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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宏章

近日，记者走进阿拉善高新区、示范区
巴彦木仁苏木乌兰素海嘎查的葡萄种植温
棚，只见一座座葡萄温棚整齐排列，棚内一
串串形态各异晶莹剔透、浑圆饱满的葡萄挂
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

“近几年来，我们嘎查大力发展葡萄产
业，不仅拓宽了农牧民增收路，也有效推动
了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乌兰素海嘎查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潘竞华介绍。

乌兰素海嘎查以党建为引领，引进内蒙
古沙泉绿洲农业有限公司，精选适宜当地种
植的阳光玫瑰、玉波二号、妮娜女皇、蓝宝石
等葡萄品种，通过“党支部+企业+合作社”的
发展模式打造温棚葡萄产业化种植项目，种
出来的葡萄口感甜美、汁水丰富，为农牧民
开辟了家门口增收致富的好路子。2023年
该嘎查种植温棚葡萄产量达 4.8万斤，亩产
葡萄1600斤，年利润192万元左右。温棚葡
萄科学种植和持续攀升的市场销量让当地
农牧民信心倍增。今年该嘎查将扩大产业
规模，计划在原有30座温棚的基础上新建更
适合种植葡萄的拱棚 6座，占地面积 34.42

亩，种植面积 15亩。项目建成后预计创收
96万元/年，带动嘎查集体合作社经济收入
57.6万元/年。

“目前嘎查通过发展温棚产业，以租赁
的方式跟企业合作，每户牧民获得收益近
600元。下一步计划投资新建新式大棚，持
续拓宽农牧民的增收路。”潘竞华说。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是强村富民的
“金钥匙”，更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动力引擎。
近年来，阿拉善高新区、示范区坚持以党建
为引领，积极探索城乡一体、共同富裕的新
路径，以壮大集体经济为支点撬动乡村振
兴，做好嘎查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后半篇文
章”，探索集体经济发展新模式，激活乡村振
兴“一池春水”，描绘出一幅村美、民富、产业
兴的新画卷。

集体经济开花结果，农牧民尽享发展红
利。今年年初，在阿拉善高新区、示范区各
嘎查分红大会上，农牧民喜笑颜开，映衬出
农牧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据了解，2023年，乌兰毛道嘎查和巴音
敖包嘎查通过园区绿化养护、河道清淤、市
政工程、巴音敖包商业广场等项目，使集体
和个人分红达 364万元，创历史新高；上滩
嘎查、巴彦树贵嘎查和巴彦套海嘎查通过土

地流转、面粉加工、道路养护、鸵鸟家畜养殖
和环境卫生治理等项目，使集体和个人分红
达108万元。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行。近年来，阿
拉善高新区、示范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
斗堡垒作用，积极构建“一村一品”特色产
业，先后发展光伏治沙、绿化养护、温棚葡
萄、鸵鸟养殖、旅游等特色产业，不断拓宽嘎
查集体经济收入渠道，走出了一条富民强村
的致富之路。

走进位于巴彦木仁苏木巴彦树贵嘎查
的鸵鸟养殖基地，高新区乡村振兴办公室和
巴彦木仁苏木工作人员正在为鸵鸟养殖户
讲解政策扶持细则。“政府对鸵鸟产业发展
出台了相关政策，作为嘎查农牧民我对嘎查
集体经济发展充满信心。”巴彦树贵嘎查农
牧民马新民说。

据了解，今年，巴彦树贵嘎查计划投资
2700余万元，将鸵鸟养殖规模扩大到 3000
余只，通过产业化生产方式的转型，精细化
打造养殖、屠宰、加工等全产业链，做大做强
鸵鸟产业，实现鸵鸟毛、皮、肉、蛋等产品开
发向深加工、高附加值升级，延长产业链条，
拓宽增收致富渠道。同时，加强科技支撑服
务，建立“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发展模式，

健全鸵鸟产业专家服务机制，全面提升品牌
影响力，打造产业区域品牌，多渠道开展精
准营销，推动鸵鸟和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近年来，阿拉善高新区、示范区充分发
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深耕“党建+企
业帮扶”，依托园区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积
极探索嘎查集体经济转型发展，组织引导企
业与嘎查结对帮扶，4家企业为巴音敖包嘎
查捐赠产业扶持资金30万元，农牧企利益联
结机制比例达到 89.9%；与蒙草公司签订河
滩共同开发协议，探索优质牧草种植，实现
嘎查集体经济由“输血”到“造血”的转变。
深耕“党建+文化旅游”，用足用活非遗文化
资源，促进文旅融合发展，积极探索非遗文
化+旅游+影视产业发展之路，举办那达慕大
会，打响了科泊尔旅游特色品牌，建成集休
闲、垂钓、餐饮、养殖为一体的休闲娱乐旅游
项目，突破单一经营模式，不断拓展集体产
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截至目前，阿拉善高新区、示范区8个嘎
查村自筹并积极争取上级扶持壮大村集体
资金 2090万元，通过打造“一村一品”特色
产业，有效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其中4
个嘎查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100万元以上，
实现了“小嘎查、大振兴”。

