743公里供热管道
进行全面维护检修；新建停车场1个，增加停
车泊位 12101 个；改造 92 个老旧小区共
116.96万平方米，涉及 349栋楼、12874户

居民，争取到位老旧小区改造资金 1.92 亿
元，同时实施1个完整居住社区建设试点项
目；开展物业行业乱象整治行动，对全市308
家物业服务企业进行信用等级评价……

一项项成绩的背后，是巴彦淖尔市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深入践行“转观念、强作风、
优环境、重落实、树形象”的生动实践。

临河区朗润园住宅小区居民全永利家
中，门窗上的“喜”字窗花衬托出节日的喜
庆。“5年前我买了这里的楼房，没想到工程
烂尾了好几年，去年赶上国家实施‘保交楼’
政策，让我家在今年春节前住上了新房，还
给儿子办了喜事，彻底圆了全家人的安居
梦。”全永利乐呵呵地对记者说。

据临河区住建局局长徐建军介绍，朗润
园住宅小区项目于 2016年开始建设，受建
设资金等多种因素影响，工程一度停滞，交
付推迟。自国家出台“保交楼”相关政策以
来，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两级政府把该项目
纳入“保交楼”范围，并成立由“四大班子”包
联的工作专班，建立保交楼资金监管专户，
确保借款资金专款专用，帮助企业启动复工
续建工作。目前，该小区 12万平方米 818

套房屋具备了交付条件。
据了解，巴彦淖尔市共有 86个已售逾

期难交付风险项目，共计24670套住房。为
推进“保交楼”工作，巴彦淖尔市压实主体责
任，积极筹措、协调“保交楼”项目贷款融资
事宜，帮助企业筹措资金解决困难，确保分
批对已售逾期难交付、信访矛盾集中的房地
产风险项目完成交付。

“截至今年1月底，全市86个住房项目
全部纳入‘保交楼’范围，争取国家两批保交
楼专项借款 24.82 亿元，已拨付 22.78 亿元
专项借款，已交付 19463套住房，集中解决
了一批群众反映突出的‘交不了楼’‘回不了
家’问题，让广大群众更加踏实买房、安心住
房、放心办证。”张文利说。

城市因提质而靓，生活因提质而美。如
今的巴彦淖尔，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民生工程
硕果累累、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群众生活幸福
美满……“今后，我们依旧将服务群众贯穿于
各项民生工作始终，努力把惠民生的事办实、
暖民心的事办细、顺民意的事办好，让群众深
切感受到温暖和关怀。”巴彦淖尔市住建局党
组书记、局长谢卫仁坚定地表示。

托起百姓安居梦 筑就民生幸福巢
□本报记者 薛来

巴彦淖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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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

包头

锡林郭勒

“我们社区能成为‘无讼社区’，我
觉得非常自豪。特别是法院把普法讲
座开到了咱们社区，我们生活中遇到的
法律问题，在家门口就可以咨询，发生
矛盾纠纷也能及时得到专业人员的调
解，真是太方便了！”近日，在兴安盟阿
尔山市温泉街河滨社区，阿尔山市人民
法院干警将关于房屋买卖合同的问题
逐步梳理清楚，居民高艳平满意地说。

近年来，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坚持
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验”，将“无讼”理念融入
社会治理，让“法治细
流”渗透到基层的每一
寸土地，为辖区和谐稳
定绘制法治底色。

“通过诉前调解可
以省下 4.7 万元的诉讼
费用，咱们还可以短时
间内把事情解决……”
在科右前旗人民法院阿
力得尔人民法庭“古榆清
风调解室”，阿力得尔苏
木政协委员刘俊红、蒋洪
喜推心置腹的一番话，让
双方当事人茅塞顿开。
一起标的为450万元的涉企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原本要通过诉讼途径解决，
通过二人的调解被成功化解。

2020 年，包头某建设集团与兴安
盟某建筑公司签订了施工合同，工程完
工后，兴安盟某建筑公司余欠450万元
工程款未付，双方多次协商未果，包头
某建设集团遂向阿力得尔人民法庭寻
求帮助。

为及时有效化解纠纷，阿力得尔人
民法庭邀请科右前旗政协委员充分发

挥界别优势，参与诉前调解。据阿力得
尔人民法庭庭长梁鑫明介绍，“古榆清风
调解室”是阿力得尔人民法庭和科右前
旗政协联手打造的民商事纠纷多元化解
平台，政协委员具有专业知识丰富、协调
能力强的优势，是对法院解纷力量的有
力补充。目前，共有33名政协委员通过

“线上+线下”的方式入驻该调解室，开展
诉前调解工作，共调处纠纷160余件，涉
案标的额1031余万元。

“诉源治理工作将司法触角延伸至
基层，预防基层矛盾纠纷激化，是新时代

‘枫桥经验’的延伸。”兴安盟中级人民法
院立案一庭副庭长高铁英介绍，兴安盟
基层人民法院积极推动建立“法院+工
会”“法院+住建”等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基层人民法庭与当地乡镇、村屯(嘎查)以
及司法所、派出所等加强沟通，合力解
纷，全盟实现了从案件怎么“判”到事情
早点“办”的转变。

