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巾帼号

在追风赶月的路上，有这样一群女性，她们
坚守在岗位上，沉淀于使命中，卓然而立、如花
绽放。

十月的草原，阳光柔和温暖。马背警队女警
特日格勒完成巡逻任务后，飞身下马，笑靥如花。

作为马背警队为数不多的女警，申请加入
之时她遇到了层层困难。

警马“生个子”是队里的老队员，脾气暴躁
得远近闻名。特日格勒自告奋勇与它搭档。凭
借不服输的劲儿开启了魔鬼训练。

她深知，马匹的调训在于与马相处的每分
每秒。在有限的训练时间里，她耐心和马建立
感情，其余时间则锻炼马术。

待时机成熟，她干脆利落地跨上马背，任凭
“生个子”如何嘶吼跳跃，都咬紧牙关，暗下决心
不能从马上掉下来，最终驯服了“生个子”。

长期拉缰绳酸痛的双臂，汗水浸透的训练
服，晒得黝黑的脸和脱了一层皮的手，她从未叫
苦。问起她为什么坚持，她答：“身披戎装不负
使命，这是移民管理警察应有的样子。”

锡林郭勒支队额吉淖尔边境派出所所长包
曙光，曾荣获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殊荣的
背后，是默默坚守的妻子牧仁高娃。

牧仁高娃是东乌旗法院的一名法律工作
者，安静而稳重的她，不言而信。

不久前，辖区两位牧民因草场地界不明产
生纠纷，矛盾愈演愈烈，多次协调未果后提起民
事诉讼，这棘手的案件交到了牧仁高娃手上。

她第一时间了解情况，制定调解方案，历经
数次耐心沟通，牧民终于同意调解方案，双方握
手言和并当场签订调解协议。

顺利调解的背后，是刻苦钻研法律，寻找案

件突破点，最终找到了当事人双方都满意的平
衡点。正因为这份执着肯干，她荣立个人二等
功，获评自治区调解能手、东乌珠穆沁旗三八红
旗手等多项殊荣。

对于牧仁高娃而言，丈夫作为警察，就是把
警徽奉为终生信仰；她嫁给一名警察，就要信仰
他的信仰，与他一同守护藏青蓝。

守护边境十余载，已相伴无数个日日夜
夜。我护都卫国，你默默支持。

黎明时分，急促的电话声划破刚破晓的天
空，吉尔嘎朗图边境派出所所长白宇飞接到护
边员格日乐其木格的电话：“边境线有火情蔓
延，快来！”白宇飞集合队伍及时赶到，通知有关
部门并及时控制火情，这才没有酿成大祸。

总能像信鸽一样及时为边境派出所提供
情报线索的格日乐其木格，被民警亲切称为

“鸽子姐”。
成为护边员意味着肩扛责任、胸怀使命。

提到成为护边员的原因，她说：“不是别人要我
做才去做的事，我守卫的是自己的家园。”

边境线上的大事小情，她都烂熟于心。然
而，“鸽子姐”的能量远不止这些。苏木地处偏
远，每到羊膘肥硕的时节，当地牧民只能将羊运
送到200多公里外宰杀。路途遥远劳心费力，
运载途中羊儿难逃挨饿减膘或被挤死、轧死的
命运，牧民叫苦不迭。

为改变这一现状，“鸽子姐”组织牧民成立
合作社，互助养殖，直接对接市场。在政府扶持
下，建设了暖棚和屠宰加工包装车间，还在锡林
浩特市开办肉铺。如今，合作社每年销售羊肉
超10万斤，为牧民增收30余万元。看着牧民
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格日乐其木格心满意足。

边境线上的铿锵玫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巴依斯古楞 通讯员通讯员 吉雅吉雅

◎她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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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力量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曦赵曦

“小张，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多亏了你的
帮助，我的病情得到了及时救治。”

“谢谢小张，我的低保金收到了。”
在乌海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长张贻钧的手机

里，一直保留着好多困难群众发来的感谢信息。
“作为民政救助领域的工作人员，我们要把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帮他们解决揪
心事烦心事，当好群众‘贴心人’。”张贻钧说。

张贻钧从事民政工作10年，足迹遍布乌海
市83个村（社区），入户走访1500余次，接待来
电来访200余例，帮助困难群众解决问题150
余例。

“我们做工作就要用心用情用力，聚焦困难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
工作真正做到群众心坎上。”张贻钧说。

“张科长，太感谢你了，在开展服务的时候为
我们出谋划策、各方协调，帮助我们解决了入户
评估、方案制定不够精细等问题，提高了我们的
服务质量……”近日，乌海市海勃湾区服务类社
会救助项目负责人对张贻钧说。

