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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右中旗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实习记者 朱媛丽

“我大学学的是计算机专业，在家全职带
两个儿子已经7年了。现在孩子大了，我能腾
出些时间工作了，可却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的工
作，为此增添了很多烦恼。没想到社区能如此
贴心周到，考虑我们的时间，为我们提供‘家门
口’的就业。”近日，全职妈妈娜仁在接受采访
时说起找工作的事略显激动。

锡林浩特市希日塔拉街道花园社区成立
于2002年，辖区面积0.32平方公里，下辖4个
小区，有居民2153户，5126人。辖区内学校较
多，有较大部分全职妈妈和陪读家长因时间问
题而难以就业。这让心思细腻的社区党委书
记、居委会主任赵艳霞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因为我曾经也是一名全职妈妈，大学毕
业结婚生育后全身心在家带孩子，全职妈妈
们存在的与社会‘脱轨’、心灵空虚、丢失自我
的种种经历我都感同身受，于是结合社区实
际，想她们所想，为大家打造‘家门口就业
圈’，希望她们重新找回自己，共建和谐家
庭。”赵艳霞说。

2023年，花园社区为他们量身定制了“微
型创业园”平台，通过积极链接政府部门和社
会组织，探索社企联动模式，相继举办“家门口
微创业”交流推介会、“家政服务进社区”培训
班、民族服饰手工艺品制作培训班、弘心博爱
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基地开放日参观、服装厂缝
纫工技能培训班等特色活动，吸引就业困难人
员与陪读家长百余人参与。

刚参观完弘心博爱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基
地没几天，吴琼就和社区里几名全职妈妈、陪

读妈妈成为了这里的灵活就业员工，并迅速
进入工作状态。“我每天把孩子送到学校后会
有一定‘空档期’，找其他工作时间上又不允
许，社区打造的这个‘家门口’就业对我们来
说太方便了。做民族服饰上的盘扣，不仅容
易上手，而且在家就能做。我现在刚学，手法
还不太娴熟，每天大概能做20个左右，验收合
格后一个能给 5 至 8 元，这样我每天能收入
100 至 200 元，一个月就能挣 1000 至 2000
元，不忙也不累，时间还这么灵活，这简直就
是给我们‘量身订制’的工作岗位。”全职妈妈
吴琼眼里闪烁着希望的光芒，爽朗的笑声感
染着大家。

近年来，花园社区根据辖区劳动力分布情
况，坚持把培训工作同群众就业愿望相结合、
同岗位储备及岗位推荐相结合、同群众增收相
结合、同法律法规及政策相结合，协助人社、就

业部门组织开展重型机械、保育员、美容美发、
家政服务、中式面点、中药调剂等多种形式技
能培训和创业培训，至今累计培训 750余人，
2023年推荐参加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 32人，
培训后就业 23人。辖区 1895名劳动力中，登
记在册就业人员1835人，就业率达96.83%，社
区先后于2006年、2022年被评为自治区级、国
家级充分就业社区。

“今年，我们社区将继续拓宽服务内容与
范围，将培训成果转化为就业岗位和实际收
入，使‘家门口就业圈’完成闭环。下一步，我
们将继续依托社区创业园平台，不断拓宽就业
服务层级范围，引进多个居家创业型服务项
目，开设多种类技能培训，拓宽手工制品销售
渠道，切实提高陪读家长和就业困难人员收
入，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把为居民办实
事、解难题落到实处。”赵艳霞坚定地说。

为全职妈妈打造为全职妈妈打造““家门口就业圈家门口就业圈””

□本报记者 郑学良
新城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梁良

“我毕业于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在上海工
作生活了 8年。去年通过新城区组织的人才
招聘活动找到了现在就职的网络技术公司网
络安全工程师岗位。正是‘丁香扎根’计划，
让我决定重返故乡、建设首府。”丁嘉瑞告诉
记者。

