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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 敏

阳春三月，天气回暖,万物复苏。迁入新

址的内蒙古自治区文化馆内热闹非凡，面向

社会的全民艺术普及公益培训正在全面开

展，36个艺术门类的课程吸引了700多人踊

跃报名参加。在声乐班门口，副馆长侯敏和

学员们热情地聊着天。72岁的王阿姨握着

侯敏的手说：“以前在旧馆时，您给我们上过

声乐课。如今在装修时尚、设施全面的新馆

上课，心情格外激动……”

20世纪 90年代，侯敏从内蒙古师范大

学音乐系毕业后，带着满腔的艺术抱负走上

工作岗位，成为群艺馆艺术辅导部一名声乐

老师。当时群艺馆的声乐培训班没有生源，

她就跑学校、跑社区、跑街道，将声乐培训班

办得红红火火，报名学习者络绎不绝，为群艺

馆吸粉无数。30年来，她辛勤耕耘在群众文

化工作的第一线，尽自己最大努力为别人点

亮一盏灯。

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凭借扎实的

专业素养，侯敏成了很多声乐爱好者的启蒙

老师，由她负责组织开办的少儿、成人、老年

声乐培训班，已经培训了数万人次，她的学生

更是捧奖无数，她组建的内蒙古群艺馆少儿

合唱团在各类演出与比赛中表现出色。多年

来，她获得了国家文化和旅游部“蒲公英奖”

辅导奖、中国第六届少年儿童歌曲卡拉 OK

电视大赛“指导教师奖”、中国西部原生态山

歌（民歌）柳州赛歌会“最佳金嗓子个人演唱

奖”等诸多荣誉。

心怀梦想，脚踏实地。2005年，侯敏担

负起了非遗的普查与保护工作，行走在辽阔

北疆开展非遗普查培训，为做好非遗工作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创办的《内蒙古自治区非

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与保护工作信息》，成为全

区群艺馆、文化馆沟通、交流非物质文化遗产

工作的信息平台。参与自治区申报的第二批

国家级非遗名录“蒙古族服饰艺术”项目入选

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为了更好地带动自治区公共文化服务的

整体发展水平，她经常往返于各盟市文化馆，

为基层文化工作者们面对面授课，让他们的

专业素质和能力都有了极大地提高，为下一

步推广艺术培训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2014 年，侯敏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群众

艺术馆（现内蒙古自治区文化馆）副馆长。

经过仔细调研、统筹策划，组织开展了“全

区民族民间广场舞大赛”“魅力乌拉特”西

部民歌会、“唱响北疆”全区群众歌咏展演

活动、“舞动北疆”内蒙古自治区广场舞大

赛、内蒙古自治区“群星奖”文艺作品集中

评选、“醉美草原，亮丽北疆”全区美术书法

摄影优秀作品展等众多特色鲜明、形式多

样的大型活动。“魅力乌拉特”西部民歌会

入选“2017 全国文化馆（站）优秀群众文化

品牌”，入选“2020 年度中国旅游影响力节

庆活动”；2023 年，“舞动北疆”内蒙古自治

区广场舞大赛被评为全国优秀群众文化活

动品牌提名案例。

追梦的脚步没有一刻停歇。30年来，侯

敏一直在从事与群众文化有关的工作。基层

文化工作虽然很苦很忙，也曾经历了很多困

难和艰辛，但是她始终坚持“逢山开路遇河架

桥”的工作态度，攻坚克难。侯敏以吃苦耐

劳、孜孜以求、勇往直前的奉献精神，践行着

一名基层文化工作者“文化铸魂，以文化人”

的职业使命。 （郭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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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单位：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李一芝赵会杰

早晨 7点 40分，呼和浩特市回民区通道
街三顺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一芝就
早早来到了社区，开启了一天的工作。

今年 55 岁的李一芝，扎根基层社区 31
年，她进百家门、知百家情、解百家忧、暖百家
心，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
全国巾帼建功标兵、自治区北疆楷模、自治区
优秀党务工作者、自治区社区先进工作者、自
治区十大基层清风干部标兵、自治区道德模范
等多项荣誉称号，她所在的三顺店社区党总支
2021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一个
个荣誉的背后，都印证着李一芝 30多年来日
复一日的坚守与执着。

社区无小事，事事关民生。谈起社区工
作，李一芝说：“社区工作就是要不怕苦、不怕
累，脚踏实地、尽职尽责地为居民做好事、办实
事、解难事。”

