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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敏娜 实习生 姜然

“最近天气冷，快进来坐会儿，喝点热水
暖和暖和！”12月16日，在兴安盟乌兰浩特市
葛根庙镇乡味集的街道上，“心有所薯”快餐
店店员程娟娟身着志愿服务红马甲，热情地
招呼着过往游客。

自从店门口铺挂上了“新时代文明实践
‘益’站”的小牌牌，程娟娟难掩喜悦和自豪。
别看店铺不大，却将休闲小憩、应急救助、出
行便利等功能集于一体，店内配备的急救箱、
雨伞、方便袋等物品也一应俱全，免费供路人
取用，细微之处尽显人文关怀。

在这里，疲惫的旅人能够坐下小憩，畅饮
热水；手机电量告急的游客可及时充电续航；
有需求的顾客也能使用店内卫生间解燃眉之
急。程娟娟忙碌地穿梭其中，脸上洋溢着自
豪的笑容：“能为大家提供这些服务，我打心
底里感到光荣。”

这些看似平凡的服务举措，不仅为全社
会的文明实践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暖流与力

量，也恰如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了小城大善
之风。一直以来，乌兰浩特市积极打造品牌
文化阵地，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以
文化人、成风化俗”作用，不断推动文明实践
阵地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跃升。

今年，为全面助力北疆文化建设，探索建
设“文明实践带”，将文明实践要素融入文化旅
游线路，乌兰浩特市在全市各镇村积极打造了
一批集纳凉小憩、助急、助行等于一体的“新时
代文明实践‘益’站”，沿线打造了一批“新时代
文明实践服务小院”，组织开展理论政策宣讲、
文化文艺、互帮互助、农民增收等一系列文明
实践活动，将文明实践服务触角延伸至百姓身
边，拉近与群众距离，切实打通宣传群众、教育
群众、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像程娟娟这样的志愿者不仅在乡村发挥
着自身的光和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同样也
活跃着一个个红色身影。

每天上学放学的早、晚高峰，在乌兰浩特
市各中小学校的路口，头戴小红帽、身着红马
甲的志愿者，尽心维护秩序、服务过往群众。

为切实守护孩子们上下学交通出行安

全，来自乌兰浩特市各行各业的群众纷纷加
入成为“文明交通”志愿者，为学生开辟上下
学的“安全通道”。“学生上学、放学的时间点，
车流量大，人员聚集，不仅容易造成交通拥
堵，也给孩子们出行造成安全隐患，我们在学
校门口协助交警、老师一同疏导交通，共同守
护好孩子们的安全，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
事。”志愿者王建说。

临近午饭时间，来到兴安盟乌兰浩特和
平街红浦社区幸福食堂，穿着“党派我来服
务”红马甲的志愿者们正忙着将荤素饭菜搭
配、包装，准备入户送给辖区特殊居民群体，
车晓春就是服务对象之一。

“因为生病现在干什么都不方便，有需要
的时候志愿者来帮我，现在还给我免费送餐，
饭菜很合口味，我真是特别感谢他们。”车晓
春说，每到周五自己都能吃上一顿健康美味
的免费营养餐，这让他感觉很幸福。

“‘党派我来服务’志愿服务队伍联合幸
福食堂，每周五免费为辖区特殊群体和老年
人入户送餐，这个活动已经持续半年多了，效
果很好。”和平街红浦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

会主任刘鑫介绍。
2023年以来，乌兰浩特市积极打造品牌

文化阵地，培育了“爱心妈妈”“益·身边人”等
一批全国、全区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品牌，同时
积极回应群众需求，重点扶持了“红城教育·
志愿红”“义家人”“红色服务进万家”等一系
列深受百姓欢迎的文明实践品牌，截至目前，
累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3100余个。

与此同时，为构建“上下贯通、供需对接”的
文明实践队伍，2023年以来，乌兰浩特市广泛
动员、统筹建立了文明实践人才库——“兴安文
明实践”平台。截至目前，全市共有新时代文明
实践队伍535支、文明实践志愿者4.2万人，在
全市发放3000件文明实践志愿者红马甲和2.5
万张文明实践服务项目“明白卡”，常态化、规范
化组织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专题培训
班，积聚合力壮大文明实践队伍。

