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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蔡冬梅

“您好，能帮忙查一下我们企业的
信用度吗？”

“请稍等……”
在包头市青山区政务服务中心咨

询导办台前，市民李女士正在向工作人
员咨询企业诚信查询服务。不到一分
钟，李女士便查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

据介绍，李女士所享受到的“企业
诚信查询服务”，是青山区政务服务与
数据管理局延伸政务窗口增值服务的
一项内容。同时，他们还专门为办理业
务的诚信企业开通了“绿色通道”。企
业可经“绿色通道”申请优先办理流程，
通过“诚信企业优先综合受理窗口”享
受如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办理等23项政
务服务事项的告知承诺办理，以及如公
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的消防安

全检查等55项政务服务事项的容缺受
理。目前，已有8家信用良好企业享受
到“绿色通道”优先综合服务。

“开通‘绿色通道’服务后，我们来
办业务的效率都特别高效，有VIP特
殊待遇。”市民王先生满意地说。

据了解，近年来，包头市青山区积
极探索政务服务领域信用体系建设，
以优先服务诚信企业为理念，通过发
挥政务服务、政企沟通平台作用，延伸
政务窗口增值服务内容等举措，实现

“诚信”服务赋能。
“针对新注册和承诺诚信经营的

企业，我们联动驻服务大厅的银行，优
先提供免费开户、免费刻章及信贷等
多重套餐服务，让企业群众享受更加
便利综合的公共服务，进一步激发市
场主体活力，通过优质服务助力打造
一流营商环境。”青山区政务服务与数
据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包头诚信企业享受“绿色通道+免费服务”

5 月 4 日，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黄合少镇石人湾蒲公英露营地，不少市民约上亲朋好
友，来此放空自己。他们看青山绿树，听溪水潺潺，感受野趣，过一个亲近大自然的“别样
青年节”。 本报记者 郑学良 摄

山野拾趣

5月 1日，通辽市博物
馆开展了以“劳以启智，动
以润心”为主题的志愿服
务活动，通辽新城第一中
学小学部的孩子们在讲解
员的带领下参观了展厅，
近距离观赏珍贵的文物，了解当地各个
时期的历史文化。

参观过后，孩子们领取了笤帚、拖
把、抹布等打扫工具，变身“通博打工
人”，体验博物馆的日常卫生工作。此
次活动不仅丰富了孩子们的节日文化
生活，也增进了他们对各行各业劳动者
的了解，进一步感受劳动带来的乐趣和
成就感。

通辽市博物馆建筑面积约 2.2 万
平方米，展厅面积近 1.3 万平方米，是
通辽市的一个重要文化地标。通辽

市博物馆不仅承载着这座城市悠久
的历史，也蕴藏着通辽地区深厚的文
化底蕴。

博物馆内现有文物藏品近 5万件
（套），其中一二三级珍贵文物达千余件
（套），涵盖了从史前时期到近代历史的
各个阶段。新石器时期红山文化勾云
形玉佩、南北朝时期鲜卑金牌饰、辽代
白瓷佛、元代青花玉壶春瓶、明代万历
款珐琅盘等藏品具有珍贵的历史、艺术
和科学价值，展示了通辽地区的自然风
光、民族风情以及历史变迁，是通辽市

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的缩影。
不久前，通辽市博物馆利用现有

馆藏资源策划了“源起西辽、博润北
疆——系列社教活动”志愿服务项目，
采用深入当地中小学校，讲述通辽地区
地域史及英雄人物事迹的方式，让广大
青少年了解西辽河文化，扎实推进北疆
文化建设。

活动中，通辽市博物馆讲解员带
领志愿者为青年学子们送去了西辽河
文明手册、通辽市博物馆宣传册及精
美文创产品，带有文物元素的冰箱贴、

折扇、书签等深受学生们
的欢迎。透过这些日常生
活用品，让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在孩子们的心里生根
发芽。

在博物馆中厅，一幅
场面恢宏、气势磅礴的壁画吸引了众多
市民和游客驻足。“壁画上有通辽地区古
往今来的8个精彩场景，十分震撼。假
期领着孩子逛博物馆，了解城市的发展，
我感觉特别有意义。”市民斯琴说。