党建引领 村美民富产业兴
阿拉善高新区 示范区

武川县

锡林浩特

新巴尔虎左旗

□本报记者 薛来
五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 吴莹

立秋将至，行走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的
各大公园广场，放眼望去，繁花似锦，绚丽多
姿，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卷令人眼花缭乱，气
温仿佛瞬间低了很多，浑身沁透着丝丝凉意。

在河神公园，游人三五成群漫步其中。白、
粉、金相间的睡莲或独立绽放，或三两成组，在
池水的映衬下，显得雍容精美。作为水生植物，
睡莲素有“水中美人”的赞誉。这些色彩斑斓的
花朵在绿叶的衬托下，显得愈加鲜艳夺目。

莲花池边的凉亭里，几位老年人正在吹
奏葫芦丝。“我们几个经常相约来这里游玩，
这里环境好，空气清新，特别是满池的莲花开
了后特别美，坐在这里吹奏葫芦丝，特别有意
境。”市民王晓茹说。

进入五原印巷，五彩缤纷的常夏石竹竞
相绽放，仿佛为大地铺上一层绚烂的“花
毯”。环顾四周，玫红、浅红、嫣红、紫红、粉红
的各色花儿交织成片，宛如世外桃源。走进
花海，眼前呈现的是一片姹紫嫣红，一团团，
一簇簇，清新怡人，芳香四溢，吸引了大批游

客驻足观赏、打卡拍照。
“这儿的花太多了，让人目不暇接。朋友邀

请我来时，我心里想，一个小县城哪有那么多花
花草草，可现在我才觉得自己是井底之蛙。我今
天拍了好多照片，回去让朋友们看看，也让他们
来这里打卡留念。”包头游客乔女士兴奋不已。

此外，五原县城内的其他公园广场也各
具特色。城东的植物园里绿意盎然，树木葱
茏成林，各色花卉竞相绽放，真有“乱花渐欲
迷人眼”的诗境。特别是东南角的一坛淡粉
色月季，每到竞相盛放的时节，翠绿的枝叶衬
着鲜艳的花朵，高低错落、浓郁艳丽，淡淡的
花香笼罩着来往的游人。而在城区里的各个
广场内，则采用多种花卉相结合的方式，凸显
花卉色彩美、形态美，打造点、线、面浑然一
体，花、草、树相互衬托的绿化新格局。市民
们或漫步于花间小径，或驻足于花前拍照留
念，享受着难得的休闲时光。

据了解，今年五原县在各个公园广场、城
区街道、城周环线共栽植36万多株花卉，“见
空植绿”“见缝插绿”的微景观随处可见，“绿
色”逐渐成为城市的“主色调”，吸引了大批游
客前来赏花纳凉。上半年，五原县共接待游客
52.84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97亿元。

以花为媒迎客来

□本报记者 郭奇男
集宁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段舒婷

玉米皮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在大家
眼中，干玉米皮是没多大用处的“废物”，只能用
来烧火。但这不起眼的玉米皮，经过乌兰察布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岳佩英的一双巧手，
却变成了收纳盒、拖鞋、草帽等日常生活用品。

“我们要挑选干净、有韧性的玉米皮，外壳
太脆不能要，这样编出来的篮子结实、美观……”
近日，记者见到 65岁的岳佩英时，她正手把
手教居民用玉米皮编织果篮。只见她拿起玉
米皮、一把小钩子，飞快地穿、勾、绕、压……
不到1小时，篮子的底部就初现雏形。

居民刘培彦是一名陪读家长，也是岳佩
英的学生，她说：“我接触了玉米皮编织以后
感觉挺有意思的，学会后就能利用闲暇时间
编织了，编好的物品还能卖，简单的能卖 20
多元，工艺精巧些的能卖100多元呢。”

