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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奇男
集宁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诺琪

道路两旁绿树成行，园林景观花团锦
簇……金秋时节，行走在乌兰察布市集宁
区，绿意盎然、天蓝水清、空气清新、鸟语萦
绕，令人心旷神怡、精神舒畅，处处涌动着生
态文明建设的澎湃力量，迸发出绿色发展的
生机活力。

此番美景，便是集宁区坚持生态文明建
设带来的“绿色福利”。

近年来，集宁区紧紧围绕“建设祖国北
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目标，瞄准绿色、低
碳，创新思维、路径，加大对“三山两河”进行
绿化生态修复和公园、广场等各类绿地建
设，生态环境品质得到全面提升，经济发展

“高质量”和生态环境“高颜值”协同并进，美
丽集宁建设呈现新气象。

“植绿、护绿、爱绿，已成为集宁人的共
识和自觉行动。”集宁区林草分局技术员胡
赫说，“集宁区每年都会开展全社会植绿活
动，大家积极参与义务植树，共建美丽宜居

家园。”
截至目前，集宁区建成绿地率达40.23%，

绿化覆盖率42.86%，人均公园绿地面积34.96
平方米。

留住生态底色，集宁的脚步从未停歇。
今天被称作“城市绿肺”的白泉山，几年

前还是一个乱石满山、沟壑纵横、水土流失
严重、土壤极为贫瘠的荒山。“飞沙走砾，黄
土满天”是当时白泉山的真实写照，在乌兰
察布植树造绿，要比其他地方困难得多。

据介绍，白泉山本身石厚土薄、石多土
少，为保证苗木成活采用挖大坑覆土的栽植
方式，少则覆土1米，多则3米。工程前后历
时3年，苗木成活率达到98%以上，实现了春
夏有花、秋季有果、四季常绿的美丽景观。

坐落于其中的凤凰楼成为这座城市新
的标志性建筑，每到夜晚，流光溢彩，绚烂多
姿。站在凤凰楼的最高层凭栏远望，整个乌
兰察布城区尽收眼底。今天的白泉山已成
为集休闲、娱乐、健身于一体的大型生态公
园、城中“天然氧吧”。

集宁区打造以“三山两河”景观建设为
重点的生态工程，远不止白泉山这一处。近

年来，改善生态环境的精品工程不断涌现。
作为集宁的“母亲河”，霸王河一度是臭水
沟、乱石滩，让当地市民避之不及。为了妆
扮好这条“母亲河”，集宁区 2010年开启了
霸王河生态修复工程，现已形成长22公里、
宽约 1公里的水域绿化景观带，如今已是波
光粼粼、碧波荡漾、鸟语花香的另一番景
致。远处眺望，水天一色，犹如一幅色彩斑
斓的山水画卷。

好风景引来大批游客，或踏青赏花、自
拍打卡，或三两好友小酌烧烤。在霸王河瀑
布广场水上乐园欢乐岛和纳尔松滨河广场
露营地，溪水绕林，曲径通幽，各种特色露营
帐篷及附属设施一应俱全，不仅有兔子、梅
花鹿等萌宠和孩子们亲密互动，更有粉红沙
滩、宽阔草坪供游客体验打卡。

“我是从北京专程来集宁旅游的，感觉
这里的生活太惬意了！凉风吹拂下，躺在舒
适的躺椅上，喝着奶茶，仰望满天星，感受恬
静的时光。”外地游客李静怡兴奋地说。

随着轻旅游、微度假的不断升温，这样
的诗和远方受到越来越多都市人的喜爱。
时下，走进马莲渠乡大十号村，远山如黛、草

木葱茏，绿意环抱着整个村庄。
手捧一杯热茶，听着清脆的鸟鸣，伸个

懒腰，呼吸着雨后清新的空气，在这里能忘
却城市工作的一切烦恼，让心灵得到放松。
这样惬意的时光就藏在马莲渠乡大十号村
的云朵嘎查。

“远离城市喧嚣，回归山河乡野，听鸟叫
虫鸣阵阵，品农家特色美味，既找回了儿时的
记忆，又放松了身心，特别喜欢这家民宿的氛
围。”游客史明带着家人又一次来到云朵嘎查
民宿研学基地，体验不一样的乡村之美。