“我们将持续推动文明实践与基层党建、
乡村振兴、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激活文明实践
动能，倡导更多文明实践志愿者投身到文明
实践的火热活动中来。”乌兰浩特市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副主任宋纯静表示。

以文明实践塑文明新风
乌兰浩特市

□本报记者 薄金凤
临河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高舒

12月 16日，走进巴彦淖尔市临河区金
川街道江林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红歌
振奋人心，琴声悠扬动听，剪纸栩栩如生，
居民们个个精神饱满，脸上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

见到马翠莲时，她正在艺术工作室指
导社区爱好剪纸的居民学习，她时而讲解
剪纸技巧，时而手把手帮他们绘图。“我是
市区两级河套剪纸、葫芦雕刻项目的传承
人，退休后，从事非遗文化传承工作。
2020 年 9 月，社区为我提供了艺术工作
室，在这里我带领居民学习，既弘扬了非遗
文化，又丰富了社区居民文化生活，这让我
很有成就感。”马翠莲笑呵呵地说。

“社区在充分征求辖区居民意见的基
础上，将党群服务中心合理划分，开设了棋
牌室、乒乓球室、舞蹈室、书画室等11个多
功能活动室，每天来社区活动的居民络绎
不绝，社区居民在文化生活的熏陶下，在潜
移默化中增强了社区与居民之间的凝聚力
和向心力。”江林社区党支部书记杨盼说。

走进曙光乡治丰村“塞外珍坊”民俗
馆，地契、磁带、电影放映机，各式各样的老
物件让人目不暇接。曙光乡将传统文化资

源、红色党建引领和美丽乡村治理深度融
合，在治丰村打造集文旅康养、民俗追忆、
教育传承为一体的民俗文化实践基地——

“塞外珍坊”。邀请抗战老兵、乡贤能人和
党员干部讲解党史、讲老物件的故事、讲亲
身经历。

据曙光乡副乡长张彦介绍，该乡充分
发挥好国营新华林场、北边渠带状公园、村
史馆阵地资源作用，通过举办文艺演出、放
映红色电影、政策宣讲活动，推进中华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汇聚向上向善精神动
力。

2024年，临河区共开展了送文化下乡
演出活动100多场。同时，依托春节、元宵
等传统节日，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弘扬文明
新风，组织开展梨花节、冰雪文化旅游季等
大型文体活动100多场次，参与和吸引观众
达80多万人次；社区开展广场舞、文艺演出
等240场次；村组开展打坐腔、广场舞等活
动165场，累计参与群众16万多人次。

截至11月底，临河区共建成乡镇街道
综合文化站 20 个、建成村组文化活动室
362个、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60个，硬
化室外文化健身广场 660个；建成草原书
屋179 个（包括社区职工书屋），社区公益
书屋6个；建成足球主题公园1个、全民健
身中心 3个、笼式足球场 22个，城市“15
分钟”健身圈基本形成。

搭建城乡文化矩阵

□本报记者 李可新

近日，在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克
尔伦苏木芒来嘎查“三变”改革工作推进会
暨芒赉畜牧专业合作社 2024年度分红仪
式现场，社员们井然有序地排队进行登记、
签字，满怀喜悦地领取分红。

本次分红金额款共计 158.34万元，已
足额分发至34户社员手中。其中，社员工
资性收入总计 97.8万元，本年社员盈余返
还 60.54 万元，嘎查集体分红 94187 元。
在这 34 户社员中，最高分红金额达到了
90210元，加上48000元的工资性收入，一
户社员的分红收入便超了10万元。

牧民恩和巴图表示：“自 2019年嘎查
成立合作社以来，我不仅入股了，还在合作
社工作。每年我们都能领到分红，今天我
又领到了 52850 元。现在嘎查正在推进

‘三变’改革工作，我们对改革充满期盼，对
嘎查的发展也充满信心。”

社员们个个喜笑颜开，背后是“芒来模
式”的成功实践。该模式既靠草原又护草
原，鼓起了牧民的“钱袋子”。自2020年至
2023 年，该合作社净收入已累计突破
1800万元，社员最高盈余分配更是达到了
49万元。

