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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伦旗

□本报记者 郝飚 通讯员 鲁吟

刚刚结束的巴黎奥运会上，代表中国队
出战的乌海市海南区姑娘杨家玉一骑绝尘，
在田径项目女子20公里竞走比赛中以较大
优势夺得冠军，不仅为中国代表团拿下巴黎
奥运会田径首金，更实现了她在该项目中集
奥运会冠军、世锦赛冠军和世界纪录于一身
的大满贯。

杨家玉出生于海南区，自幼身体素质非
常棒。在海南区第一小学和乌海市第十八
中学读书时，即表现出优异的体育天赋，由于
身材比例、协调性等身体条件特别适合练竞
走，她加入了学校的竞走队，从此与竞走结下
了不解之缘，直至实现个人竞走项目大满贯。

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作为中国代
表队旗手之一的赵丹，在女子钢架雪车比赛
中以4分09秒52的成绩获得第9名，这是中
国女选手在这个项目的最好成绩。

赵丹父母在海南区居住，她自幼在海南
区第一小学读书，后通过中小学体育人才选
拔进入到呼和浩特市实验中学就读，获得了
良好系统的体育训练。2018年，赵丹被选入

女子钢架雪车国家队。2022年冬奥选拔赛，
赵丹以总分第一的成绩成功入选，最终参加
了北京冬奥会女子钢架雪车项目比赛。

家乡儿女能够在夏奥会上夺得金牌，在
冬奥会上取得优异成绩，这从一个侧面也反
映出海南区多年来重视体育事业、推进全民
健身的坚持不懈。

竞技体育水平的不断提高，离不开海南
区积极选拔体育后备人才、加强青少年体育
工作的努力。

近年来，海南区在校园推进“阳光体育”
大课间、“一校一品”“一校多品”的体育教学
模式，高效开展校内体育活动。海南区教育
局牵头开展“一根跳绳，健康一生”这一简单、
有效的运动方式，促进学生们的身心健康。

围绕“教会、勤练、常赛”的总要求，海南
区完善体育竞赛机制，近几年蝉联乌海市“市
长杯”校园足球联赛初中组冠军，组织运动员
参加自治区、乌海市篮球、柔道等9项体育赛
事，获得集体奖4项，个人奖108项，为国家、
自治区输送竞走、柔道等优秀运动员30余
人。海南区现有国家级足球特色学校6个、
自治区传统体育项目学校3所、自治区竞走
后备人才训练基地1个。海南区加强社会体

育指导员队伍建设，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
458名，占总人口比例达4.2‰，高于国家标
准1.99‰。

一方面积极培育体育人才，另一方面，
海南区还不断完善体育设施，全力打造一刻
钟健身圈。

这些天，海南区体育公园正在紧锣密鼓
地建设中。该公园项目占地面积14.9万平
方米，建设健身广场、户外攀岩场地、极限运
动拓展场地等，同时升级改造沙滩排球、足球
场地、健身步道等运动设施，力求为周围居民
打造一个高品质的健身运动场所。

在一刻钟社区生活圈建设中，海南区通
过盘活闲置空地、荒地，建设体育健身场地，
增设健身步道和体育健身器材，把各小区周
边“边角空地”打造成居民举步可达的微型

“健身房”。同时，积极推进各类场地设施开
放共享，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全民健身活动，
不断满足群众对体育健身的多元化需求。

目前，海南区体育场地面积达25.7112
万平方米，人均场地面积为2.71平方米。足
球场地共计8块，包括五人制场地6块、十一
人制场地2块；室内体育场馆共计10个，健
身路径134处，其有5个体育场馆免费对外

开放，公共体育场馆每周开放时间在35小时
以上，全年开放时间达到330天以上。

此外海南区做好体育品牌赛事，大力培
育发展户外运动项目，以体育事业+文化旅
游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推动全民健身，促进经
济发展。