为满足困难群众多层次、多样化救助需求，
她积极争取自治区民政厅支持，将乌海市列入服
务类社会救助试点城市，在做好兜底保障的基础
上，探索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有效路径，推动
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促发
展”拓展，更好发挥社会救助在推进共同富裕和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结合乌海市“城镇化水平高、人口居住集中、
困难群众相对较少”的特点，她制定《乌海市服务
类社会救助试点方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服务
类社会救助试点工作，积极总结服务类社会救助
经验做法，打造形成“定范围、明内容、优服务、建
档案、重评价”服务类社会救助五步工作法，推动
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向“货币+实物+服务”
综合救助模式转变，使困难群众获得感成色更
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让社会救
助更加丰富、更有温度。

为确保政策落实落细，她每年都深入基层实
地调研、开展培训、组织座谈，结合典型案例，帮
助解决基层政策执行中的疑难问题，推动政策落
地，提升基层经办能力，为困难群众办实事。

她积极推动提高城乡低保人员社会救助标
准，乌海市低保标准从每月的570元提高至每月
903元，率先实现该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乡统
筹一体化。此外，还全面推进最低生活保障申请
全市通办，让困难群众“少跑腿”。

2023年，她牵头申报的《发展服务类社会救
助，推动从兜底保障向幸福体质升级》获评民政
部“2023 年度社会救助领域创新实践优秀案
例”。2024年，乌海市成功入选全国服务类社会
救助试点城市。

当好群众“贴心人”

◎巾帼韵

□本报记者 王塔娜

金秋十月，赤峰市喀喇沁旗绿色产业风生水
起，林下经济遍地开花。

走进美林镇东局子村的盈莹种植家庭农场
加工车间内，10多名妇女正在熟练地分拣、包
装、打包……一件件赤松茸成品很快成型，发往
全国各地。

“我家就在东局子村，现在常年都在农场打
工，这里工资是日结，每天100元。在这打工，不
仅有钱赚还能照顾家里，一举两得，我们都特别
感谢王经理。”正在盈莹种植家庭农场为赤松茸
打包的雷亚丽开心地说。

盈莹种植家庭农场主要从事食用菌种植
栽培及初加工、销售。农场的经理王莹，不
仅是这些妇女的雇主，更是她们心中的巾帼
榜样。

“创业之初，不懂赤松茸种植技术，销售也没
有门路。”王莹回忆。为了开办赤松茸种植家庭
农场，她多次到北京、包头等地参加学习和培
训。通过参观学习，她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
不断扩大农场生产规模，成为这里敢于吃“螃蟹”
的第一人，也收获了创业成功的第一桶金。

“农村妇女很不容易，面临着工作与顾家的
两难问题，同为女人，我想尽可能地多帮帮她
们。”王莹说。她在自己致富的同时，积极为村里
的留守妇女们提供工作岗位，她的家庭农场有固
定工32名，女性占比90%。为解决部分留守妇
女劳动时间难以固定的问题，王莹采取了日薪结
算制，工人随来随做，做完即走，在农场的集中采
菇期，这一模式更是辐射周边，为100余人提供
了就业机会。盈莹种植家庭农场也在王莹的精
心经营下，已从最初的30亩扩大到100亩，年经
营收入达50万元以上。

盈莹种植家庭农场为留守妇女提供工作岗
位，只是美林镇推行的“党建+妇联+合作社”模
式的一个缩影。

为充分发挥女性在乡村产业发展中的积极
作用，美林镇妇联积极行动，围绕全镇林下经济、
文化旅游等特色优势产业，创新发展“党建+妇
联+合作社”模式，通过政策扶持、技能培训等方
式，吸纳剩余劳动力，为全镇妇女提供“家门口”
的就业创业机会，引导全镇妇女同胞在产业振兴
中有作为，在共同富裕中展身手，为乡村振兴凝
聚巾帼智慧、贡献巾帼力量。

截至目前，全镇共有家庭农场248家、农家
乐34家，实现经济收益1300余万元，150名妇女
实现再就业，年收入增加2万元，真正实现经济
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季节轮转，岁月如歌。美林镇巾帼们的奋斗
与付出，始终滋润着乡村的产业发展。她们以女
性特有的细腻和坚韧，在产业发展中展现了独特
的魅力与风采，也为乡村的未来描绘了一幅充满
希望与活力的画卷。

