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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蔡冬梅 通讯员 赵永峰

虽已立秋，包头的天气依然酷热难耐。福临
巷路边，躲在阴凉里的周淑兰依旧穿着长衣长
裤，眼睛紧盯着脚边菜摊上的蔬菜。临近中午，
买菜的人多了起来，很多人直接拿菜装袋，不问
价也不挑选，付账的时候还会多给一些。周淑兰
明白大家的用心，却不知道为啥她的小摊生意突
然这么好，只能用连续不断的“谢谢”回应大家。

福临巷是包头市青山区的一条区间道，对于
80岁的周淑兰来说，这里是名副其实的福气降
临之地。她指着“临时扶贫摊位”的蓝色小牌说：

“这个牌牌，帮我解决了生活困难，让我觉得活得
更有劲头了。”

这一切，源于青山区城市管理微信群和青山
区福宇小区业主微信群内的“定位”描述，“白发
苍苍，80岁、清瘦，身后的栅栏上有一块蓝色牌
子，上面写着‘临时扶贫摊位’，买老人的菜就对
了……”

两个月前，周淑兰搬到紧邻着福宇小区的福
临巷卖菜。这条东西小巷尽头是昌福菜市场，两
边是住宅区，多年来，小区居民与昌福菜市场共用
一条道路。天气热起来后，昌福菜市场外吸引了
大量临时摊贩摆摊设点，形成了热闹的马路市场。

每天清晨5时到中午12时，商贩们把整条道
路堵得水泄不通，甚至堵住了福宇小区的北出口，
致使车辆、行人出行困难，产生的噪声更是严重影
响到了两边居民的正常休息。福宇小区业委会把
情况反映到社区，社区联系了青山区城市管理综
合执法局市容一中队，并与社区物业一同组成了
联合整治小组，对福临巷马路市场进行整治。

整治过程中，白发苍苍的周淑兰引起了市容
一中队队长陈亮的注意。在与老人交谈中，陈亮
被她的遭遇打动了。于是，一场温情执法温暖了
整条福临巷。

6年前老伴因心梗去世，5年前儿子被发现食
道癌，让周淑兰原本幸福的家庭支离破碎。为给
儿子治病，老人从银行贷款28万元，最终也没能
挽回儿子的生命。带着一身债务，周淑兰的孙子
四处打工，耄耋之年的周淑兰也开始卖菜。由于
固定摊位所在的地段修路，周淑兰搬到了福临巷，
来了一个半月，就遇到了马路市场的整治行动。
周淑兰原本想从昌福菜市场里找个小一点的位
置，但打听了几次后，不得不放弃这个念头——市
场里合适的位置不好找，价格她也承受不了。

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周淑兰遇到了陈亮。
人高马大的陈亮一脸严肃，但听周淑兰讲了自己
的经历后，他深藏内心的那方柔软被触动。陈亮
找到福宇小区业委会主任李伟和万郡社区，双方
协商后，决定为周淑兰开“绿灯”。他们在周淑兰
现有摊位上设置了临时扶贫摊位的牌子，既不影
响周边居民出行，又为她提供了安稳的经营场所。

当陈亮和李伟拿着做好的牌子来到周淑兰的
摊位前时，老人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周淑兰告诉
记者：“这几天因为不知道该去哪儿，我愁得吃不
好睡不好。城管和社区这样帮我，我一定把周边
的卫生弄好，给市民提供价廉物美的新鲜蔬菜。”

挂上“临时扶贫摊位”的牌子之后，陈亮和李
伟又在各自的朋友圈和工作群介绍了老人的情
况并发出倡议，希望大家可以照顾她的生意，帮
老人解决一些面临的难题。看到倡议后，越来越
多周围的居民前来用行动支持老人，一起书写福
临巷里这段充满温情和善意的故事。

福临巷里的“温暖相遇”

□□本报记者 李存霞

“感谢你，是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牵挂了你9年，你好了比啥都强……”
前不久，在暖城鄂尔多斯，生活在伊金霍