在位于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的信元网络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内，受益于“丁香扎根”计划
的留呼大学生丁嘉瑞正在与同事商讨单位一
个网络安全项目的实施方案。这是她在上海
工作时的主要内容，如今远在千里之外的呼
和浩特同样找到了属于她的职业舞台。

“我找到现在的工作是逛街逛到的，确实
有点戏剧性。”丁嘉瑞笑着说起她的择业经历。

“当时我跟妈妈正在商场逛街，遇到了新
城区政府在商圈里组织的人才招聘会。”丁嘉
瑞回忆说，“我们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过去看了

一下，没想到招聘会现场不仅有对我这样大学
生人才留呼政策的详细介绍，还有不少企业参
加，我在现场投了一个简单的简历，很快就收
到面试通知，我才知道我从事的网络信息安全
类型的科技企业在新城区已经颇具规模，详谈
了薪资待遇后我就决定从上海回来。”

丁嘉瑞口中“开在商圈里的招聘会”，是
新城区为全面落实好呼和浩特市“五万大学
生留呼专项行动”，打造的“商圈发展促就业、
政策援助稳就业”招聘会品牌。

“我们集中辖区优势资源，通过线上线下
公共就业服务活动、商圈招聘会、校园招聘等
方式，向用人单位和高校毕业生宣传政策，提
供招聘就业平台，以政策赋能提升就业服务
效能。”新城区政府副区长白亚红说。

在不断完善就业服务保障的同时，新城
区还逐步加强对大学生创业的帮扶力度，加
大高校毕业生职业技能培训频次，积极落实
促进就业创业政策措施，通过对接相关部门
落实高校毕业生保障性住房补贴等购房租房
政策，打好稳就业保就业“组合拳”。

据了解，2017年以来新城区人口增长了
近10万。特别是近两年，户籍人口以每年约
1.5万的幅度递增，并以青年居多。

与此同时，去年新增各类经营主体近2.3
万户，总数达8.5万户。

“让人才引得来、留得住的关键在于拓展
创业、就业新领域。”白亚红介绍，新城区紧紧
围绕呼和浩特市“六大产业集群”目标定位，
通过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持续引入产业链
上下游配套优质项目，抓住关键生产要素，逐
步培养新质生产力，加速推动“产城融合”，全
链条服务留呼青年就业创业。

依托首府“东数西算”节点城市布局，新
城区盘活东客站南广场 30万平方米闲置楼
宇，建成呼和浩特数字经济产业园，并引入斑
马集团、百度AI、字节跳动、爱养牛、青城智谷
等企业入驻。

“目前，呼和浩特数字经济产业园已签约
百余家企业，预计每年产值在50亿元以上，全
年就业人数在 6000人以上。”斑马集团招商
总经理程伊甜说。

随着营商环境的逐步升级，呼和浩特市
数字经济产业园又迎来了大批“新面孔”。

在大批头部企业入驻后，相关上下游企
业也不断进驻新城区。2023年落地的北京智
算力公司主要为中国科学院、互联网巨头、电
商企业提供智能算力的租赁服务，这些服务
对象也在不断引来新的合作伙伴。

事实上，通过聚合蒙牛奶产业链大厦、呼
和浩特数字经济产业园、数智“双碳”产业园、

“专精特新”产业园等，形成“园中园”发展新
模式，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在此集聚。

随之，企业所需的专业人才——“金凤
凰”们也纷纷在新城区“筑巢而居”。

“今年新城区要围绕数字经济等领域进
行产业链招商，引进算力中心等优质链主企
业，用‘政府+产业园+公司’模式，积极搭建服
务平台，进一步提升经济发展质效。”新城区
委副书记、区长殷树刚说道。

未来，新城区要成为首府资源要素的集
散地、总部经济的桥头堡、创新研发的孵化
器、尖端人才的梦工厂。

构筑人才“磁场”“活水”竞相涌流
新城区

锡林浩特市

松山区

□本报记者 毛锴彦

日前，记者来到鄂尔多斯市达拉
特经济开发区内蒙古苏德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年处理20万吨杂盐资源化
利用项目区。只见车间内先进的高
盐水处理设备高效运行，园区内化工
企业排放的工业污水经过前期浓缩
处理后产生的高浓盐水被输送到了
这里，通过一系列国际领先工艺技术
处置，最终成为回用中水和高品质工
业用氯化钠与硫酸钠。