据了解，“五一”期间，通辽市博物
馆还将举办“穿越千年——盘点博物馆
里的‘劳动文物’”“博览中国节——中
华传统文化系列社教活动”“扬五四薪
火 谱青春华章”“五四精神 传承有我”
等特色主题活动，让更多市民游客感受

“五一”文化盛宴。

在通辽市博物馆享文化盛宴
□本报记者 薛一群

□本报记者 高慧

2024年 4月，刚满30岁的薛娇
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这份荣誉不仅是对我个人的
认可和鼓励，也代表着党和国家对
一线工作女性的关怀、认可和鼓
舞。在未来，这份荣誉会激励我承
载起更多的责任和担当。”薛娇说。

1995 年出生的薛娇是中国铁
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集宁工
务段卓资山线路车间检查工区班
长，高级工、助理工程师。薛娇所在
的“95后”女子质检组由 10名女职
工组成，平均年龄 26岁，担负着京
包线 120多公里正线、11组道岔、5
条股道的设备检查任务。

“铁道线上设备检查事关行车
安全，苦点儿累点儿不怕，这活儿稍
有松懈，就会漏检，不能有一点儿轻
心！”薛娇说。

2017 年，薛娇大学毕业，从繁
华的城市来到荒僻的工区，第一次
夜间“天窗”就给了她一个下马威——
8公里长的隧道还没走一半，脚底

就磨起了泡，漆黑一片的隧道里只
有头灯闪烁着微光，怕黑的她紧紧
跟在师傅后面。“让人家女大学生跟
着上现场，肯定干不了。”老师傅无
意间的一句话让性格要强的薛娇暗
下决心——“男职工能干的我也能
干，一定不能让他们小瞧我。”

为了尽快熟悉线路设备、掌握
业务技能，薛娇从如何测量轨距、观
察线路高低水平等基础技能学起，
遇到不懂的问题就主动请教经验丰
富的老师傅。她的梳妆台、床头边随
处贴满了技术规章小纸条。《铁路技
术管理规程》《铁路工务维修规则》等
十几本业务书籍被她翻得卷了边。
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她就从“工务
小白”成长为线路质检的行家里手。

2019年8月，集宁工务段成立女
子质检组，薛娇因理论功底扎实、业
务技能过硬，被选拔为班组的“领头
雁”。看着和自己刚工作时一样的一
群小姐妹，薛娇感同身受。她带着姑
娘们翻规章、学理论，就像当初师傅
带她一样手把手教她们练技能，工余
时间也都泡在学习室和练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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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娇：北疆铁道线上绽放的“铿锵玫瑰”

促进设施农业大发展，是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
之路。

购肥、备种、犁地、播种……时下正
是春耕备耕的关键时节，在呼和浩特市
清水河县的浑河滩智能温室项目建设
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主体骨架安装，
174 栋现代化智能温室将配套数字农
业大数据管理平台，打造“阳光玫瑰”葡
萄和蓝莓基地，项目将计划 6 月底完
成，建成后将成为内蒙古单体规模最大
的智慧设施农业基地。

科技赋能是壮大设施农业的重要
手段。在呼和浩特市的春耕备耕浪潮
中，最惊艳的莫过于满满的“科技范”，

“掌上气象”实时护航、农技专家常赴一
线、个性化定制种植模式、新型农机具
大显身手、智慧物联网将不可能变为可
能……科技的“一条龙”服务，让农业生
产更有质效、农民增收更有底气。

呼和浩特市始终聚焦设施农业科
技创新，持续加大设施农业科技项目支
持力度，开展水肥一体化、环境智能管
理和戈壁设施农业、老旧温室改造提升
等新模式、新技术的创新及引进推广；
依托科研单位或企业成立设施农业研
究院，引进区内外设施农业领域高层次
科技人才，加大设施农业本土专业人才
培养力度；将更多设施农业机械化装备
纳入农机购置补贴范围等。

今年，自治区出台《关于支持设施
农业发展的若干措施》，采取先建后补
的方式，支持城市周边“菜篮子”基地和
设施农业规模化发展。对从事设施农
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进行
资金奖补，通过新建、维修改造、提档升
级三种模式，推进塑料大棚、日光温室、
大型智能连栋温室建设。眼下，全区
2.63万亩新建设施农业项目建设正酣。