集宁区以全域旅游、四季旅游为目标，
依托乌兰察布古城、红色战役纪念园、大河
湾滑雪场等场地，全力打造红色游、研学游、
康养休闲游等精品旅游，让广大游客感受集
宁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

绿染大地尽春色，集宁处处美如画。呵
护生态“颜值”，提升经济“含绿量”，让绿水
青山“底色”更亮，金山银山“成色”更足，在
新时代新征程中，集宁区将锲而不舍、接续
努力，用实际行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在坐拥都市繁华的同时让生态底
色熠熠生辉。

植绿护绿爱绿 集宁人的行动
集宁区

克什克腾旗

杭锦旗

和林格尔县

□本报记者 蔡冬梅

“自从基层减负工作开展以来，社
区的微信工作群少了、需要填报的报
表台账减了、多余的牌匾也清理了，负
担明显减轻了！”包头市九原区赛汗街
道果园社区党总支书记刘燕表示。

摘牌、减群、净墙、明责、增效，今
年以来，九原区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
为基层减负的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
举措，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

走进沙河街道黄金社区便民服务
大厅，左手边醒目地展示着黄金社区
依法履职事项清单28项、依法协助事
项清单12项，以及出具证明事项正反
面清单。其中，社区应出具证明事项8
项，包括居住证明、委托办理收养登记
证明、社区志愿服务记录证明等。

减负以来，九原区坚持“边服务、
边梳理、边清理”“一村（社）一策”动态
调整嘎查村（社区）工作事务、证明事
项，最终确定嘎查村依法承担主责事
项、协助事项近 40多项，社区依法承
担主责事项、协助事项 50多项，以及
嘎查村（社区）应出具的证明事项8项，
不应出具证明事项20项。

同时，在完成“一村（社）一策”精
减嘎查村（社区）工作事务、证明事项
清单的基础上，制定印发《九原区嘎查
村（社区）工作事务、标牌标识、证明事
项、考核等准入和退出管理制度》，明
确部门单位不得随意将工作下放到嘎
查村（社区），加强源头治理和制度建
设，深化拓展基层减负成果。

“之前社区就像个筐，啥都往里
装，工作千头万绪，现在需要承担的职
责事项不仅精简了，还明确了准入范
围及要求，目前来看，减负效果很好，
工作也比以前轻松了。”黄金社区党委
书记宋佳说道。

为解决社区“报表台账多、服务时
间少”等问题，九原区梳理《九原区各
部门单位需要嘎查村（社区）填报的报
表台账（第一批）》52个，明确各类报表
台账的主办单位和填报频次，杜绝频
发频报、随意调整、无实际意义报表台
账的现象。“随着减负工作的不断推
进，我们社区工作者从过去繁重的报
表台账和工作事务中解放出来，将更
多精力投入到入户走访问需、举办文
体娱乐活动、对接引入社会组织等事
项中。”九原区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

基层减负强服务增活力

□本报记者 薄金凤
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宇

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团结街道今
日社区啤酒厂家属房，居住着50多户
居民，这里属于老城区，没有排水设
施，居民们的生活存在诸多不便。不
久前，今日社区微网格员接到了居民
诉求，希望接通下水管道。

“平房区前面有个小区，我们想从
那边儿通一下水，过去物业不让接。”
今日社区居民王喆介绍。

为了解决群众诉求，微网格员将
情况进行汇总，通过网格长层层传递，
协调物业、市政等相关部门，很快解决
了困扰群众的烦心事。“现在方便多
了，可以在家洗澡，困扰我们多年的问
题，终于解决了。”王喆高兴地说道。

据了解，今日社区辖区有20多个
老旧小区，居民各类诉求多。聚焦群
众急难愁盼，社区设立了一般网格 37
个，微网格 12个，通过“人在网中寻，
事在格中办”，抓实际格入户，组建起

一支由双报到党员、物业、热心居民骨
干、五老人员为核心的百事帮团队。
去年以来，这支团队服务居民超5000
人次。

“充分发挥人头熟、地头熟，情况
明的独特优势，通过路边聊、树荫会、
板凳会、凉亭会等形式收集群众诉求，
真正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街
道，变矛盾的中转站为问题的终点
站。”今日社区党支部书记周静说。