洛旗的造血干细胞受捐者郝彩霞，第一次见到
了9年前为她捐献造血干细胞的胡亚利。巧合
的是，胡亚利同样生活在鄂尔多斯市，她从准
格尔旗赶来，见到了她牵挂9年的“亲人”。

见面会现场，郝彩霞和胡亚利紧紧相拥，
喜极而泣。两个原本没有交集的陌生人，因为
造血干细胞捐献，成了“血脉相连”的好姐妹。

胡亚利是鄂尔多斯市第5例、内蒙古第40
例、全国第 4775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2007
年，在一次无偿献血时，胡亚利了解到捐献造
血干细胞可以救治血液病患者，她毫不犹豫地
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
献志愿者。

“可以救人，那就去救！”2014年，得知自己

和一位血液病患者配型成功，胡亚利没有犹
豫。2015年 3月，在爱人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的陪伴下，胡亚利前往北京成功捐献造血干细
胞，为素不相识的患者送去生命的礼物。捐献
完成后，她一直积极地宣传造血干细胞捐献知
识，讲述捐献造血干细胞的重要意义，用亲身
经历动员更多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我一直在关注造血干细胞捐献信息，每
当看到又有人捐献了，我就想起身上流着我血
液的那个人，特别想知道她好了没、恢复得怎
么样，又害怕听到不好的消息，也不敢打听。”9
年来，胡亚利一直牵挂着那位与自己“血脉相
连”的患者，直到不久前，得知可以和受捐者见
面，她的心才放下了。

受捐者郝彩霞 2014年罹患血液病，化疗
曾让她掉光了头发。幸运的是，她与一名造血
干细胞捐献志愿者配型成功。2015年 3月，那
位素不相识的造血干细胞志愿者顺利实现捐
献，郝彩霞收到了最珍贵的生命礼物，获得了
第二次生命。

“当时整个医院里我的病情是最严重的，
但因为有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的大爱奉献，我后
来的治疗和康复过程却是最顺利的。”郝彩霞
回忆说。9年间，郝彩霞身体痊愈，健康状况良
好，她无数次地想着这个让自己得以重生的陌
生人。

按照国际惯例，造血干细胞捐献一般采用
“双盲原则”，捐受双方信息都要保密。供患双
方若想见面，在捐献数年后且患者健康状况良
好时才可以提出申请，并需要接受评估。

“康复后，我特别想见见当年的救命恩人，
想给她报个喜，和她说说心里话，但多次询问
后一直未能如愿。”郝彩霞说。

今年7月，中华骨髓库、内蒙古自治区红十
字会、鄂尔多斯市红十字会以及郝彩霞就诊的
移植医院共同努力，希望能帮她实现心愿。在
多方协调推动下，7月底，胡亚利和郝彩霞终于
见面了。

在见面会会场，胡亚利一直盯着那扇紧闭
的门。门开了，早已泪流满面的郝彩霞在女儿

与丈夫的陪伴下向胡亚利走来，她们张开双臂
紧紧拥抱在一起。

“终于找到了，就像失散了多年的亲人，这
么多年心里一直都在牵挂……对我的人生来
说，这就是圆满。”胡亚利动情地说。

“终于见到了我的救命恩人，今后你就是
我的亲姐姐！”郝彩霞激动地一个劲儿抹眼泪。

两人哭着、笑着，诉说着这 9年的感恩与
牵挂。

短暂的见面，两人有说不完的话。“我们都
觉得对方就是自己失散多年的亲人。我俩都
生活在鄂尔多斯，今年都是50岁，我们要像一
家人一样常来常往。我的女儿也准备加入中
华骨髓库，把爱传承下去。”郝彩霞说。

“当年我捐献造血干细胞后，身体没有不
良反应，第二年还生下了健康的女儿。捐献
造血干细胞可以挽救他人生命，值得大力提
倡，希望有更多爱心人士积极加入中华骨髓
库，为更多的血液病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
胡亚利说。