这一项目，既让达拉特经济开发
区高盐水被资源化利用，又让园区工
业污水实现了零排放。

近年来，达拉特旗高标准推动污
水治理提档升级。特别是2020年第
一轮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园
区存在高盐水存量大及处置滞后等问
题后，达拉特旗全力抓好问题整改，推
动全旗高盐水科学综合处置利用。

很快，新能能源有限公司、亿利
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及达拉特经济开
发区内的部分化工企业纷纷建成与

转型，迅速成为达拉特旗工业高盐水
消纳与循环利用企业。

据达拉特经济开发区党办工作
人员关天皓介绍，2021年初，全旗共
存放高盐水约 131.3 万吨。其中，新
能能源有限公司高盐水晾晒池存放
高 盐 水 24.5 万 吨 ，配 套 建 设 一 套
60m3/h 浓盐水结晶分盐装置，将存
放的高盐水回抽结晶处理，2023 年
底已全部清空处理；亿利化学工业有
限公司高盐水晾晒池存放高盐水7.8
万吨，依托污水处理厂处理高盐水，
2023 年底已全部清空处理，实现生
产废水不外排；达拉特经济开发区内
高盐水晾晒池存放高盐水 61.3 万
吨。通过鄂尔多斯市永胜污水处理
有限公司、国中天地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等高盐水处理企业，将晾晒池高盐
水回抽进行处理，产生的氯化钠、硫
酸钠进行综合利用，渣盐按危废规范
处置，中水全部实现回用。

截至目前，达拉特旗境内高盐水
晾晒池历年存放的高盐水已全部实
现“清零”，工业废水同步实现零排
放，且中水回用率达100%。

工业废水实现零排放

□本报记者 刘向平
石拐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平

“刚出院你们就来看我，大家工
作都那么忙，还惦记着我，太感动
了！”包头市石拐区吉忽伦图苏木白
菜沟嘎查村民许桂梅话音还没落，眼
泪就掉了下来。

1月 30日，许桂梅突发疾病，住
院后查出患有冠心病及恶性肿瘤。
由于肿瘤转移，医院迅速安排了手
术，近期刚刚出院。得知这个情况
后，白菜沟嘎查党支部第一时间为
其申请了救助金，并入户慰问许桂
梅一家。

许桂梅告诉记者：“住院花了近
50000 元，医保报销后自费 19000
元，嘎查还给我申请了 2000元救助
金，现在还有‘防贫保’二次报销，党
的好政策让我的生活有了保障，不然
真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咋过。”

据了解，“防贫保”是防止建档立
卡脱贫户、边缘易致贫户和突发严重
困难户等人群致贫返贫推出的一项
保险措施，针对因病、因学、因灾3大
致贫返贫关键因素，分类设置了精准
赔付办法。

一场大病、一个意外、一次灾害，
都可能让一个已经脱贫的家庭再次
返贫。为了防止像许桂梅这样因病、
因灾等原因造成收入减少或支出增
大等致贫返贫情况的出现，2023 年
起，白菜沟嘎查开始为全村村民代缴

“防贫保”，累计代缴 400余人，共计
5000余元，目前已为7户村民办理了
报销。同时，嘎查还向因大病支出超
过10000元的家庭每户发放2000元
救助金，累计已发放12000元。

近年来，石拐区坚持将防返贫
保险作为牢牢守住规模性返贫的关
键之举，充分发挥社会力量，探索构
建以农户自愿、政府补贴帮扶的模
式进行投保，运用保险救助为主导
的防贫兜底、脱贫保稳，兜牢防止规
模性返贫的底线，实现长效高质量
防贫。以保障群众利益为出发点，
扎实推进“防贫保”全覆盖。通过第
一书记、村干部入户走访、全面摸
排，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确保
符合条件对象能够全部享受保险政
策。进一步增强脱贫户、监测户抵
御 风 险 能 力 ，筑 牢 了 防 返 贫 安 全
线。截至目前，石拐区防贫保险项
目 10128 人投保，保费 50.64 万元，
政府补贴30.617万元。