呼和浩特市积极响应政策，出台符
合本地实际的奖补措施，对城市周边

“菜篮子”基地和设施农业发展优势区，
采取先建后补方式支持规模化发展，新
建普通日光温室500亩以上、塑料冷棚
1000亩以上、单体智能温室 50亩以上

以及集中连片改造普通日光温室1000
亩以上，按照新建普通日光温室每亩 2
万元、塑料冷棚每亩2000元、智能温室
每平方米100元、改造提升普通日光温
室每亩1万元的标准，对建设主体给予
补贴；对新建或扩建 1000亩以上且集
中连片面积达 1万亩以上的设施农业
园区所在旗县（市、区），每个奖励 500
万元，每增加 2000 亩，再奖励 100 万
元，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鼓励全产业
链发展，奖励资金重点用于设施农业扩
大规模、提升改造及补齐育苗、智能化
控制、加工仓储、冷链物流、专业市场等
产业链短板，提高蔬菜供应率。

（郭成）

科技赋能“智慧大棚” 设施农业高效发展

“五一”假期首日，一列满载 500 米长钢轨的列车顺利抵达包银高铁碱
柜铺轨基地，实现了首列长轨安全进场的目标。这标志着中铁二十局集
团承建的包银高铁标段正式进入长轨存储阶段，为将要启动的铺轨施工
奠定了基础。 本报记者 郝飚 摄

长轨进场

盟市打卡 乐活五一

亮诚信 展形象 开新局

□本报记者 李国萍

早出晚归、走街串巷、风雨无
阻……这是 37岁快递小哥李晓望
的日常工作。2017年，李晓望入职
内蒙古圆通速递有限公司，从一名
普通的业务员成长为业务主管，月
揽收量保持在3000单，派件量上万
单、签收率99%。对老人、残疾人以
及不方便出门的客户一直坚持优先
派送，李晓望以客户好评率 100%
的服务业绩，跑出了精彩人生。他
先后荣获全国交通技术能手、自治
区五一劳动奖章、青年岗位能手、草
原最美快递员等 20多项荣誉。今
年再次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这些属于他的数字背后，是李晓望
对快递事业的无限热爱，更是他刻
苦钻研、倾心尽职的证明。

一个人、一辆车、两部手机，分
拣、扫码、装货、派送……5月 3日 6
时 30分，李晓望像往常一样来到位
于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前新城道营业
网点，轻车熟路操作起各个环节，开
始一天的工作。“我主要负责呼和浩
特市中山西路周边商场的快递派
送，平均每天需要派送 300- 400

单，还要收取100多个快递。”入职7
年多来，李晓望摸索出一套“独门秘
诀”，他会根据用户不同需求，制定
不同的派送计划。商务件投递从
急，上班族家庭购物从缓，特殊人群
从重，不一样的标准造就不一样的
工作方法，他的目标就是用心服务
好每一位用户。

李晓望每天走街串巷，传递的
是物品，串起的却是人心。

在每年大学放假期间，李晓望
都要进入校园开展毕业季邮寄行李
的活动。在运费上按成本邮寄，在
包装辅料上自己掏腰包免费供应。
对于偏远山区的学生，运费成本他
都不收。学生们为了感谢这位快递
哥哥，总会给他提供白开水、纸巾，
自发地帮他收拾工作场地上的纸
箱、胶带等用品。

一包一裹、一收一派、一脚一
印。多年来，李晓望一直用最美快
递员的标准要求自己。3年前，他
开始每月按时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捐款，为贫困山区的儿童贡献自己
的一点微薄之力。

“没有捷径，就是多练、多想、多
总结。”说起快递员岗位，李晓望说
看似简单， ■下转第3版

李 晓 望 ：7 年“ 零 差 评 ”快 递 小 哥

本报包头 5 月 4 日电
（记者 格日勒图）5月 2日，
“鹿城杯”2024 中国包头第
八届体育舞蹈精英赛暨全
民健身舞蹈大赛在包头市
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精彩
开赛。