“感谢白书记的调解，为我们划清了

界限，还不伤邻里间的和气。”日前，在
阿力得尔苏木海力森社区“服务‘榆’民
无讼驿站”，社区居民边某和邻居金某
因界墙的使用权产生分歧。在对比过
双方的土地确权面积和实际使用面积
后，社区书记白云做出公正“评判”。

来时眉头紧锁，走时如沐春风。自
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积极推进“无讼创
建”工作以来，这样的场景便时常发生。

“各位村民，私自圈占公共用地是
违法行为，大家有问题
可以随时咨询村‘两
委’成员。”近日，在兴
安盟突泉县六户镇和
丰村，村民孙某和张某
因为两家之间的胡同
归属而争执不休，矛盾
不断升级。自治区级
人大代表、和丰村党支
部书记孙明闻讯赶来，
讲法理、断是非，一场
纷争被及时叫停。

高铁英告诉记者，
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
将热心调解工作的人
大代表、老党员、老干

部、乡贤能人等充实到人民调解员队
伍，通过在村屯、社区开设法律知识培
训等方式，为调解人员“充电”，为诉源
治理“赋能”，增强基层法治力量，逐步
形成司法引导与基层自治相结合、司法
职能与基层善治相结合的基层社会治
理体系。

“息诉无讼”，其乐融融。如今，兴
安盟 11 处“无讼社区”、17 处“无讼村
屯”的牌子相继挂起，这已成为一道和
谐亮丽的“枫”景线。

“无讼社区”的
“ 无 讼 密 码 ”
□本报记者 高敏娜 兴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 刁博禹

乌海

兴安

近日，由内蒙古东景生物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申报的一批货值 349.48万元
的BDO（1,4-丁二醇）化工原料经呼和
浩特海关所属乌海海关属地查检后顺利
出口。据乌海海关统计，2023年，乌海
海关累计受理87批次、4.9万吨，货值达
4.62亿元的BDO化工原料走出国门。

作为可降解塑料的主要原料，BDO
的推广应用对解决“白色污染”这个世
界性难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它也是当
前世界上需求量增长最快的化工产品
之一。近年来，乌海市雄心勃勃地将打
造全球最大BDO一体化生产基地作为
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目标。

为助力乌海市的 BDO 产品出海
“闯世界”，乌海海关以企业需求为导
向，加强对全国 BDO 产业和乌海市
BDO 进出口动态监测分析机制，持续
跟踪 BDO全球贸易规模、国内市场规
模及国内国际流向变化并提出相关意
见建议，切实服务地区发展。

针对BDO产业可能涉及的重点出
口商品及进口成套设备、关键零部件设
备、化工原材料等，乌海海关建立属地查
检快速通道机制，成立BDO产业进口相
关设备属地查检小组，做到货物即到即
检即用。建立企业问题“首问负责+动
态清零”机制，持续开展“关长送政策上
门”活动，全方位掌握企业产品特点，围
绕监管政策、证书办理流程等企业关注
的问题及时答疑解惑。持续发挥乌海海
关“企呼关应”党员服务品牌作用，开展
定期走访、现场办公，搜集企业呼声诉
求，推动企业问题“动态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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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包头3月4日电 （记者 格日勒图）春节过后，包头
市再次争取到 2024年自治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资金1019万
元，占本次下达资金总量的36%，位列自治区第一，为该市进一
步加强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防控提供有力支持。自入选全国首
批“无废城市”以来，包头市始终坚持工业、农业、生活领域固体
废物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处理，探索形成了具有包头
特点的试点模式。

2023年，包头市依托本市项目枢纽综合服务平台，加大固体
废物污染项目储备力度，全年共有3个项目入围自治区生态环境
保护项目储备库。在工作推进过程中，结合《包头市“十四五”时
期“无废城市”建设实施方案》明确的各项指标和任务，帮助各旗
县区提早谋划项目，切实发挥固体废物治理一头连着减污、一头
连着降碳的重要作用，为资金争取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无废城市”建设
再 获 1019 万 元 支 持

本报鄂尔多斯3月 4日电 (记者 郝雪莲 实习生 韩
美霞)这个寒假和春节期间，鄂尔多斯市民和学生纷纷走进图书
馆，或是潜心阅读、自我“充电”，或是当起“图书馆管理员”、参与
新春送祝福，在图书馆里体验充满“书香气”的假期。

数据统计，2024年 1月 5日至 2月 25日，鄂尔多斯市图书
馆共开展了48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线上线下阅读活动，图
书馆到馆读者104778人次，线上平台阅读量为92554本，图书
借还为112251册次。