“防贫保”成了百姓的“防贫宝”

达拉特旗

石拐区

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

【图见】 扎兰屯市

本报赤峰6月20日电 （记者 李雪瑶）仲
夏时节，走进松山区王府镇冀雨种养殖专业合作
社，一串串颗粒饱满的葡萄挂在藤上，种植户正
在忙着采摘、分拣、包装。

“一亩地产葡萄 5000斤以上，按每斤 15元
算，除去成本，一个大棚纯收入4.5万元，收入十
分可观。”神树沟门村村民鲍志学说。

2023年，松山区王府镇将暖棚葡萄作为重点
产业进行推动，采取“合作社+农户+市场”方式发
展订单农业，组织大家‘抱团’闯市场。合作社对种
植户进行技术指导并高于市场价进行收购，让种植
户没有后顾之忧。现在，葡萄远销北京、辽宁等地。

“露天栽培的葡萄在 9月中旬成熟，而在暖
棚里，由于温度、湿度得到科学精准控制，葡萄成
熟得更早，产量更高。合作社有38栋暖棚，种植

‘茉莉香’葡萄9万株，纯收入可达170余万元。”
冀雨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陆艳学说。

近年来，松山区深入挖掘设施农业发展潜
力，大力发展大樱桃、葡萄等设施水果种植，不断
提高设施农业产出和经济收益。截至目前，松山
区设施水果面积达到1200余亩，产量达到3200
吨，效益达到4800万元。

葡萄上市农民增收

本报阿拉善6月20日电 （记者 刘宏章）
夏日，走进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的麒麟瓜农牧业
科技种植试验示范基地，一排排大棚内工人们正在
移植西瓜苗，打孔、植苗、填土，一派繁忙景象。

“当前正值西瓜种植的关键时节，每天到基
地务工的农牧民有近百人。我们今年计划种植
3500亩，已经进展到 1000多亩。从 5月初到 6
月份分三批次种植，这样就可以错峰上市，卖个
好价钱。第一批大约7月 25日开始出瓜。”基地
负责人罗姚起说。

麒麟瓜农牧业科技种植试验示范基地是该示
范区2023年引进的特色种植产业项目，采取“公
司+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由公司负责全程
经营，嘎查集体负责提供基础设施，引导和鼓励农
民通过土地流转、参加务工、大棚种植等多种途径
积极参与其中。经过第一年的成功试种，基地今
年扩大了种植规模，由去年的574亩增加到3500
亩 ，同时还改进种植技术，通过错时育苗、分期种
植、错峰上市，保证麒麟瓜的销路。

据了解，近几年来，该示范区因地制宜积极引
导农民大力发展特色高效农业，逐步探索大棚反
季蔬菜、西瓜、黄花等特色种植产业，推进产业向
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方向发展，不仅带
动农民增收致富，还以产业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种植麒麟西瓜“抢”市场

本报呼伦贝尔6月 20日电 （记者 李新
军）农忙时节，全自动水肥一体灌溉、无人机喷药
除虫等田间作业的供电保障尤为重要。

“一年喷药2到3次，每次供电人员都会提前
来给我们检查线路、查看设备。”扎兰屯市大河湾
农场殷亮称赞。

近年来，国网扎兰屯市供电公司多措并举加
强“三农”保障服务，扛稳粮食安全保障重任。技
术人员常态化为当地无人机操作人员把控无人
机与高压线路的安全距离，提供“一对一”指导，
避免无人机洒药时碰触高压线路；定期对机井等
农灌设备进行专项排查，提高机井供电设施安全
运行水平；微信群、村委广播、上门服务等多渠道
加强安全用电科普和提醒；运用信息化手段，开
展全量机井台区电压、电量在线监测，科学实施
农排负荷管控，精准保障灌溉可靠用电。