不久前，海南区拉僧庙镇赛汗乌素村黄
河西行客栈举办的黄河几字弯皮划艇漂流
活动，邀请多支漂流队和教练组参加此次活
动，以文旅体融合的形式，让人们以独特的方
式了解母亲河，了解海南区。

海南区西卓子山街道办事处基层全民
健身馆开设的室内冰壶等研学课程，今年已
组织研学活动100余场，接待2万余名学生
参与，收入达400余万元。

今年，海南区已举办全民健步走、职工
毽球比赛、排球比赛、“蒙宁杯”青少年篮球比
赛、趣味运动会、台球邀请赛等赛事活动17
场，参与活动群众3000人次，促进了全民健
身运动蓬勃开展。

各种体育品牌赛事的举办，在集聚正能
量、提振精气神、释放文旅体融合发展新活
力，推动海南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
为海南区转型发展增添了新动力。

奥运冠军诞生地 体育事业展活力
海南区

察右前旗

准格尔旗

锡林浩特市

□本报记者 薄金凤
临河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高舒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八一乡联丰村，家家种
花草，户户有美景。推门入户，方寸庭院间移步
易景，一花一世界，一院一生活。

村民王跃兵家的院子里，宽敞的日光温室
大棚里，一根根黄瓜挂满了藤架，黄瓜顶部的小
黄花飘出淡淡花香。为了经营好大棚，王跃兵
没少花心思，温度、湿度、营养都得跟上，种植中
只使用生物有机肥，黄瓜不仅长势好、口感好，
而且病虫害少。“建大棚政府给予补贴，现在家
里面大棚一年能种两茬黄瓜，纯收入13万元。”
说起大棚收入，王跃兵很满意。

2012年，王跃兵妻子因脑出血在医院住了
大半年，除了医保报销8万多元外，自己还花了
15万元左右，不仅把家里的积蓄全部花完，还
借了不少外债。庭院经济的发展让王跃兵家走
出困境并且生活越来越好。

“以前没有实行‘庭院经济’的时候，好多人
家的院子里脏乱差，一下雨房前屋后和院子里
泥泞不堪，而现在的农家小院变了样。每到夏
天，走到哪里都是绿意盎然、瓜果飘香，鸡、猪、
羊、牛等圈舍整齐划一，村民的钱袋子也鼓起来
了。”八一乡宣传委员赵晔告诉记者。

近年来，临河区各乡镇因地制宜，把发展庭

院经济与美丽乡村建设、促进村民增收结合起
来，积极盘活房前屋后“沉睡”的闲置资源，打造
适宜的庭院小经济，让小庭院成为村民增收的

“聚宝盆”。
在双河镇富河村六组巩红红家的院子里，

小牛的“哞哞”声和小羊的“咩咩”声此起彼伏，
巩红红家曾经是低保户，她的丈夫因一次意外
的车祸，导致好几年干不成重活，政府给予补
贴，买了一头母牛，经过巩红红几年的精心培
育，现在已经发展到22头。

“今年我家又买了 4头育肥牛，现在有 11
只羊，还打算买几只育肥羊。”巩红红说。

据介绍，临河区先后投入衔接资金1000余
万元，为235户困难户落实肉羊育肥、35户落实
肉牛育肥、90余户落实家禽养殖。今年临河区实
施庭院经济“百乡千村万院”示范创建行动，激发
脱贫人口内生动力，针对脱贫户、监测户发展产业
给予奖补：特色种植奖补方面，改造房前屋后空
地，种植蔬菜、瓜类、脱水菜、花卉等，每户奖补
900元（0.5亩以上）；特色养殖奖补方面，购买肉
牛育肥出栏每头奖补3000元，购买羊育肥出栏每
只奖补500元（6只为上限），购买猪出栏每头奖补
800元，养殖鸡、鸭、鹅、鸿雁、兔每只奖补30元。