本次比赛由包头市体育
舞蹈联合会主办，包头市体育
局、包头市体育总会、包头财
经信息职业学校协办。比赛
项目有拉丁舞、摩登舞、中国
舞、街舞、啦啦操、东方舞、爵
士舞、广场舞、芭蕾舞9个舞蹈
种类，设有职业组、专业院校
组、精英组、成人组、六人组等
8个奖项，共有来自全国各地
30支代表队300余人参加。

比赛现场，在节奏感十
足的音乐声中，选手们走上
舞台纵情热舞，各类风格舞
蹈轮番上演。选手们舞步动
感，裙摆飞扬，以灵动绚丽、
肆意洒脱的舞姿，尽情展现
体育舞蹈的艺术魅力。选手
们的精彩表演不时赢得现场
观众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包
头
第
八
届
体
育
舞
蹈
精
英
赛
开
赛

“五 一 ”期 间 ，乌 梁
素海碧波荡漾，一艘艘
快艇穿行于碧波湖面，
欢声笑语久久不散。“快
看，那是疣鼻天鹅吧！”
有人说道。

舟行湖中，风景如画，处处可见“家
庭团”的欢声笑语。“带着家人到乌梁素
海欣赏美景，特别开心。”游客王冬梅玩
得十分尽兴。

在乌梁素海，游客可以乘坐游轮欣
赏湖光山色，驾驶快艇感受浪遏飞舟。
这里还有占地280平方米的鸟展馆，陈
列的各种鸟类200多种，让游客身临其
境与鸟儿互动，感受湿地魅力。“鸟展馆

里全部是真鸟标本，孩子看完后，增长
了许多自然知识，也增强了环保意识。”
第一次来乌梁素海的游客苏醒感触颇
深。

在乌梁素海从事游船旅游的曹铁
山是土生土长的乌梁素海人，对于这片

“海”，他有着特别的记忆。
“小时候我们吃的是‘海水炖大

鱼’，渴了就舀湖里的水喝，后来因种种

原因水质变差了，通过这几年的治理，
水又变清亮了。这里有 264种鸟类共
500多万只和20多种鱼类，说明乌梁素
海的生态越来越好了！”曹铁山告诉记
者，渔民从原来的靠海吃海，转变为靠
海护海，生态环境好了，为乌梁素海带
来了大量的游客。靠着发展旅游业，收
入是过去的十几倍。

生态环境的好转，为乌梁素海带

来了大量游客，让“塞外
明珠”真正实现了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愿
景。据了解，2023 年，乌
梁 素 海 接 待 游 客 41.24
万人次，实现旅游直接

收 入 3822.57 万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806.37%和 780.78%。今年，“五一”
假期前三天，乌梁素海景区已接待游
客 2.2 万人次。为统筹做好安全保障
工作，景区增派了 30 多名工作人员，
为游客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游玩
体验。

如今，乌梁素海蓝天碧水，波光潋
滟，鸟飞鱼跃，绿水青山成了幸福靠山。

到塞外明珠乌梁素海赏湖光山色
□本报记者 薄金凤

■上接第 1版 这段长城由包头固阳
县进入乌拉特前旗小佘太镇，以广申隆
东端为起点，过增隆昌、小井沟、鲁家
地、河湾、佘太农场新村、阿尔善，西以
圐圙补隆村西北贾力盖沟沟口为止点，
进入乌拉特中旗，全长约79公里。

史载，这段长城一直沿用到西汉，
汉武帝时曾经对长城进行加固。原中
国文物研究所所长、国家文物局古建筑
专家组组长罗哲文这样评价乌拉特前
旗小佘太段秦汉长城：“我们确认该长
城是公元前 214年秦始皇派大将军蒙
恬修筑的，而且是我国现存至今秦代长
城中保存最完好的一段。”

2006 年，小佘太段秦汉长城被国
务院公布为国家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住在小佘太秦长城脚下的韩根柱，
是众多长城守护者中的一员。现年 62
岁的韩根柱出生在小佘太镇大什份村
增龙昌社，主要以放牧为生。他打小就
以长城为伴，经常赶着羊围着长城转。
累了，就躺在城墙上打个盹儿；郁闷了，
就对着长城唱几句。长城成了无言的
朋友，有人拆搬长城上的条石，他就会
冲上去阻止。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
今，从之前的徒步巡城，到现在的骑摩
托车巡城，这一巡便是近半个世纪。以
一周巡城 20公里计算，韩根柱已经走
过了至少两个“万里长征”路，协调解决
了上百件有损长城的事件。