自 2019 年 6 月起，芒来嘎查便建立
了“集体经济组织+专业合作社”的新型
生产经营机制，并成立了新巴尔虎右旗
第一个股份制专业合作社——芒赉畜牧
专业合作社。2020 年 7 月，牧民正式取
得了股权证。

今年，新巴尔虎右旗正全力推进“三
变”改革和“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组织建设
工作。芒来嘎查在此基础上聚焦做强畜牧
业产业、搞活生态经济、做好服务保障等方
面，推动“芒来模式”向2.0版本升级飞跃，
通过股权纽带，将资源变为资产、资金变为
股金、牧民变为股东，让牧民群众真正成为
股权的投资者和受益者。

芒来嘎查党支部书记米吉格道尔吉表
示：“嘎查主要以发展集体经济、建立呼伦
贝尔巴尔虎羊品系核心种群基地、搞活生
态牧户游等方面推动‘三变’改革工作。目
前，我们已经将股权量化方案发送至牧民
群中进行公示，并取得了牧民们的广泛支
持。大家对‘三变’改革的热情很高。”

改革成果最终体现在惠民成效上。目
前，新巴尔虎右旗7个苏木镇12个试点嘎
查正在扎实稳步推进“三变”改革和“三位
一体”综合合作。一副村强民富的美好图
景正在广袤草原徐徐展开。

芒来嘎查合作社牧民分红啦

这里28个民族不分你我，相亲相爱，携手
共绘民族团结同心圆；这里 36万各族儿女同
心同德，团结奋进，连心谱写民族团结之歌；这
里人杰地灵，人文荟萃，具有悠久的历史、灿烂
的文化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这里就是素有

“漫瀚之乡”美誉的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
2024年，准格尔旗创建了全区首家各族

群众互嵌式发展工作驿站，让各族群众水乳交
融、情深意笃的“互嵌融合”举措，使准格尔旗
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抱得更加紧密。

“谢谢你们，让我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感受
到了家的温暖，各民族就像一家人一样。”12
月 15日，在准格尔旗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工
作驿站里，维吾尔族同胞伊不拉音握着工作人
员的手激动地说。

上个月，伊不拉音刚到准格尔旗，需要尽
快找到一处合适的出租房，但人生地不熟，不
知道该去哪里找房源。最后，在准格尔旗各族
群众互嵌式发展工作驿站志愿者的帮助下，找
到了合适又满意的房子。

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工作驿站是准格尔

旗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创建的
全区首家工作驿站，在这个小小的驿站里，又
一次见证了民族团结的温馨画面。

准格尔旗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工作驿站，为
各族群众构筑了“互嵌共融”平台，同时实现“三大
板块”“六大服务”，基础服务板块可以提供各类惠
民政策咨询，就业创业技能咨询指导；暖心服务板
块提供法律援助，矛盾调解，志愿服务；专业服务
板块为各族群众开通线上小程序服务。截至目
前，已有60余名志愿者参与驿站工作。

从河南来的老许在准格尔旗一家工程设
备租赁站务工，年关将至，准备回老家，可工资
却迟迟没有到手。无奈，他找到了准格尔旗各
族群众互嵌式发展工作驿站，志愿者联系了当

地的劳动监察部门，详细说明了外来务工人员
的情况，并提交了相关证据材料。同时，也与
租赁站的负责人取得联系，晓之以理，动之以
情，并向站负责人阐明了拖欠工人工资对工人
生活的影响和法律后果。经过驿站志愿者的
不懈沟通交涉，老徐终于拿到了拖欠的工资，
连声道谢。

“叮铃铃……叮铃铃”，上午10点，准格尔
旗蒙古族学校的下课铃敲响，课间操开始了。
全校中小学生从教学楼里一涌而出，排着整齐
的队列走上操场，左手黄绸、右手红绸，伴着悠
扬的乐曲，开始翩翩起舞。这是准格尔旗蒙古
族学校开展的“非遗进校园”阳光大课间的特
色项目——安代舞。

“学校开设的安代舞课间操是落实国家提
出的非遗保护传承要融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具
体举措。现在，学生们同上一节课、同跳一场
舞，情同手足，相互关爱，既传承弘扬了优秀传
统文化，又增进了各民族学生之间的感情，效
果特别好。”准格尔旗蒙古族学校老师金花说。