包括今日社区在内，临河区在城
区共划分总网格 71个、一般网格 511
个、微网格2586个，按照“一格一员或
多员”的标准，由社区党组织书记兼任
总网格长，社区“两委”成员担任一般网
格长，择优配备微网格员2906名，推动
实现管理单元最小化、服务效能最大
化，让群众获得感更强、幸福感更足。

“形成居民点单、网格核单、社区
接单、群众评单的四单联办工作机制，
让群众在遇到困难时，反映有对象、诉
说有渠道、解决有成效，变社区治理独
角戏为齐抓共管大舞台。”临河区委组
织部组织三室副主任梁焕鑫说。

“微网实格”赋能社区治理

小浆果化身“黄金果”，“小灵芝”撑起“致富
伞”，“食用菌”释放“大蘑力”……近年来，根河市
积极探索林下经济发展新路径，形成灵芝产业为
主的中药材种植新格局，食用菌种植为主的产业
新思路，打造蓝莓、蓝靛果等浆果种植采摘、深加
工的新模式，做足林下经济发展新文章。

根河地区是野生蓝莓的优生区和主产
区。野生蓝莓因超高的营养价值，成为人们
的新“宠儿”。

早晨天还未亮，根河地区的“采山人”便
骑着摩托、蹬着三轮车驶进密林中，开始一场

“寻莓之旅”。黄昏将至，“采山人”身背肩扛
着一桶桶蓝莓，回到市区。他们顾不上疲劳，
直奔收购站、农贸市场，将桶桶蓝莓换成“真
金白银”。“采山人”依靠采集蓝莓、蓝靛果等
野生浆果，一天能收入上千元。

野生浆果供不应求，林下采摘同样紧
俏。根河市积极打造“种采+旅游”致富新模
式，支起采摘“灶”，做起旅游“饭”。

饱满可爱的蓝靛果挂在枝头上，待人采
撷，诱惑力十足。今年，佰岁野生资源开发公
司建成蓝靛果采摘区15亩，全方位打造采摘

野果、加工制作、休闲娱乐于一体的一站式体
验服务，让游客尽情感受森林的魅力。

公司负责人柴洪梅说：“今年的蓝靛果长
势较好，每天采摘游客达100多人次，日收益
达 2万元。这里提供采果体验区、休闲观光
区，游客们可以一边欣赏大自然的美景，一边
直接采集野果或DIY熬成果酱。”

根河市还深挖野生浆果等林下资源潜力，延
伸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林海源野生资源
开发公司作为本地绿色食品加工龙头企业，瞄准
蓝莓精深加工，上项目、引客商，倾力打造“中国
最好蓝莓产品”，“林海源”系列产品深受广大消
费者的青睐，“小蓝莓”走进了“大城市”。

走进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灵芝基地，
肉嘟嘟的灵芝正在茁壮生长，宛如撑开的小

伞。它们色泽光亮，盖体肥大，昭示着增收致
富的好“钱”景。

2023年，这个灵芝基地年加工菌种20万
袋，年种植灵芝30万袋。基地内采用自动化
灌溉系统、自动遮阳系统、小型气候检测仪等
先进电子设备，为当地林下经济科学、高效、
可持续发展走出了一条新路子。

“产得好”，也要“卖得好”。根河市采取
“农旅双链”“供销合作社+合作社+农户+电
子商务”发展模式，推动形成灵芝产加销一体
化的经营服务体系，促进灵芝全产业链发
展。2021年至今，全市灵芝干品累计实现产
值约400万元。

正值食用菌采摘期，在满归森工公司白
马林场食用菌基地，数十栋由黑色遮阳网覆

盖的木耳大棚映入眼帘。
大棚内，10余名产业工人正紧张而有序

地把一片片黑木耳从袋子上摘下，放进收集
筐。在棚外等候的工人则用三轮车将其搬运
到晾晒场地，进行集中脱水处理。

满归森工公司白马林场食用菌基地占地
面积约120亩,基地年种植能力100万袋。经
营管护中心主任周敏庆介绍：“年初，白马林
场食用菌基地引进了更加先进的二级液态菌
种生产设备和三级菌袋装生产线，日产量和
成品率提升了近20%。”