时隔9年，“血脉相连”的她们终相见

□□本报记者 赵曦 实习生 王奕恬

“你好，我下午想去医院检查身体，腿脚不利
索，手机里的打车软件也弄不明白，您能不能帮
我叫辆车？”8月 7日，家住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
东路的李阿姨焦急求助。

呼和浩特市智慧养老信息平台话务人员立
即联系赛罕区草原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很快帮助李阿姨叫好了网约车。

目前，居家养老仍是主流养老方式，高质量
提升养老服务水平是社会关注热点。如何让老
年人乐享晚年？2023年以来，呼和浩特市开通

“96111”为老服务热线、实施家庭适老化改造、
构建“一刻钟”养老服务圈等创新举措，让老年人
在家门口安享晚年。

呼和浩特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3
年 ，呼 和 浩 特 市 智 慧 养 老 信 息 平 台 启 用 ，

“96111”为老服务热线开通以来，话务人员已累
计接听热线电话上万次，为老人们提供预约送
餐、清洁、出行等全方位服务。

在呼和浩特，家庭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带来
了实实在在的方便。家住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的
独居享受低保老人刘先生，获得了家庭适老化改
造名额，新城区民政局安排工作人员对刘先生家
卫生间进行管道改造并加装淋浴椅。“现在上厕
所方便了，洗澡也不用担心安全问题了，政府帮
扶，让我心里很温暖！”刘先生连连感谢。

2022年，《呼和浩特市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
造实施办法》出台，针对低保户、特困户中高龄失
能老人等特殊困难家庭，持续开展适老化改造项
目，组织工作人员安装相关器材。2024年，呼和
浩特市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项目计划改造
1000户。

民以食为天。为老服务餐厅的设立，不断满
足老年人多样化饮食需求。后巧报社区居民王
晓兰老人年近80岁，每当中午，总能看到她来养
老服务中心为老服务餐厅就餐。王奶奶笑着说：

“一顿饭，一荤一素配碗粥，才花几块钱。每天我
和老伙伴们坐在一桌，大家边吃边聊，比家里还
温馨！”

据了解，目前呼和浩特市有 33 家养老机
构、340个养老服务中心、实现街道级养老服务
中心全覆盖，培育引进 98 家养老企业链接家
政、餐饮等 800多家企业，为老人们提供多样化
养老服务。

多样化养老服务
让老人乐享晚年

可口的食品、精美的摆件……8月8
日，乌海市市民在中蒙俄特色贸易区选
购进口商品。近年来，乌海市海南区主
动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落实向北
开放战略，加大外向型产业培育力度，

建成中蒙俄特色贸易区，不断拓展开放
合作新空间，推动对外贸易提质增效。

现在，消费者可以在中蒙俄特色贸
易区便捷地购买到多种优质进口商
品。中蒙俄特色贸易区填补了乌海市

海南区在智慧物流、互联网+冷链、数字
贸易、跨境电商、食品安全等方面的短
板，有效打通了外贸货物进出渠道，引
进国内外特色优质商品的同时，更好地
助推“乌海好物”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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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冯雪玉 孙柳

过去一段时间，内蒙古艺术剧院合唱团受
到了持续的祝贺和称赞，这些赞扬源自这支队
伍在不久前举行的第十七届中国国际合唱节上
的精彩表现，而最让团长布仁德力格尔记忆犹
新的赞扬，是比赛时吴可畏评委的点评：内蒙古
的合唱最大特点就是充满了地域特色，在作品
气度上、演唱规格上有着强烈的国际性色彩。

7月 15日至 19日，第十七届中国国际合
唱节在北京举行，这是亚太地区规模最大、规
格最高的国际合唱艺术盛会，内蒙古艺术剧
院合唱团首次亮相开幕式便技惊四座。

“赞美我们的新时代，各族儿女幸福安
康……”作为最后压轴登场的团队，内蒙古艺
术剧院合唱团一曲《吉祥颂》，唱响了内蒙古
对国内外参赛队伍的欢迎和祝福，将音乐会
的氛围推向高潮。