岳佩英从事玉米皮编织、布贴画创作已
有 20多年。其成立的“岳婆婆手工坊”先后
培训学员400余人，有30多名学员的作品在
各类展销会上展出。她建起了扶贫车间，带
动集宁区1000余名妇女参加手工编织，产品

远销国内外各大城市。2020年入选乌兰察
布市第十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多年来，她
一直作为志愿服务者并积极参加集宁区各类
非遗项目展示展演，并开展现场教学。

在集宁区文化馆举办的多场乡村“草艺
编织实用技术培训班”上，岳佩英教授村里妇
女利用农村最常见的玉米皮、青草进行手工
创作，编制出的生活用品、装饰品、玩具等物
品，不仅帮助群众将玉米皮和青草变废为宝，
还能按工艺品出售，是一项成本小、风险低、
工作时间灵活的脱贫产业。

“群众在农闲时节编制作品，增加收入。
它不受条件、时间限制，家家可为，人人可
做。所以我很高兴能参加这样的活动，非常
有意义。”岳佩英说。

岳佩英不仅积极参加传承活动，培养后
继人才，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性宣传，更
是努力挖掘非遗的时代新元素，创作了多个
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彰显中华民族精
神的艺术作品。

如今，在岳佩英的带领下，集宁区的各
族群众纷纷参与到玉米皮工艺品编织的行
列中，岳佩英经常参与各种编织培训并进行
授课，通过技艺相传激励各族儿女齐心协
力，奋发有为，跑上乡村振兴的致富快车道。

让非遗在传承中绽放光彩

每天早上，文艺“老青”们准时活跃在云
艺广场，“小老人”推着“老宝宝”们出门散步，

“银骥红马甲”党员志愿者们在街区开启新一
天的志愿服务……这是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
蓝天街道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写照。

小阵地变身大舞台，唱响幸福之歌
“群众有需求，我们有服务，群众在哪

里，服务阵地就建在哪里”。白云社区总
人口 7479 人，60 岁以上老年群体占 17%，
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愈发凸显。近年
来，社区党组织在街道党工委的领导下坚
持 以 党 建 为 引 领 ，通 过 整 合 社 区 优 质 资
源，助力老党员在小区治理中走在前，助
推基层社会治理增质效，实现社区与居民
的“双向奔赴”。

“都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在蓝
天街道看到的景象却是‘莫道桑榆晚，为霞尚
满天’。无论是参加文艺活动还是参与志愿
服务，社区总会根据我们的个性化需求定制

‘菜单’，让我们过上向往的生活。”在这里生
活了50余年的居民蔡金花老人表示。

路面硬化、围墙彩绘、修建凉亭、安装滑
梯……热火朝天的改造场面让我们看到了居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多方力量共筹资金

105.5万元，对破旧裸露的空地进行全面改造
升级，原来的荒地蜕变成居民心中的幸福“悦
动园”“连心廊”“同心亭”。

浪花里小区有住户 576 户 1500 余人，
“一老一小”群体占比高，为此社区党支部以
小区为单元，标准化规范化推进小区党支部
建设，构建“社区党组织——小区党支部
——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组织
体系，组建“睦邻党员”“红色管家”“居民代
言人”等力量，形成党员带头干，群众跟着干
的最大效应。

“小区党群服务站先后完成小区凉亭修
缮、健身广场塑胶场地改造、特色楼道座椅、
单元门厅提升等项目，改扩建功能室 5 处、
文化驿站 4 处、便民水站 1 处，这种通过以

‘新’换‘心’的方式，把服务功能和资源最
大限度地延伸到家门口。”小区居民王俊富
高兴地说。

小托育托起大幸福，爱与成长同行
萌宝驿站是一个专门针对一周半到三周

幼儿开设的普惠性社区托育服务机构，解决
了部分家庭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需求。在明
亮整洁、充满童趣的教室里，老师和萌娃一起
吃饭、读绘本、做游戏、漫步，增进与左邻右舍
的情感交流，实现社区长幼共融。萌宝驿站
是蓝天街道首家社区托育中心，2023年 7月
正式投用，以专业的师资力量和教育体系推
动“幼有所托”向“托有优育”迈进，促进15名
幼儿家长、临聘教师和厨师上岗就业。

截至目前，社区针对“全龄层”居民的不
同需求，为居民提供文化娱乐、矛盾调解等便
利服务 700余次；安装户外大型电子屏 1处、
楼栋反光标识牌336个、投放“蓝天芯·红蜂驿
站”3处，开展“普适性+个性化”相结合的文化
活动 300场次，志愿服务队共协调解决各类
事项200余件。