李一芝是这么说的，多年来也是这么做的。
1993年，李一芝来到呼和浩特市回民区通道街
办事处第一居委会工作，在老主任的带领下，每
天走家串户，没有上下班时间，居民有事她随叫
随到。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2004年，李一芝
被调到三顺店社区，为了尽快开展工作，短短三
个月，就挨家挨户走访了1400余户居民。她所
在的社区老旧小区多，基础设施差，遗留问题
多。她发现很多小区的水箱长时间没清洗，严重
影响到居民的饮水安全，便亲自带人下水箱去清
洗，最终让6个小区、近千户居民吃上放心水。
每当遇到小区暖气跑冒滴漏时，她便和水暖工
一起下到两三米深的地沟去维修，脸、脖子和胳
膊经常被包暖气的石棉材料扎到，每次都会红肿
好几天。不管是邻里纠纷还是生活琐事，李一
芝始终把居民急难愁盼的事儿作为社区的头等
大事来处理，凭着吃苦耐劳的精神，李一芝赢得
了社区居民的尊重和肯定。说起李一芝，居民们
总会竖起大拇指，感叹地说“真是个好书记”。

李一芝勤奋好学，做事情总有一股子拼
劲。2015年，她到深圳学习，被“社区蜂巢”理
念深深吸引。回来后，便着手组建“社区蜂巢”，
让社会组织入驻社区，带动更多的志愿者、公益
人士共同参与社区建设。没有社会组织，她就
通过各种渠道一家一家去找、去谈，不知道该如
何开展合作，她就一点一点去学习、去研究。如
今，35家社会组织入驻社区，上万名各专业的
志愿者进入小区服务。“社区蜂巢”的建立，不仅
有效弥补了社区专业化服务不足的短板，还满
足了居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0多年来，李一芝深深扎根基层社区工
作。她聚焦亲子教育，组建“智慧家长学校”，
累计开展 400多期形式多样的家庭教育实践
活动，得到了家长、师生们的普遍认可；创建社
区“博爱公益学堂”，把48名单亲失依儿童、留
守儿童等聚在一起，依托社会组织，定期组织
开展活动，帮助孩子们健康成长；为80多名智
力残疾孩子倾情打造“小家大爱”小厨房，让他
们在活动中提升生活自理能力；开设特色课
程，用学习非洲鼓让自闭症孩子高兴度过每一
天；深入开展“万家团圆中国节”志愿品牌服务
项目，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节日活动，让
社区里十多个民族的居民亲如一家……

居民群众盼的就是我要干的，想群众之所
想，急群众之所急。李一芝凭着吃苦耐劳、一
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精神，真情真心
践行初心使命，全心全意服务百姓居民。“今
年，社区的各类主题活动要突破 300多场，手
工、旱地冰壶等特色课程要开设起来……未
来，5000平方米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将在这
里建成。”望着社区对面的空地，李一芝对今后
的社区工作充满期待。 （郭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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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要出去多学习先进的种植技术，
不仅要保证产量，还要注重品质。”“虽然药材
不愁卖，但还是要想办法拓宽销路，让好药材
卖上好价钱。”在全国人大代表、赤峰市松山区
大庙镇小庙子村党总支书记赵会杰的带领下，
村两委班子时不时聚在一起，讨论着中草药种
植规划。

近年来，小庙子村以抓好党建促乡村振兴
为重点，发挥党组织的带头作用，开展了党建
引领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整治、文化阵地打造、
移风易俗等活动，全村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
景象。

悠悠草药香，致富道路宽。小庙子村大
力发展药材产业，成立赤峰宏都种植专业合
作社。从试验种植 500 亩桔梗，到如今种植
10 余种药材、总面积 4000 余亩，小庙子村
探索“党支部+合作社+党员+农户+脱困
户”的发展模式，积极引导群众改变单一的
种植模式，走出了一条乡村特色产业发展道
路。

今非昔比的小庙子村，是如何发生“蝶变”
的？“这10多年来，我们风里来雨里去，苦中作
乐、摸爬滚打、兢兢业业，村子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老百姓的心气越来越高，凝聚力也越
来越强。”赵会杰说。

小庙子村位于赤峰市西部，距离市区 90
公里，是松山区大庙镇下辖的 19个行政村之
一。小庙子村是两山夹一川的典型丘陵地形
地貌，人多地少，资源匮乏。

2009年，赵会杰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时，小
庙子村是松山区确立的“软弱涣散村”，全村没
有一项主导产业，基础设施落后。村里没有农
村的优化供电，没有一口机电井，没有自来水，
没有一座桥。老百姓多年来面临着就医难、出
行难、农产品销售难等问题。

正因如此，上任不到一个月，赵会杰就参
加了“内蒙古东部相对落后嘎查村支部书记培
训班”。在培训班上，优秀的村党支部书记现
身说法。

“我一边听一边想，为什么他们的资源禀
赋不如我们，但发展得那么好，是不是我们也
得做点啥？”赵会杰说，这个培训班让她的“富
民强村”梦有了着手点。

从 2010年开始，小庙子村申请通村路项
目，打通了通往外界的通道。那一年，通过项
目支持、自筹资金，加上自掏腰包垫付的方式，
建起了小庙子村 500 多平方米的办公场所。
那一年，村里开始打第一口机电井，到2017年
末，全村一共打了28口机电井，实现了网格状
的二级地埋管路铺设，为实现高效节水农业奠
定了基础。从2013年到 2017年，9个村民小
组都吃上了甘甜的自来水。通过多轮农网改
造升级，村民生产和生活用电得到了根本的保
障。