巾帼聚力拓宽产业路

“欢迎各位朋友踏入巧手玉米皮文创产品直播
间，让我们来见证玉米皮在任慧敏老师手中的神奇变
化……”

金秋时节，在赤峰市林西县东山玉米皮文创展馆，
一场关于玉米皮贴画的直播正在进行。镜头前，任慧
敏正指导着几位农闲妇女和全职宝妈，将普通的玉米
皮变为一幅生动绚丽的艺术作品。

林西县玉米皮粘贴画，以玉米皮为主材，辅以桦树
皮、羽毛、树枝等材料，经过选材、熨烫、裁剪、刷油、刷
胶、粘贴等多道工序精心制作。作品多以中国画山水、
花鸟为表现形式，展现出自然、古朴、精美的艺术效果。

林西县妇联挂职副主席任慧敏是该县“非遗”技艺
玉米皮贴画项目的传承人，对这门古老技艺有着深厚
情感。在她的巧手下，原本质地粗糙、色彩单一的玉米
皮被融入了现代审美元素，焕发了新生。如今，她的妇
联执委工作室已成为林西县巧手产业的一道亮丽风景
线，吸引众多妇女前来学习。

在这里，学员不仅学会了如何将废弃的玉米皮变
成精美艺术品，更找到了实现自我价值、增加家庭收入
的途径。“以前，我总觉得自己只会做家务。”林西县统
部镇统部村妇女赵静君是任慧敏的首批学员之一，如
今已是小有名气的玉米皮贴画艺人，她的作品远销国
内外，为家庭带来了可观的收入。“这份手艺让我重拾

自信，也让我明白了，每个人都有成为艺术家的可能。”
如今，在任慧敏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妇女加入了

这个温暖大家庭。她们利用农闲时间学习技艺，并通
过巾帼电商平台将作品销往全国各地。据统计，近年
来，这个工作室已累计培训学员超过2000人次，直接
或间接带动上千户家庭增收致富。

玉米皮变玉米皮变身艺术品身艺术品
□文/本报记者 赵曦 实习生 李文宁 图/ 李斌

“我站在草原望北京，一望无际国
泰安宁……”

这是“家国同庆·见证幸福”2024
年全国万人集体婚礼爱在北疆·内蒙
古分会场活动的现场，活动在呼和浩
特市敕勒川草原千人会议中心举行，
内蒙古近300对新人齐声合唱《站在
草原望北京》。

内蒙古分会场是与北京主会场视
频连线的6个分会场之一，也是此次全
国万人集体婚礼现场新人人数最多的
地区。新人来自内蒙古12盟市及区
直机关、区属企业，集合汉族、蒙古族、
满族、回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鄂伦
春族等多个民族，其中农牧民新人6
对，军警、消防新人26对。

当日的呼和浩特市敕勒川草原千
人会议中心一派喜气洋洋，奶茶浓香、

琴声悠扬，欢声笑语回荡……
上午9时许，伴随着欢腾的群舞《爱的祝

福》，集体婚礼拉开序幕，舞者身着五彩斑斓的服
饰，如同草原上最绚烂的花朵，向新人送上美好
祝福。

幸福洋溢的新人从妇联工作人员精心布置
的婚房出发，携手穿过草坪，步入“模范自治区”
内蒙古分会场。

“祖国北疆是我们的‘大家’。今天，我们结
婚了，我们要同心奋进，营造好幸福小家，为民族
团结之家增添吉祥安康。”新人们说。

与北京主会场连线之际，身穿民族服装的
新郎邱益伟和身穿中式婚服的新娘张翘，手持汉
蒙双喜非遗剪纸作品，向全国的新人深情讲述民
族团结、情深意厚、同心奋进的爱情故事。

来自乌兰察布市的新人王君甜蜜地说：“我
们能来参加分会场婚礼活动非常开心，一定要用
心经营家庭，让小爱融入大爱，携手奔向未来，为
和谐社会增添一份幸福的家力量。”

“为近300对新人举办集体婚礼，是内蒙古
深化婚俗改革的生动实践，旨在引导社会各界青
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姻观、家庭观，在全社会
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
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内蒙古自治区妇
联党组书记、主席王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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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同庆家国同庆 见证幸福见证幸福””
20242024 年全国万人集体婚礼爱年全国万人集体婚礼爱
在北疆在北疆··内蒙古分会场现场内蒙古分会场现场。。