“长城看着我长大，我要守护长城
一生。”朴素的语言，代表着成百上千个
长城保护员的心声。

韩根柱骑着摩托车出发了，他的足
迹踏过之处，城墙上的野花灿烂芬芳。

高阙为塞 守城有人

从小佘太出发，向西北方向行进
100 多 公 里 ，全 国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达巴图古城（高阙塞）遗址就在
眼前了。

古城由两个城址组成，墙体有明显
后期加固痕迹。城址门口处立有“高阙
塞长城遗址”牌匾，上面有对该遗址的
介绍：高阙塞（达巴图古城）2001年列
入第五批国保单位，位于乌拉特后旗呼
和温都尔镇达巴图沟。古城由南北两
个小城组成——北城略呈方形，南北宽
36.8 米，东西宽 35.2 米，墙体用较大的
河槽石垒砌而成，墙腔内用小石块支垫
平稳。城内东北角建有登城的阶梯踏
道。南城为长方形，其北墙共用北城的
南墙，并向东西各延筑一段。东西长
64 米，南北宽 48 米。门址在东墙南
侧。南北两个小城建筑风格明显不同，
说明并非同一时代一次修筑。

有专家考证认为，北城为战国时期
所筑，南城为汉代所扩筑。在地表曾发
现过汉代的铁甲片和箭头，有灰陶和夹
砂黑陶片分布。2006 年，经中国人民
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等国内历史
考古学家认证，确定为高阙塞遗址。
2014 年，国家文物局立项投入 245 万
元进行修复保护，当年工程全部完工。

据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
究所和乌拉特后旗宣传部编著的《阴
山沧桑——乌拉特后旗历史文化遗存
调查报告》显示：高阙塞是公元前 300
年赵武灵王在今巴彦淖尔境内筑建的
第一个军事要塞，也是历来屯戍重兵
的军事关隘。研考史籍，凡历代史志
在论述疆域沿革时，几乎都要提及。
《史记》《汉书》《后汉书》《宋书》《梁书》
《魏书》《周书》《北史》《旧唐书》《新唐
书》《清史稿》等文献中共提到了 42
次。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
皇）三十年，使蒙恬将十万众，北击胡，
渡河取高阙，据阳山北假中。”《史记·匈
奴列传》：“……至高阙为塞”。《汉书·地
理志》云：“其明年春，汉以卫青为大将
军，将六将军，十余万人，出朔方、高阙
击胡。”《汉书·武帝纪》载：“汉武帝元朔
二年（公元前127年），遣将军卫青出云

中，西至高阙。”
达巴图古城遗址旁有一户普通的

牧民人家，户主叫呼格吉乐图，女主人
叫娜仁高娃，他们几代人在这里守护
了 100 多年。说到以前，呼格吉乐图
记忆深刻，20世纪七八十年代，周边的
村民有盖新房的，经常有人来拉石头，
可他觉得，这么好的东西被这么破坏，
不值得。所以，只要有人来，他总是据
理力争，将这些人赶走。日久天长，周
边村民谁也不来这里乱拉石头了，因
为他们都知道，这里有个“执拗”的守
城人。

随着旅游牧家乐的兴起，乌拉特后
旗政府鼓励当地的牧民依据现有资源，
顺应环境去发展旅游业。2007 年，呼
格吉乐图一家依托达巴图古城遗址品
牌，靠着勤劳的双手和灵活的头脑经营
起了达巴图古城“牧户游”，生意也越做
越红火。

瞭望不远处仿古石制城墙建筑的
3A 级景区，娜仁高娃说：“这几年，景
区建好了，来玩的游客越来越多，也带
动了生意，现在我们一年能收入二三
十万。”

呼格吉乐图的儿子布仁已经生儿
育女，他也“继承家业”，做了达巴图古
城的守护人。

晨光掩映，达巴图古城在光影间巍
然耸立，仿佛在向人们讲述一个上演了
千年的古老故事……

千 年 城 阙 写 沧 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