小队伍撬动大治理，彰显民生温度
白云社区属于老旧小区，由5个居民小区

69 栋楼 223 个单元组成，多数楼栋的“老龄
化”问题也成为居民的“烦心事”，为此，社区
在5个小区分别成立了小区党支部，吸纳群众
威望高、工作能力强的离退休老党员和热心
群众组成了“邻聚力”志愿服务队，按照“问题
收集、协商议事、群众评议”机制，致力于解决
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关键小事”。自“邻
聚力”志愿服务队成立以来，队员们每天协调
解决像小区环境卫生差、邻里噪音纠纷、小区
管网、单元门破损这些事，既发挥余热又充实
了晚年生活。

以“微服务”撬动“大治理”实现了党组织
与居民群众的“双向奔赴”；从“夕阳红”到“志
愿红”，老人与社区之间正形成良性互动循
环。而这些只是准格尔旗蓝天街道敬老爱老
引领基层治理的一个缩影，“微孝扶老”“社区
陪伴”“老书记工作室”“五步”民事直说、“睦
邻帮帮团”“红石榴调解室”“小马扎议事会”
等群众家门口的多元化解服务品牌，让百姓
生活从安居、宜居、乐居落笔，让治理从“倾听
民声”向“服务民生”迈进，实现在发展中保障
和改善民生，给群众带来了触手可及的幸福。

社区微服务撬动基层大治理社区微服务撬动基层大治理
□本报记者 郝雪莲 实习生 韩美荣

准格尔旗

巴林右旗

五原县

本报锡林郭勒8月 7日电 （记者 张璐）
“我开了 10多年的超市，有好多残损币，日常经
营店铺生意，没有时间到银行兑换。没想到今天
锡林浩特农合行工作人员上门为我们兑换，真是
太周到了！”

看到商户刘女士对暖心服务竖起大拇指，
锡林浩特农合行工作人员备受鼓舞。日前，锡
林浩特农合行组织工作人员再一次走进用现需
求较大、现金交易较多的药店、便利店、农贸市
场、商超等区域，主动上门提供残损币及零钱包
免费兑换服务。兑换过程中，工作人员不但了
解商户的零钞兑换需求，收集客户的需求意见
和建议，还耐心地向客户讲解残损币的兑换标
准和人民币防伪知识，提高客户对人民币的认
识和爱护意识。

“为有效帮助商户们解决‘找零难、兑零难、
换残难’的问题，半个月中，我行累计走访商户
900余家，与其中514户签订了不拒收现金承诺
书；上门兑换残损币 104户，金额 12.56万元；兑
换零钱包 528个，金额 45.63万元。”锡林浩特农
合行运营管理部经理刘志铭说。让兑换窗口从
网点厅堂走近客户身边，将现金服务由“最后一
公里”到“零距离”，是锡林浩特农合行拓展新型
服务方式的一个新探索。

银行主动上门兑换残损币

本报赤峰8月 7日电 （记者 李雪瑶）近
日，巴林右旗乌兰牧骑与翁牛特旗乌兰牧骑文化
交流演出活动走进大板镇中和祥小区，为当地百
姓送去欢乐。

活动现场，男女二重唱《守望相助》、双人舞
《情系马背》、女声三重唱《站在草原望北京》、男
女群舞《蒙古马精神》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现场
百姓听得入迷、看得陶醉。在两支乌兰牧骑队员
们的默契配合下，马头琴齐奏《黑木日》将气氛推
向了高潮，现场掌声不断。

除了为百姓送上精彩演出，两支乌兰牧骑的
队员们还在演出前后深入百姓中间，与他们分享
彼此的故事和经历，为文艺创作积累丰富生动的
素材。“通过这次交流演出，我感觉收获颇丰。我
们在展示艺术魅力的同时，也学习借鉴了他人的
优秀之处，共同提升了艺术水平。”巴林右旗乌兰
牧骑队员惠笠桐说。

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
也为两支乌兰牧骑的队员们提供了一个交流学
习的平台。未来，巴林右旗乌兰牧骑与翁牛特旗
乌兰牧骑将加强交流合作，努力创作更多接地
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丰富百姓的精神
文化生活。

乌兰牧骑交流演出进小区

本报呼和浩特 8月 7日讯 （记者 王雅
静）“以前洗澡特别麻烦，家里不方便，又怕出什
么意外。现在有了移动助浴车，真是解决了我们
的大难题，今天洗了澡特别舒服。”武川县上南滩
村幸福院邢天良老人激动地说道。