截至目前，全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
单位有 76家（自治区级 4家，市级 21家，旗级
51家），市级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2处。

此外，准格尔旗将旗博物馆打造为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实践基地和宣传
教育基地，将沙圪堵镇博雅苑、布尔陶亥苏木
尔圪壕嘎查打造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实践基地，将沙圪堵镇民乐社区和旗法院确定
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质量提升工程单位。

“在当今多元文化交融的时代背景下，做好
各族群众互嵌式驿站工作，对于促进民族团结、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不
仅是一项政治任务，更是我们构建美好家园、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准格尔旗民
族事务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王永军说。

““互嵌融合互嵌融合””共绘民族团结同心圆共绘民族团结同心圆
□本报记者 郝雪莲 准格尔旗融媒体中心 赵冬霞

准格尔旗

临河区

海南区

九原区

锡林浩特市

赛罕区

新巴尔虎右旗

本报呼和浩特12月 17日讯 近年来，赛罕
区全面推进农村养老服务能力建设，在经过相关
论证调研后，决定引入第三方专业服务公司怡生
养老，以委托运营的方式开启了区内公办养老机
构施行“公建民营”的探索实践之路，成立怡康养
护院。

怡康养护院坐落于赛罕区黄合少镇西黄合
少村，全院占地 17亩，建筑面积 3200 平方米，
设有床位 120 张。目前在住院友 105 人、在职
员工22人。

怡康养护院充分利用自身区位优势，以专
业人员和配套设施搭建乡镇级区域养老服务
中心，推行“敞开门，迎进来、走出去”的农村养
老服务。将养护院内部的餐厅、康复保健、文
化娱乐设施等向周边开放，把农村老人迎进
来，为其提供全托或日间照料服务；同时让院
内专业照护人员走出去，深入周边村落老人家
庭，开展上门养老服务。此外，考虑到在住院
友中接收三成存在肢体残疾和智力残疾的实
际情况，养护院主动对接赛罕区残联，申请相
关支持，并成功申报成为赛罕区指定残疾人托
养中心。

通过近三年来对“公建民营”模式的不断探
索，怡康养护院已经发展成为赛罕区“公建民营”
示范单位、“医养结合”示范单位、刑释解矫人员
安置帮教基地、社区矫正人员公益劳动基地，以
及多家企业、院校的公益爱心基地。 （赵宝）

探索“公建民营”养老模式

本报乌海 12月 17日电 （记者 郝飚）12
月 15 日，记者从海南区住建局了解到，海南区
2024年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已于近日竣工并完成
验收，涉及德顺小区、阳光小区、天立小区、振兴
小区、政协单体楼5个小区，涵盖36栋住宅楼，改
造面积共计17.34万平方米，惠及居民1517户。

“无论楼体还是地下管网都大变了样，老旧
小区改造这件民生实事做到了我们的心坎上。”
德顺小区居民张大爷连连称赞。

今年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启动以来，海南区以
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顺应居民
期盼，广泛征求居民改造意愿，着力解决老旧小
区基础设施缺失、设施设备陈旧、功能配套不全、
环境脏乱差、管理服务不到位等问题。在老旧小
区改造过程中，改造老旧小区内道路2.4万平方
米，改造小区外配套道路 10万平方米，对 19栋
楼实施了外墙保温改造工程，为老旧小区单元楼
道刮腻子、更换单元门、安装智能门禁系统，并做
好相关亮化、绿化等工程。同时，铺设排水管道
1985米、供热管道939米、给水管道3982米、供
电线路 1586 米，让老旧小区实现了“面子”“里
子”齐提升。

老旧小区改造惠及1517户居民

本报锡林郭勒12月 17日电 （记者 朱媛
丽）近日，锡林浩特市红十字会走进该市第九小
学开展红十字应急救护及“少年急救官”培训进
校园活动，普及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提升青少
年在紧急情况下的自救互救能力。

活动现场，红十字会讲师结合精美的图片、
有趣的视频，生动地向同学们展示了那些看似
诱人实则隐藏危险的“美食陷阱”。从街边无证
摊贩售卖的不卫生小吃，到含有各种添加剂可
能对身体造成损害的垃圾食品，讲师详细地剖
析了其中的危害，让同学们大开眼界。提高了
同学们对食品安全的认知水平，增强了大家的
自我保护能力。