本次合唱节的重头戏是全球五大洲、31
个国家和地区的合唱精英同台竞演。“现场和
三百多个国内外音乐团队在一个舞台上比
赛，让我们既紧张又兴奋。我们想拿到好成
绩，也想通过这个舞台提升自己的水平。”布
仁德力格尔说。

民谣组率先开赛，内蒙古艺术剧院合唱
团带来《孤独的白驼羔》《舞韵》两首作品，婉
转动人的旋律，有力、丰满又不失细腻的表
达，赢得现场评委的高度赞扬；在成人组比赛
中，内蒙古艺术剧院合唱团深情演绎了《博爱
的母亲》《步调》两首歌曲。两场比赛，内蒙古
艺术剧院合唱团凭借完美表现从全球306支
优秀合唱团中脱颖而出，分别斩获两个组别

最高分，被评为一级合唱团，获得本届赛事最
高级别奖项“典范之声”合唱团荣誉称号。

国际舞台，人才济济，内蒙古艺术剧院合
唱团凭借优异表现拿到了亮眼成绩。这背
后，源自长久以来的坚持与付出，和一代代成
长在北疆大地上的音乐人对内蒙古深厚音乐
文化的热爱。

走进合唱团的排练厅，墙上的红色横幅十
分醒目：“努力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己。”
最大限度的努力拼搏是内蒙古艺术剧院合唱
团在这场比赛中获得殊荣的基本功。

今年春节一过，合唱团就开启了“强度拉
满”的排练。持续四个多月，每天固定排练8小

时，团员们无论是嗓音还是精神，都承受着巨
大的压力。“我们一直在反复练习，反复磨合，
在不断的练习中实现团员之间最高的默契，也
把声音调整到最好的状态。”团员乌拉娜说。

从歌曲中每一个段落的处理，到团队互相
配合，团员们一点点的磨合，把参赛曲目打磨
成了艺术佳作。其中一首歌曲《步调》更是得
到了评委明子琪的高度赞扬：“《步调》这首作
品，我尝试排练过，但是放弃了，找不到那种感
觉，而今天内蒙古的歌者呈现得非常好。”

除了不断地练习，让内蒙古艺术剧院合
唱团登上领奖台的另一个原因，是团员们对
内蒙古音乐发自内心的认同感和自信心。

“我们对自己的文化相当有自信，内蒙古
的合唱团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有一定地
位的。这次由我们这群年轻人去承接使命，
感觉责任特别重大。”乌拉娜说。

合唱是内心外化、抒发情感的重要表达
方式，来自内蒙古的无伴奏混声合唱，将对自
然万物的深情融入歌咏中。此次参赛的4首
曲目都是内蒙古艺术剧院的原创作品，其中
既有经典作品，也有新创作品。参赛曲目《博
爱的母亲》源于民歌《劝奶歌》，在草原上，每
当母羊不给自己的孩子喂奶时，牧民们都会唱
起这首歌，一边唱一边流泪，用深沉的感情打
动母羊，作曲家色·恩克巴雅尔觉得这首歌表
达的感情与“三千孤儿入内蒙”的故事契合，在
这样的灵感之下，《博爱的母亲》诞生了。

在比赛舞台上，著名指挥家孙毅特别介
绍了这首歌曲，并将“人民楷模”都贵玛的故
事再次讲述，深情的歌曲配上指挥家精彩的
执棒，双方首次合作，迎来满堂喝彩。

作曲家色·恩克巴雅尔说：“内蒙古的音
乐是从心中流淌出来的，从中华大地长出来
的，这次选的参赛曲目都是非常适合我们自
身特点的曲目，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音乐，是各民族人民生活重要的组成部
分，行歌坐月、踏歌起舞，代代相传的歌舞不
仅是各民族人民闲暇时间的欢庆与消遣，是
人与自然和合共生的见证，更是各民族历史
与文化的记录与传承。这次比赛中，内蒙古
极具地方特色的音乐，充满民族风情的服饰，
自信大气的台风，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好
多观众向往内蒙古，想来看看这个地方到底
多么美。”布仁德力格尔说。

（图片由内蒙古艺术剧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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