随着电力、道路等基础设施逐步升级完
善，小庙子村建起了物流交易平台、综合交易
市场，村集体与几家大型制药企业签订收购合
同，村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合作社新上了药
材冷储、烘干、深加工生产线，推动药材产业链
延伸发展。除了发展药材产业，我们还打造药
材花海，结合凤凰山景区规划和当地人文资源
发展乡村旅游。”赵会杰说。

建立无害化垃圾处理体系，让村容村貌干
净整洁；开展生态治理工程，让昔日1500亩荒
山变得郁郁葱葱……如今，村民年人均收入由
10年前的不足4000元，增加到如今的2万多
元。小庙子村先后获得自治区级文明村、全国
乡村治理先进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第九
批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等荣誉。 （韩雪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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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材魁梧，声音洪亮，一口浓重的东北口

音，这就是初见孔德礼的印象。站在出铁场平

台上、铁口前，爽朗的笑声和高炉散发的热量

交织在一起，在这个成就了他光荣与梦想的地

方，50岁的孔德礼充满了自信与激情。

2015年，刚过不惑之年的孔德礼被评为

“包头市劳动模范”，随后又先后获评“内蒙古

自治区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成为

中国工会十八大代表……不久前，他又拿到了

第一届“内蒙古自治区技能大奖”。

“高炉炼铁更炼人。”孔德礼从小徒工一路

干到炉前组长、炉前大班长、包钢高炉炉前工

首席技能大师。“专注持久、精益求精、一丝不

苟、追求卓越”是他的座右铭。分享经验时，他

说的最多的两个字就是“认真”。

高炉冶炼是连续而且复杂的过程，想要保

证高炉稳定顺行，炼出一炉好铁，就要做到炉

料均匀下降、炉温稳定充沛、高产低耗。而这

件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1992年，19岁的

孔德礼技校毕业，走进包钢的大门。在不断学

习和钻研中，处处“较真”的孔德礼解决了一个

又一个生产难题。

6号高炉投产时，作为炉前大班长的孔德

礼制定了一系列操作制度，改进设备点巡检及

数据采集、整理、记录工作。他总结新的操作方

法，解决了高炉除尘设备稳定性差的问题，不但

满足了环保达标要求，还有效降低了铁前成本。

“只要用心观察，高炉总会给我们答案。”

在孔德礼看来，高炉是会说话的。铁花的颜色

与亮度，铁流的流速，渣铁的流动性……一直以

来，孔德礼就是通过这些“对话”高炉、了解高炉、

守护高炉。他负责的6号高炉成为包钢第一座

长寿炉，步入国内大型长寿高炉的先进序列。

以往20多人连续工作3小时以上才能完

成的操作，现在只需要 3人不到 10分钟就能

完成。这是孔德礼完成的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代替液压泥炮堵铁口装置及方法》所发

挥的“神奇”作用。从事炉前工作 30载，他完

成的8项专利都凸显了实用效果。

一代炉龄结束后，高炉必须停炉检修。在

这过程中，关键的一步就是放残铁，而且这一

操作难度很大。精准测算残铁口位置，实施炉

皮定点测温，合理架设残铁沟，拟定停炉和放

残铁计划，制定放残铁应急预案……2014年

起，孔德礼先后参与指导包钢8座高炉数次停

炉放残铁作业，每一次都安全顺利完成，残铁

放净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2021年 1月，6号

高炉停炉，孔德礼率队创造了 3小时放残铁

1000吨的历史纪录，放净率达到100%。

凭借精湛的技艺和突出的贡献，孔德礼获

得“全国技术能手”称号。越来越多的“孔德礼

经验”成为“包钢标准”；越来越多的场合，他被

称作“孔老师”。

孔德礼创建的工作室成为“包头市技能大

师工作室”“内蒙古自治区技能大师工作室”，他

本人被评为“鹿城英才”“包头工匠”“北疆工

匠”。2017年以来，以他名字命名的工作室完成

创新项目120余项，创造效益500余万元。同

时，他以“技能大师工作室”“导师带徒”活动为载

体，培养高精尖技术人才，带出5名高级技师、3

名技师、2名操作能手、多名高炉炉前大班长。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孔德礼说，为

了把对高炉的呵护延续下去，他要扮演好“老

师”的角色，打造创新创造项目的“孵化池”和

高技能人才的聚集洼地，培养更多理论扎实、

技术精湛的高炉“尖兵”。 （蔡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