“每年寒暑假，我都特别期待到图书馆‘跟着书本去旅行’，因
为每本书都有一个丰富的世界，我在阅读的时候也像是跟着书中
的人物游历了一番，体验了更加广阔的世界。”来自康巴什实验中
学的刘宇同学说，阅读带给我的不仅是知识，更是一次假期旅行。

来自康巴什区第九幼儿园的辛倩玲自信满满地说：“我是
一名幼儿园老师，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从孩子们牙牙学
语开始，我就带他们走进图书馆，或是亲子阅读绘本，或是参加
手工活动，不知不觉，老大已经是即将小升初的大朋友了。我
知道，有很多东西我们无法满足孩子们，但是他们比任何人都
富有，因为他们有一个每天陪他们读书的妈妈。”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持续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全民阅读在
鄂尔多斯蔚然成风。全市公共图书馆、城市书房、草原书屋等
各大阅读阵地，积极开展线下线上阅读服务，为广大市民提供
了书香四溢的文化盛宴。

爱读书 读好书
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本报记者 李雪瑶

这两天，赤峰市敖汉旗木头营子乡青山村高标准智慧设施
农业蓝莓示范园负责人尤孝刚正忙着采摘，园区内35个棚的
蓝莓在近期迎来首次收获。“从过年到现在，共销售蓝莓5000
多斤，收入超25万元。”尤孝刚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2022年，尤孝刚成立敖汉旗益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由
敖汉旗投资1288万元、合作社自筹1000万元打造了青山村高
标准智慧设施农业蓝莓示范园，山东省烟台市向往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负责运营。合作社每年按乡村振兴衔接资金投入额度
的5%缴纳收益金，壮大木头营子乡4个村的集体经济。尤孝
刚说，园区运用数字化物联网技术，只需在手机上轻轻一点，水
肥实现精准滴注，卷膜、控温、控湿也实现智能化。“现在，每株
蓝莓树可产优质蓝莓 4斤到 6斤，年生产能力可达 12万斤以
上，年产值近1000万元。”尤孝刚说。

园区还建立了“科研院所指导+公司运营+合作社管理+农
户经营”的合作体系，实施订单生产、产业链延伸等。未来，农
户也将通过租用棚室参与到生产过程中，每年带动周边农户
20户以上，户均增收5万元。

蓝莓果上市啦蓝莓果上市啦

□本报记者 郑学良 赛罕区融媒中心记者 陈铎 李颖剑

万物复苏，新年新气象。2月 26日，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第三幼儿园的小
朋友带着新年的喜庆，共同重启属于他们的“欢乐键”。新学期的第一天，充
满仪式感的开园活动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为迎接小朋友们回归，老师们精心
准备了“见面礼”。大班孩子们带着自己做的“心愿书签”走进幼儿园，“心愿
墙”上挂着他们的愿望。小班的孩子们将爸爸妈妈美好的祝福和成长期许装
入“时光胶囊”里，待到毕业典礼时开启，回溯成长的轨迹，用点滴美好，点亮
幸福童年。

新学年里新愿望新学年里新愿望

本报锡林郭勒3月4日电 （记者 张璐）锡林郭勒盟紧
盯儿童福利领域工作短板弱项，围绕全面提升“个性化、规范
化、信息化”关爱服务水平，打造“关爱雏鹰行动”工作品牌，切
实保障困境儿童、留守儿童权益，全面推动留守儿童、困境儿童
关爱服务工作高质量发展。“关爱雏鹰行动”工作品牌是按照

“试点先行、全面推开”的工作原则，在全盟范围内选择困境儿
童相对基数大的锡林浩特市和太仆寺旗开展未成年人救助保
护暨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爱服务项目，并实现品牌服务内容
3个“一”的个性化服务：一套品牌文创产品；一支专业化服务
队伍；一套服务和评估机制。

通过构建规范化服务阵地，锡林郭勒盟共建设旗县未成年人
救助保护中心9个，设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80个，实现苏木乡
镇（街道）全覆盖。并定期对在册的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
教育帮扶、关爱帮扶等方面内容进行摸排，发动社会力量对孤儿、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困境儿童进行一对一帮扶，发现未及时纳入
保障范围的儿童，及时反馈至相关部门，确保及时将符合条件的
儿童纳入帮扶范围。打造“爱心志愿者+儿童主任+儿童”关爱链，
委托承接购买服务的组织以“活动开展+孵化培育属地志愿服务
队伍”为重点，在锡林浩特市、太仆寺旗19个未保站、12个儿童之
家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做到周周有活动，月月有计划，达到激活
阵地、培育队伍、服务儿童的目的。

锡林郭勒盟对儿童服务档案管理做到“纸质档案＋电子档
案”一体化，通过定期走访摸排，实时更新儿童信息，实现信息
动态化管理，进一步夯实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爱帮扶工作基
础，精确记录儿童需求，助力健康成长。

关 爱 留 守 困 境 儿 童
用心呵护“花朵”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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