今后，临河区将继续引导群众发展庭院美
化、亮化、绿化行动，在美化人居环境的同时实
现村民增收致富，多措并举推进乡村治理，绘就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画卷。

庭 院 小 美 乡 村 大 美

□本报记者 李新军 实习生 李颖

在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区，“诺必行”已家
喻户晓。

有诉必应，有诺必行。近年来，扎赉诺尔区
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拓宽人
民群众诉求收集渠道，感知“社会呼声”，全力建
设“诺必行”品牌，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推动
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

“诺必行”社会治理小程序内设“一键呼叫
网格员”“信访代办”“人民意见征集”“基层减
负”“有事找纪检”等实用性功能，有社区网格
员、群众、包联干部三类账号，问题提交开设语
音留言、图片及视频上传、电话呼叫网格员等便
捷功能，实现自下而上办理机制。

“使用很方便，一键绑定手机号就可一键上
报问题。”市民张先生向记者介绍。

在“诺必行”小程序里，文字、语音、图片、视频都
能上传，网格员首接负责制第一时间联系群众，简
单事项分别在社区、街镇协调解决，复杂事项在小
程序申请“社区吹哨”提交诉求，办理组指派相关部
门“报到”处理，涉及多个部门的，小程序指定主次责

任，实行高效响应流转处办，全力确保“有呼必应”。
此外，“诺必行”推行三级包联，资源共享，

做到“呼求必解”，让群众在网格中遇事有人管、
难事能破解，疑难工单提级调度+全程督查，确
保工单事项及时办理、限期办结，反复出现的同
类工单进行专题调研，针对性解决。

截至目前，“诺必行”小程序各类事件上报
1322件，其中，网格员发现问题数587件，群众
上报问题数735件，工单实时办结率94%。扎赉
诺尔区召开8次提级调度会化解疑难超期工单，
先后针对弃管小区物业管理、环境卫生整治及垃
圾清运、平房区公厕维修改造等城市管理短板开
展专项攻坚，不断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

“建章立制”是“承诺必行”的保障。扎赉诺
尔区运用新时代文明实践积分兑换等方式激励
引导群众共同参与，把群众监督、满意度评价和
两办督查、纪检检查监督贯通，制定“网格工作
事项清单和负面清单”“准入和退出”等办法，厘
清基层权责边界，为基层减负赋能。“诺必行”全
力打造“诚信扎赉诺尔”建设新局面。

“‘诺必行’让咱老百姓反映的事儿件件有
回应、件件能落实。”当地群众纷纷为扎赉诺尔
区“诺必行”社会治理品牌点赞。

“诺必行”解难事化烦事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针对农村空
巢老人多且收入水平不高的问题，通过支部
引领、党员带头，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农村为
老服务，为农村有特殊困难的老年人提供专
业化、普惠性的助乐、助医、助餐等服务，补
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将党建工作与民生事
业深度融合。

从“凑合吃”变“营养搭配吃”。走进赛
罕区黄合少镇苏计村为老餐厅，窗明几净、
饭香扑鼻，正在用餐的老人们围坐在一起边
吃边聊。“这里有烩菜、炸糕、饺子、焖面等各
种家常菜，只需花几块钱就能吃饱吃好。”村
民朱秀英竖起大拇指为餐厅点赞。

村里大部分年轻人外出务工，留下几十
名像朱秀英一样的空巢老人，腿脚不方便，一
日三餐大多靠热剩饭或自己凑合做，时间长
了，吃饭竟成了个麻烦事。为解决好农村老
人吃饱吃好这一“关键小事”，村党支部积极
推动兴建“为老餐厅”。按照“低成本、高质
效”原则，将原村委会超市进行改造提升，总
投资2万元，占地120平方米，充分利用现有
设施，优化用餐环境。监委会主任负责经营，