一辆崭新的移动助浴车缓缓驶入武川县大青
山乡上南滩村幸福院，标志着武川县首辆移动助
浴车正式上岗，为有洗浴困难的特殊群体带来了
福音。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失能、半
失能等特殊老人的洗浴问题日益凸显。为了满
足这一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提高他们的生活质
量，武川县民政局积极探索创新，推出了首辆移
动助浴车服务。

助浴车服务对象面向全县9个乡镇的高龄、
失能老人，采取“护理员+助浴师+医护顾问”的
方式。助浴车内部设施齐全，配备了专业的浴
缸、淋浴设备、恒温热水系统、空调以及安全扶手
等，为老人提供舒适、安全的洗浴环境。同时，车
上还安排了助浴师，他们在上门助浴的同时，还
提供理发、体检等多样化的服务。

移动助浴车的推出，不仅解决了特殊群体的
洗浴难题，也传递了社会对他们的关爱。未来，
武川县民政局将持续聚焦助浴、助餐、助急等老
年人所需的居家上门服务，探索创新更多社区居
家养老模式。

首辆移动助浴车上岗

本报呼伦贝尔 8月 7日电 （记者 李新
军）在新巴尔虎左旗嵯岗（镇）这片草原深处，有一
支由牧民组成的护边员队伍。他们用脚步丈量着
边境线的每一寸土地，与边境派出所的移民管理
民警一道守望相助，共同守边护边、稳边固边。

“这段边境线的一切，我都熟悉，什么都逃不
过我的眼睛。”牧民护边员础鲁自豪地说。

16年来，一本工作证、一个望远镜、一匹骏
马，再加上一身工作服，“放牧不忘守边”成了础
鲁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次巡边后，
础鲁都会按要求认真拍摄记录边境线上的情况，
实时向边境派出所上报。础鲁说，他的祖父与父
亲年轻时都曾是嵯岗镇的民兵，从祖父那一代便
肩负着守边护边的责任，算上他已经是第三代护
边员了。小女儿每到放假，便会随父亲策马奔驰
在边境线上，一同“出征”巡边。

“如果祖国有需要，我们一定要冲锋在最前
线。”“守护好祖国边疆是我们每位护边员的责
任，更是我们的义务。”这是嵯岗镇 80多名牧民
护边员共同的心声。他们像边境线上的磐石、有
生命的界碑，守护着祖国“北大门”的边境线。

边境牧民放牧不忘守边

清晨，通辽市科左中旗代力吉镇酸
马奶加工坊的工人金国光打开马奶桶的
盖子，阵阵清香扑鼻而来，发酵后的马奶
酸冽醇香，称重、灌装，贴上商标，一杯杯
酸甜爽口的酸马奶就可对外销售了。

连日来，代力吉镇酸马奶加工坊
格外忙碌，每天加工 80多斤酸马奶。

“现在马奶供不应求，大家都特别喜
欢。”金国光边说边热情地递给记者一
杯酸马奶，入口醇香，回味浓郁。

上午9时，金国光已经忙碌了3个
小时，检验、称重、发酵、搅拌、灌装、冷
藏，每一道工序都由他亲自把关。“制
作酸马奶是个精细活儿，制作过程得
认真，这样做出来的酸马奶才好喝。”
金国光说。

酸马奶是马奶发酵后制成的一种
饮料，有驱寒、舒筋、活血、健胃等功效，
是“蒙古八珍”之一。为培育特色优势
产业，代力吉镇立足丰富的牧草资源，
浓厚的马文化底蕴，今年建设了1000

平方米的酸马奶厂房，在各项政策的
支持下，引进29匹马，马奶专供酸马奶
加工坊使用，目前月销售额达数万元。

代力吉镇后四井子嘎查党支部副书
记包塔娜介绍：“马的适应性比较强，养
殖成本比较低，经济效益高。一天一匹
马能挤2到3次马奶，平均每匹马能产6
斤奶，加工坊一天毛收入可达千元。”

为推动产业可持续发展，带动农牧
民增收，代力吉镇酸马奶加工坊采取“政
府+企业+农牧户”的运营模式，在马匹产
奶旺季集中收购周边牧户马奶，进行发
酵生产，带动农牧民增收。“下一步，我们
将带动更多的村民参与到马奶产业当
中，带领村民共同致富，同时扩大消费市
场，打响我们自己的品牌。”包塔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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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马奶挤马奶。。

干净的马舍干净的马舍。。

酸马奶成品酸马奶成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