随后，讲师详细介绍了心肺复苏的操作步
骤，包括如何判断意识、如何进行胸外按压以及
人工呼吸的正确方式，并在模拟人上进行了标准
示范。同学们个个聚精会神，不少人还主动上前
体验操作，讲师则在一旁耐心指导，纠正同学们
的动作。

此次培训为青少年提供了学习急救知识的
机会，增强了他们的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筑牢了生命安全防线，在校园中播撒下急救知识
的种子，使“少年急救官”们在关键时刻运用所
学，发挥关键性作用。

“少年急救官”培训进校园

□本报记者 鲍庆胜
科左中旗融媒体中心记者 岳禹铭

寒潮侵袭，冬意渐浓。12月16日，记
者走进通辽市科左中旗协代苏木特莫钦
嘎查刘记粘豆包店生产车间，热气腾腾的
粘豆包散发着浓浓的黄米香，工人穿戴整
齐，和面、包馅、上锅、冷冻、装袋……一双
双巧手忙个不停。入冬以来，粘豆包生意
越做越好，线上线下的订单络绎不绝。“我
们制作的手工粘豆包批发销售，主要销往
周边乡镇超市和通辽市大中型超市。现
在我们还通过新媒体直播开拓外地市
场。”刘记粘豆包店负责人刘月英介绍。

在直播间里，刘月英展示着自己家的
纯手工豆包，金灿灿的豆包惹人垂涎，搭
配上白糖和黄油，香甜可口。2023年，刘
月英开起了这家粘豆包店，作为“豆包新
人”她不断地改良手工豆包制作工艺，从
食物的材料上下功夫，用纯黄米面制作，
全程不掺任何面粉，努力让顾客品尝到儿
时记忆里的“粘豆包”。

她的快手平台账号“刘记粘豆包店”
粉丝量达到1万人，她加工制作的面食品
还增加了猫耳朵、手工蒸饺等。刘月英还
在村里雇佣闲置劳动力来包豆包，销售旺
季常用6名工人，让农户在家门口就有了
收入。“我上午把家里的活干完，下午来刘
记粘豆包店里来打零工，每天工作时间五
到六个小时，离家近，还能赚钱补贴家用。”
刘记粘豆包店工人陈玉蓉说。

情怀加持品牌优势，刘月英的粘豆包
店已经与周边20多家商超签订了合作订
单，远销鄂尔多斯、呼和浩特等地，销量最
高一天可达4000多个。

本报包头 12月 17日电 （记者 宋阿男）
12月 16日一大早，九原区哈林格尔镇执法中队
中队长李亚楠，驱车30多公里到达工作岗位，开
始了一天的环境卫生管控。“秋收后的田间垃圾
产生较多，加上卫星图片监测到的垃圾倾倒点位
需要及时整改上传，一个多月以来，我们 5名队
员一直在全镇各处奔波，几乎是满负荷运行”李
亚楠说。

哈林格尔镇位于九原区西南部，总面积178
平方公里，全镇下辖10个行政村、49个村小组，
共 10087户、25172人，对于这样庞大的一个镇
来说，要把环境卫生管理得井井有条，光靠李亚
楠和他的几名执法队员有些力不从心。

今年，哈林格尔镇高质量完善编制《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实施方案》，大力实施“村庄清洁
大起底”“环境卫生整治攻坚月”专项行动，纵深
推进人居环境清理整治行动，环保督察下发问题
点位46个，全部完成整改，彻底清理自然村卫生
36处，共清理渣土、生活垃圾2.6万吨、建筑垃圾
8000立方米、杂草树枝300余吨。同时，整顿关
停“散乱污”企业 25家，发现制止露天焚烧行为
30余起，及时处理起火隐患30余起，注重河道环
境整治提升，清理河道建筑垃圾1215立方米、生
活垃圾15.7吨。

哈林格尔镇颜值气质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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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好的粘豆包蒸好的粘豆包。。

制作好的豆馅和面制作好的豆馅和面。。

工人正手工包粘豆包工人正手工包粘豆包。。

刘月英在直播刘月英在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