“两委”成员协助经营，党员志愿服务队免费
为行动不便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

“考虑到大多数老年人需求，在食品烹饪
上我们都尽量做到少油、少盐，易咀嚼，更好地
满足老年人的口味和膳食要求。”苏计村党支
部书记常俊苹介绍道。为老餐厅不仅专门配
备当地有经验的厨师，还开辟绿色菜园，鼓励
身体较好的老年人种植瓜果蔬菜，圈养家禽。
食堂还会根据老人们的饮食习惯、身体状况和
时令变化，及时更新食谱，做好营养搭配，切实
做到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就能吃饱吃好。

从“便民服务”变“贴心服务”。“平常和
村民相处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些老人年纪大
了，腿脚不方便，到店里理个发，买个生活用
品，来回一趟十分费力，我们就想能不能让
这些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理发、量血

压等服务。”黄合少镇格此老村党支部书记
赵妙婵介绍说。

为了让老年人享受到贴心服务，格此老
村打造“一站式”便民服务站，组建老年人

“帮办代办微信群”。只需在微信群下单，就
可以享受到爱心理发、跑腿购物、义诊等服
务。组织相关单位为老人办理慢性病卡、社
保医保等服务，成立爱心帮扶小分队，由村
干部、党员群众、热心村民、第三方社会力量
介入组成专业队伍，为村民提供家政、水电
维修、医疗养生等专业服务。

不仅要老有所养还要老有所乐。格此
老村在便民服务站划分棋牌区、书画区、阅
览区等功能区域，成立书法、象棋等兴趣班，

开展二人台、戏剧下乡表演……让留守老人
得到精神上的满足。

从“居家养老”变“幸福享老”。“我以前
居住的老房子年久失修，又没有能力翻修，
现在搬进幸福院心里别提多高兴了。”73岁
的樊福贵说道。为了让农村老人能够快乐
舒适地颐养天年，榆林镇陶卜齐村党支部专
门针对村内年龄较大、收入不高的老人建设
了“幸福院”。

大院里一共有 12间房，每一间房子前
面都有一个小院。硬化过的路面干净平坦，
房前屋后树木成荫，环境优美。房子分为客
厅、卧室、厨房和卫生间 4个区域，衣柜、马
桶、洗脸池一应俱全，让入住的老人感到非
常便利温馨。

“幸福院”还配备了一支本土志愿服务
队伍，由村干部、卫生室保健医生、党员志愿
者组成。他们按照帮工时间表，在“幸福院”
轮班开展志愿服务，为卧床、行动不便或临
时有突发情况的老人提供跑腿送餐、代购
等。保健医生会根据老年人高、中、低风险
等级，按周、月、季度、半年等频次进行走访，
建立老年人身体健康档案，为其提供更好的
健康管理服务。

全力托起全力托起““无忧夕阳无忧夕阳””
□本报记者 刘洋 实习生 孟祥雨

临河区

扎赉诺尔区

本报鄂尔多斯8月28日电 （记者 毛锴彦）当前正
值玉米灌浆期，为防治病虫害，提升秋粮产量，连日来，准格
尔旗农业部门深入田间地头，组织种粮大户利用植保无人
机开展“一喷多促”作业，助推秋粮稳产丰收。

在大路镇乌兰不浪村村民张荣先家的玉米田里，4名技
术人员正操控5台植保无人机进行作业，给玉米喷洒叶面肥、
调节剂、杀菌杀虫剂。据介绍，一台植保无人机的喷洒宽度
可达8米左右，每小时可完成150亩喷洒任务，效率非常高。

“我今年流转土地一共种了500多亩青储玉米，年初的
时候我们村完成了高标准农田改造，现在又通过‘一喷多
促’的科技化措施助力，预计亩产能够达到2000斤以上。”
说到这里，大路镇小滩子村村民张荣先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一喷多促”是在秋粮生育中后期，将叶面肥、调节剂、
抗逆剂、杀虫杀菌剂等混合喷施，一次作业，以实现促生长
发育、促灌浆成熟、促灾后恢复、促产量提升等多重效应，
是秋粮中后期有灾防灾、无灾增产的关键措施。