国网扎兰屯市供电公司着眼于绿色转型发
展，积极推进绿色智能电网建设，全面提升供电
保障能力，优质高效服务新能源发电产业并网发
电。去年12月，蒙东呼伦贝尔扎兰屯30万千瓦
风电项目 220千伏送出工程竣工后快速并网投
产。该公司目前累计并网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223个，总装机达 7.066兆瓦，总容量 1248千伏
安，为绘就乡村振兴美丽画卷蓄势赋能。

加强“三农”保障服务

□本报记者 李佳雨
科尔沁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常城 摄影报道

通辽市科尔沁区木里图镇西花灯嘎查的包
玉山、刘丽艳夫妇，多年来通过养殖鸵鸟走上了
致富路，他们还带领村民一起发展鸵鸟养殖，助
力乡村振兴。

记者见到包玉山夫妇时，他们正在给鸵鸟
喂食。一群体型健硕、憨憨的鸵鸟小跑过来，围
拢在一起，隔着围栏伸着长脖子抢食吃。

2012年 7月中旬，夫妇俩从黑龙江大庆市
购买了20只出壳5天的雏鸟，边养殖边摸索经
验，就此走上了鸵鸟养殖之路。

刘丽艳说：“一枚鸵鸟蛋200元，7天大的
雏鸟450元一只，1个月大的就能卖到700元一
只，成鸟的肉每斤价格 50元。鸵鸟浑身是宝，
不仅具有观赏价值，肉、皮、羽毛、蛋、骨、油综合
加工潜力巨大，市场前景很好。”

2023年，通辽市科尔沁区农牧局还给予了

补贴资金 4万元，用于购买育雏取暖设备、种
蛋。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关怀下，他们夫妇
俩坚定了做大养殖场的决心，同时，计划逐步开
展鸵鸟屠宰、深加工产业，提升效益。

乡村振兴，关键在产业。现在，包玉山、刘
丽艳夫妇俩已带动 7户村民搞起了鸵鸟养殖，
每户养殖规模都达到40到 50只。刘丽艳对记
者说：“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富，我还要带
动更多农户加入到鸵鸟养殖中来，通过养殖实
现增收致富。”

本报乌兰察布6月20日电 （记者 海军）
近年来，察右中旗将幸福院“三修三改”工程作为
重要民生工程，持续推进农村互助幸福院升级改
造，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全面补齐养老
服务设施短板，使幸福院老人居住的舒适度、便
捷度、满意度进一步提升。

走进广益隆镇福泰村福泰幸福院，干净整洁
的小路，郁郁葱葱的菜地，老年食堂、理发室、健
身器材、娱乐休闲设施等一应俱全，房前屋后花
草繁茂、环境优美。“‘三修三改’让我们幸福院实
现了大变样，让老年人享受到了过去想也不敢想
的好生活。”福泰幸福院院长常三虎说。

2023年，福泰幸福院在适老化改造中，修建户
内水冲厕所63个，煤改电166户，适老化改造166
户，对院内房屋、道路、院落进行修缮，消除了房屋
安全隐患，满足了老年人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

2023年，察右中旗投资400万元，重点对科
布尔镇元山子、黄羊城镇黄羊城、广益隆镇福泰
3个农村牧区互助幸福院进行了“三修三改”（即
院内“三修”：修房、修路、修院落环境；户内“三
改”：水厕改造、清洁能源供暖改造、适老化改造）
的改造提升工程。2024年，该旗“三修三改”项
目总投资 832万元，涉及 6个乡镇（园区）6处幸
福院，目前，已陆续开始施工。

“三修三改”托起养老“幸福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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鸵鸟蛋做成的工艺摆件鸵鸟蛋做成的工艺摆件。。

饲喂鸵鸟饲喂鸵鸟。。

健硕的鸵鸟健硕的鸵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