任慧敏（右二）指导妇女用玉米皮制作艺术作品。

玉米皮粘贴画作品。

◎新风

今年国庆前夕，内蒙古自治区妇联
等单位组织近300对新人喜结连理。
新人带着2400万北疆儿女的祝福，带
着对忠贞爱情的憧憬、优良家风的传
承、美好未来的期许，与各省区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49个会场新人视频连
线、浪漫联动，整场婚礼呈现出草原风
情的和谐壮美，诠释着北疆爱恋的真挚
醇厚，绘制出一幅纯真爱情与家国情怀
交织的动人画卷。

近年来，内蒙古全力弘扬婚俗新
风，文明婚俗新风吹拂祖国北疆大地，
和谐幸福家园图景徐徐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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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公交车替代豪华车队，创意十足又简
约热闹，对我们来说更有纪念意义。”新郎新娘
说，“爱情不能用铺张场面、高价彩礼来‘称
重’，年轻人要带头倡导节俭新风尚。”

简约、绿色、健康的婚礼形式成为内蒙古
青年新选择。“低彩礼”“极简婚礼”……内蒙古
青年悄然引领婚俗新风尚，这是青年人婚育观
念的转变，也是各部门联手汇聚合力的成果。

内蒙古是全国首个运用福彩公益金支持
试点推动婚俗改革的地区。2022年至今，累
计投入资金2400多万元，婚俗改革成果进入
全国优秀行列。自治区相关部门出台政策，鼓
励和支持简约适度婚礼形式，倡导文明节俭婚
恋风尚。

为引导广大家庭和青年树立正确的婚恋
观，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妇联等多个部门，积极
开展系列宣传教育活动。通过举办婚育讲座、
开展心理健康咨询、推广线上婚育服务平台等

措施，提升青年人的婚恋素养和自我保护能力。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通过推行集体婚礼、开设婚姻

辅导等方式，倡导简约适度的婚俗礼仪；赤峰市红山区
立足基层服务，通过微宣讲、政策解读等形式普及婚俗
改革知识，营造浓厚的改革氛围。

婚礼，蕴含着人们对未来婚姻生活的美好希冀。
塑造文明婚俗，树立文明新风、普惠民生是内蒙古婚俗
改革的目标。作为全国婚俗改革样板试点之一的包头
市青山区，在婚俗文化传承中增强新人婚姻责任意识，
赋予时代内涵，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活动助推传统和
现代文明婚俗融合发展，服务人民，造福社会。

目前，内蒙古已经打造婚俗文化廊（墙）65个、婚姻
文化馆（厅）1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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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是神圣的，我们领取结婚证意味着
将组建新的家庭。新的生活中，有风雨、有阳
光，我们要理性看待所遇问题，共同面对困难，
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呼和浩特市新婚青年
王楠说。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文明和谐，关乎
家庭成员福祉，也关乎社会文明进步。

共建幸福家庭，对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发挥着重要作用。内蒙古自治区妇联等16部
门联合发布《内蒙古自治区关于完善和落实积
极生育支持的若干措施》，从健全人口服务管
理体系、强化人口检测、提升优生优育服务水
平等方面，提供了全方位支持和保障。

内蒙古在扩大托育服务供给、加强生育支
持相关政策激励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有效解决
了婴幼儿照护难题，减轻了家庭育儿负担。

内蒙古推行的生育津贴“免申即享”服务，
进一步简化生育津贴发放流程，提升服务效

率，又是一项鼓励家庭生育的福利。
“家人、家庭、亲情最重要。”“我告诉孩子，要家庭和

和美美，好好工作，为国家社会多做事儿……”这些朴实
之语出自内蒙古“文明家庭”代表张二玲之口。

共建美好家庭需要全社会之力。近10年来，我区
大力推广“最美家庭”先进事迹，常态化开展寻找“最美
家庭”活动，旨在让“最美家庭”引领社会文明新风尚。

他们有的助力飞天圆梦，用爱与奉献书写家国情
深；有的为国戍边，成为北疆夫妻“护边驿站”……他们
积极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现了数万家庭的
良好精神风貌，体现了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
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最美家庭”代表纷纷表示：“一个美好的家庭，是
一切幸福和力量的根源。”

“良好家教家风，需要长期磨炼与积淀、不懈努力
与践行。我们要主动对标‘最美’，把爱家与爱国统一
起来，推动家庭建设与追求幸福美满生活、社会文明进
步同频共振。”

“我们要积极践行‘最美’，渗透于日常点滴之中，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让好家风在社会推行，让美德在万千
家庭生根，让文明新风在北疆大地蔚然成风。”

让婚姻始于爱，让家庭孕育美好，让良好家风守护
社会文明……祖国北疆大地婚俗新风渐成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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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娘在婚礼新娘在婚礼
现场取餐现场取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