“当前，玉米、大豆秋粮作物正处于提升产量的关键时
期，为促进秋粮丰产丰收，准格尔旗农牧局积极争取‘一喷多
促’任务面积6.9万亩。我们严格要求服务组织对照技术指
导方案进行作业，也成立了技术指导小组。通过这一举措，
大豆每亩增产20斤左右，玉米每亩可以提产量90到100斤
左右。”准格尔旗农牧局种植业管理股股长杨艳丽表示。

科技助力增产增收

八月的突泉，进入了丰
收的季节，走进兴安盟突泉
县东风林场 600亩文冠果种
植基地，工人们笑语盈盈，穿
梭林间，忙着采摘沉甸甸的
果实，每一份辛劳都蕴含着
对丰收的期盼与喜悦。

基地的晾晒场上同样热
闹，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对刚
采摘的文冠果进行晾晒，同
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果实
的干燥程度，确保对晾晒过
程精准把控。

“今年，我们文冠果基地
迎来了又一个丰收年，亩产在
100斤左右，晾晒完以后，留
一部分给基地育苗做种子，剩
下的运往外地进行深加工。”
突泉县众鑫林业投资经营有
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刘凤海介
绍说，采收结束后，工人们还

要忙着修剪果柄，通过修剪促
进健康枝条生长，不断提高文
冠果的产量和品质。

近年来，突泉县大力培
育绿色经济，发展文冠果产
业，按照“建基地、扩规模、延
链条、打品牌”的工作思路，
引进加工设备进行深加工，
生产文冠果油、文冠茶，推动
文冠果产业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努力实现产业增效、农
村增绿和农民增收。

“文冠果第一年栽苗，第三
年见花，合理管护后，可使产量
迅速上升，第五年挂果率就能
达95%以上。”突泉县林草局副
局长毕胜华介绍，“每亩文冠果
在盛果期产出的叶茶、花茶、食
用油等，总产值可达1.5万元以
上，经济效益非常可观。”

作为国家“三北”防护林
体系建设的重点县之一，突泉
县将文冠果作为当地土地荒漠
化及小流域治理的优良树种，
2008 年至今，突泉县共种植
7.5万亩文冠果。2024年，突
泉县还协同推进东风林场“万
亩文冠果+万亩湿地保护+万
亩林药间作”的科尔沁沙地林
草湿一体化综合治理项目，有
效增加了全县林草资源总量。

本报通辽8月28日电 （记者 鲍庆胜）今年，按照
项目到户、扶持到人的原则，库伦旗扣河子镇早谋划、早部
署，采取“先建后补、以奖代补”的方式，投资230万元，鼓
励和引导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探索发展庭院经济，持续稳
定提高群众生产经营性收入。

据介绍，自库伦旗到户产业政策实施以来，根据扣河子
的实际情况，制定政策，动员23个村召集符合条件的正常
脱贫户和‘三类’户讲解政策，征求农户的意见。初步计划
落实808户，其中10户是落实1万元的到户产业政策，798
户是落实3000元的到户产业政策。目前正在积极推进中，
计划下周全部验收完成，尽快把补贴资金发放到农户手中。