该基地种植的食用菌产品，以其天然绿色的
品质得到全国各地客户的认可。在2019年9月
山东菏泽召开的中国第十六届林产品交易会上，
基地所产食用菌木耳被评为金奖产品。2023年
6月，基地获得自治区“蒙”字标认证证书。

今年，白马林场食用菌基地食用菌生产
指标为 110万袋。截至目前，基地所有食用
菌三级菌袋均已吊袋入棚进入采收期，预计
可实现产值 315万元。从生产到采收，可带
动林区困难职工家属以及本地无收入居民上
百人实现就业。

林下经济托起富民产业林下经济托起富民产业
□本报记者 李玉琢 通讯员 吴少卿 郭启明

根河市

西乌珠穆沁旗

临河区

九原区

本报鄂尔多斯 9月 17日电 （记者 郝雪
莲）记者从杭锦旗教育体育局获悉，近日，经全国教育
系统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审核评选，杭锦旗吉日嘎
朗图小学被授予“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我们获得此项荣誉感到非常高兴，这既是
对我们过去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未来发展的鞭
策。”吉日嘎朗图小学校长赵娜说，学校从 2016
年恢复重建到现在，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凝结了全体教职员工夜以继日的艰苦付出。

这几年，吉日嘎朗图小学与康巴什区第三小学
形成城乡跨区域结对共建校，为乡村学校配备了网
际交互教室，通过“互联网+教育”的模式，让农村牧
区的师生能够享受到优质的课堂、优秀名师、优质教
育资源，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让乡村的孩
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满意、温暖的教育。
在“双减”背景下，吉日嘎朗图小学坚持“五育融合”，
开足开齐开好国家课程，校本课程精彩纷呈，啦啦
操、跳绳、足球、合唱团、科技创作、书法、跆拳道等特
色社团活动硕果累累，学生们呈现出多元、积极、健
康的发展态势。同时，学校制定了“四自劳动”“六爱
教育”“六礼四仪”的评价标准，培养学生文明礼仪。

该校取得的成绩离不开杭锦旗多方从政策
到物质的厚爱和帮助，该旗多年来始终把教育作
为最大的民生，持续增加基础教育投入，完善优
质均衡发展体制机制，全面提高育人质量，人民
群众对基础教育的满意度和获得感持续提高。

一所小学获全国性荣誉

本报锡林郭勒 9月 17日电 （记者 朱媛
丽）“我这些年腰腿疼痛，也上了岁数，不方便打
工了，咱们旗里基础养老金地方补贴今年涨到了
一个月 450 元，我们的生活更宽裕了。时代好
了，坐在家里就能享受到一天比一天高的养老补
贴，今后有享不完的福。”9月 16日，锡林郭勒盟
西乌珠穆沁旗居民刘文明开心地说。

2023年以来，西乌珠穆沁旗两次提高城乡居
民基础养老金地方补贴标准，补贴金额由最初每
人每月的191元提高至413元。2024年1月1日
起，根据《西乌珠穆沁旗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
施办法》，该旗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地方补贴标准
每人每月再次增加37元，达到450元，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待遇平均水平达到684元/人，待遇水平
位居全区前列。仅此一项，该旗财政每年投入资
金3300余万元，惠及城乡居民6000余人。

下一步，西乌珠穆沁旗将继续坚持实施民生
优先战略，大力压缩政府项目投资和“三公”经费
支出，将财政资金向民生领域倾斜，把经济发展
成果最大限度惠及城乡居民。

养老金上调提升幸福指数

本报赤峰9月17日电 （记者 王塔娜）由
内蒙古航旅集团主办的克什克腾旗乌兰布统机场
度假区飞行体验日活动日前在乌兰布统机场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名飞行爱好者参加活动。

体验现场为游客提供了直升机、轻型运动类
飞机和动力滑翔伞 3项体验方式。持有运动类
飞行驾照的体验者，可以自行驾驶轻型运动类飞
机，感受自驾机飞行的刺激。游客可以乘坐飞机
进行空中摄影，将一望无际的乌兰布统草原风光
尽收眼底，还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定制旅游线
路，在特定景点停留观赏。