只有产业稳定发展，群众的持续性收入才能得到有效
保障。68岁的丛桂莲是水泉乡文家杖子村村民，前两年
因做肝癌手术，花了一大笔钱，现在依靠药物维持，日常花
销较大，被纳入脱贫监测户。2023年，水泉乡投资 54万
元，在全乡实施到户产业项目，丛桂莲家符合条件，获得1
万元到户产业扶持资金，老两口购买了 10只羊。经过一
年的精心饲养，目前已卖出18只羊羔，收入4000多元，丛
桂莲特别满意：“现在还有10只绵羊、5只羊羔，我们老两
口觉得挺好，再过两个月又生羊羔了。”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2024年，库伦旗计划投
入1900万元实施庭院经济到户项目，针对全旗符合条件
的未消除风险且有劳动力的监测户，每户补助产业发展资
金不超过 1万元，针对全旗符合条件且有劳动力的脱贫
户，每户补助产业发展资金不超过3000元，鼓励发展特色
庭院种养殖业（饲草料奖补）、特色手工、特色休闲旅游、特
色庭院生产生活服务等多类型庭院经济，持续拓宽增收渠
道，为筑牢防返贫防线打下坚实基础。

产业到户敲开增收门

本报乌兰察布8月28日电 （记者 海军）记者日前
从察右前旗数智草莓基地了解到，位于该基地的草莓植物
工厂已投入运营，目前在这里种植的草莓正在供应北京市
场。这个草莓植物工厂是设施农业进入“4.0”时代的代
表，实现了365天全封闭不间断生产。

察右前旗数智草莓基地，占地 23亩，是四维生态（杭
州）有限公司在察右前旗打造的大型单体草莓植物工厂之
一。该工厂在2024年年初建成并投入运营。

据介绍，四维生态巧妙融合了垂直种植、LED植物光
照、自动化管理及智能环控等前沿技术，为察右前旗数智草
莓基地量身定制了集数字化、智能化、工厂化于一体的植物
工厂综合解决方案。通过对草莓生长环境的精准模拟与优
化，实现了对温度、湿度、光照、营养供给及二氧化碳浓度等
关键因子的精细调控，成功打造了一个全年无休、高产高质
的草莓生长环境。这一创新模式不仅彻底打破了传统农业
的季节性限制，还极大地提升了土地的利用效率和草莓的
产品质量。据预计，该基地的年产量达180吨，亩产量更是
传统露天栽培的15至25倍，展现了智慧农业的巨大潜力。

据介绍，草莓植物工厂从育苗到种植，全部采用智能
装备，做到了智能化、标准化管理。出产的草莓，以其芳香
浓郁、口感细腻、鲜甜多汁而著称，并经过国际权威机构的
严格检测，确保无农药残留、无激素添加、无重金属污染。

建起数智草莓基地

本报锡林郭勒8月28日电 （记者 巴依斯古楞）初
秋，走进锡林浩特市白音锡勒牧场沃村吐儒分场牧民赵建
平家里，客厅挂满了他在大大小小那达慕上以及国际赛马
比赛中获得的荣誉奖牌。多年来，他的马匹在各项赛马比
赛中共获得160多次冠军，包含国际赛马比赛、自治区级
以及盟级等。赵建平养殖的200多匹马，也特别受市场欢
迎，每年产的马驹都会早早地被订购完毕，远销至全区各
盟市。他去年共出售马驹50匹，最高售价达到5万元。

在锡林浩特市，像这样的牧民还有很多。该市将马产
业发展规划列入全市“十四五”规划，聚焦夯基础、重开发、
挖潜力，多元推动马产业发展。目前，全市马匹存栏近 1
万匹，引进培育内蒙古马苏乳业有限公司、内蒙古牧人奶
娃娃工贸有限公司大型马产品加工企业2家，小型马奶加
工企业（牧户）128家，成功培育“锡林策格”（酸马奶）名特
优新农产品。

与此同时，该市还积极争取特色马奶加工企业补贴资
金 663万元，鼓励引导马产品生产企业创新发展。目前，
全市共注册马产品商标 120个，申报国家专利 2项；建成
国家 4A级旅游景区，精心制定旅游线路，重点打造集野
骑穿越、骑乘培训等6个旅游项目于一体的一站式旅游园
区—白音锡勒马产业振兴先行示范区。

多元推动马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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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林场实现文冠果林药间作。 工人晾晒文冠果实。

成熟的文冠果成熟的文冠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