第一次来度假旅游区的游客董亮被这一新
型旅游方式深深吸引：“飞上去以后视角很宽广，
满眼的绿色，特别震撼。”

克什克腾旗乌兰布统机场有限公司总经理梁
叔伟介绍，乌兰布统机场度假区占地513亩，域内
视野宽广，水草丰美，湖光山色交相辉映，为飞行度
假体验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近年来，克什克腾旗通
过航空体验，将乌兰布统机场飞行度假区打造成内
蒙古最具影响力的航空港、航空旅游基地，努力形
成以机场度假区为核心的低空经济生态圈。“我们
通过提供丰富多样的飞行体验，让游客感受自由落
体与滑翔的双重刺激，促进通航产业消费升级，带
动周边旅游资源全面开发。”梁叔伟说。

举办飞行体验活动

本报呼和浩特9月17日讯 （记者 刘洋）
作为首届青城人才月系列活动之一，“聚智和林

‘蔬’写盛乐新章”专家团队助力和林格尔县蔬菜
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日前举行。来自农业
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蔬菜产业的
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为实施科技“突围”工程、
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言把脉、献智
献策，以更加高效、更加绿色、更加智能的农业科
技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活动中，与会专家学者参观了和林格尔县科
学技术宣传推广研学展厅，并在和林格尔国家农
业科技园区服务中心进行现场观摩，详细了解甘
蓝、胡萝卜、南瓜、洋葱、皱叶菜及其他主要品种
重大科研联合攻关成果。随后，在报告会上，专
家学者围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及甘蓝
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南瓜产业发展现状、新时
代下胡萝卜全产业链产业发展思考、露地蔬菜主
要病害绿色防控、蔬菜水肥一体化养分管理、蔬
菜生产轻简化、智能化技术应用等作主旨报告。
和林格尔县与内蒙古农业大学达成“推动和林格
尔县农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并举行“内
蒙古农业大学实践教学与科研基地”揭牌仪式。

专家团队助力蔬菜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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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辽市科尔沁区庆和镇太平河村的赵建伟，
通过养殖肉鸽走上了致富路，更以特色养殖为突
破口，引领乡亲们向着增收致富一路高歌。

秋日，走进太平河村兴牧肉鸽养殖基地，赵建
伟正忙着给鸽子喂食。一排排鸽笼整齐排列，体
形肥硕、毛色光滑的白色、灰色的鸽子在舍内来回
走动、啄食，不时扇动翅膀，“咕咕”欢唱。

2018年，赵建伟前往武汉、山东、辽宁等地考
察肉鸽养殖项目，引进了少量肉鸽，边养殖边摸索
经验，就此走上了肉鸽养殖之路。

赵建伟说：“肉鸽主要供给烧烤店，一天能卖

100只，每只能卖到27元，鸽子蛋也能产生收益，
市场前景很好。”

2019年，在政府的鼓励支持下，赵建伟牵头
成立了太平河兴牧肉鸽养殖合作社，逐步明确了

“党支部+产业+合作社”的产业发展新思路。经
过几年的发展，她的肉鸽产业初步成型，现合作社
存栏种鸽超过 3500对，年出栏肉鸽超过 2万羽，
年均利润达到20余万元。

有了政府的大力扶持，加之肉鸽市场前景比
较好，让她坚定了做大养殖场的决心，同时，计划
逐步开展肉鸽屠宰、深加工，让自家养的绿色肉鸽
走上品牌化、标准化。“我们现在都是活体出售，下
一步计划生产鸽肉、鸽杂、鸽子酱这些产品，提高
生产效益。”赵建伟说。

今年，刘建伟利用庆和镇项目资金扩建了 3
栋二期棚舍，同时引进了自动化喂养设备，全部
建设完成后将形成占地 3000 平方米的现代化
肉鸽产业园区。赵建伟说：“现在很多村民跟着
我一起养殖肉鸽，我把所有的经验都毫无保留
地教给他们，就是想带领家乡的村民一起增收
致富。”

养鸽走上致富路养鸽走上致富路

正在下蛋的鸽子正在下蛋的鸽子。。

给鸽子喂食给鸽子喂食。。

鸽舍内鸽舍内，，一排排鸽笼整齐排列一排排鸽笼整齐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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