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 28日正值除夕，华能达拉特发电厂的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巡检电力供热设
备，保障春节期间供电供热运转正常。 本报记者 王晓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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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辞旧岁，贺新春；共祝愿，祖国好。
乙巳蛇年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

央、国务院 27 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2025 年春节团拜会。习近平总书记
温暖亲切的讲话，激励广大干部群众
坚定信心、满怀希望，开拓进取、顽强

奋斗，以蛇行千里的劲头，打开改革发
展新天地、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振奋龙马精神 迈出
坚实步伐

即将过去的甲辰龙年，是我们振奋
龙马精神、历经风雨彩虹的一年。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

话，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叶小钢心潮
澎湃、感触良多：“回首过去一年，我们
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
年，全国各族人民爱国热情激扬，各项
事业协调并进，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
人鼓舞的成绩，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
的坚实步伐。”

岁序更替，华章日新。当清晨第一
缕阳光洒向大海， ■下转第3版

以蛇行千里的劲头，打开改革发展新天地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〇二五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凝聚信心激励奋进

春节前夕，内
蒙古师范大学青年
志愿服务队的志愿
者们走进呼和浩特
市土默特左旗悠乐
城社区，开展“新春
走基层 智慧助老
行”志愿服务活动，
为社区老人送去了
新春“大礼包”。

“爷爷奶奶们，
防 诈 骗 谨 记‘ 三
别’，有人要验证码，
别给；短信内带链
接，别点；手机不显
示号码，别接……”
这 第 一 个“ 大 礼
包”，是历史文化学
院大一学生、志愿
者李筱雅送上的一
堂反诈宣传课。“每
年春节，一些不法
分子利用节日氛围
实施网络电信诈骗
的事例很多，在春
节期间为爷爷奶奶
们普及一下防诈安
全 常 识 ，很 有 意
义。”李筱雅说。只
见她打开精心准备
好的 PPT，通过真
实发生的案例、通
俗易懂的语言，认
真给在场的爷爷奶
奶们宣传起预防网

络电信诈骗知识来。
第二个“大礼包”紧接着拆开

了：“爷爷奶奶们都在用智能手机
吧？使用过程中发现什么问题我们
现场帮助解决！”志愿者们走到老人
们中间，热情发问。“过年孩子们都
回来了，我想做一桌丰盛的年夜饭，
从网上能找点儿新菜式吗？”“我想
拍个喜庆的拜年视频过年发给老姐
妹们，教奶奶个简便方法。”“今天跟
孙子视频，只听见声音没有图像，姑
娘你帮我看看。”……现场的志愿者
们分头行动，耐心给爷爷奶奶们讲
解，挨个解决问题。

最诱人的“礼包”往往要压轴登
场：民族学人类学学院大二学生、志
愿者高子豪早早准备好相机、布置
好了补光灯，准备给爷爷奶奶们拍
摄“最美证件照”。每拍完一位，他
都贴心地让本人看一下，不满意的
再重新拍。“我们给爷爷奶奶们拍证
件照，是想在留下珍贵时光记忆的
同时，帮助他们解决办理养老等事
宜时需要证件照的困难。”高子豪
说。不光证件照，一些一起来的老
两口还兴致勃勃地照起了“情侣
照”。“我和老伴儿还从来没这么正
式合过影，谢谢这些娃娃们！”闫成
老人高兴地说。

参加完活动，王美林老人激动
地说：“这些事儿在年轻人眼里看似
简单，但对我们老年人来说都是最
实际、最贴切的关爱，大过年的娃
娃们专程来看我们，我感到心里热
乎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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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巴彦淖尔市临河区街上随处可见漂亮的花灯，传统红灯笼和十二生肖等各种非遗主题花灯，营造了浓浓的节日氛围。
本报记者 图古斯毕力格 摄

□本报记者 郑学良
通讯员 张伯君 李珍

智能温室大棚、科学立体栽培，深度融
合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技
术，动动手指点击手机屏幕，就能实现动态
数据远程监控……

除夕前的一个上午，记者来到了位于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段家窑村的内蒙古宇生
乐谷丰现代农业产业园，无处不在的“科技

范儿”让设施农业既接地气又显洋气。
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记者戴上口罩，

穿上防护服，经过风淋室的消毒净化后走
进了这座四维生态草莓“数智植物工厂”。

只见，一排排“H”形栽培架上，一颗颗
水灵、粉嫩的草莓藏在翠绿的叶子下，分外
可爱。伸手摘下，咬上一口，味蕾瞬间被甜
蜜的果汁填满，让人幸福感倍增。

“四维生态数智植物工厂是基于四维生
态智慧云平台，结合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
等软件技术。与传统种植方法不同，管理人员

可通过主监控系统或者手机小程序，实时监控
温度、湿度、光照和二氧化碳浓度，进而调整营
养液配比，24小时不间断为果蔬提供所需养
分，实现全年连续生产。”内蒙古宇生乐谷丰农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段俊凯介绍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为更好地助力回
民区未来乡村发展，2024年，回民区依托
自然资源优势，以市场化运作模式对闲置
资源进行盘活，引入四维生态科技（杭州）
有限公司实施宇生乐谷丰现代农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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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 智 ”草 莓 迎 佳 节

□本报记者 朱媛丽

“大家都排好队，咱们按顺序签字确认领取分红……”
春节前夕，锡林浩特市宝力根苏木哈那乌拉嘎查为促

进乡村振兴，进一步激发嘎查集体经济发展新动能，让
牧民温暖过春节，举行了嘎查股份经济合作社 2025 年分
红大会。

分红现场热闹非凡，牧民们的脸上洋溢着嘎查集体经济
增收带来的喜悦和幸福。他们手持股权证“小红本”，有序排
队，签字确认。

本次分红总金额为252万元，以每股1560元进行分红，该
嘎查177户、450名成员获得这份开年“大礼”。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我们都享受到了嘎查集体经济带来
的实惠，我家共有4股，5口人，这次分红能领到31200元，今年
分红每股比去年多了464元，马上要过年了，我们多置办些年
货，准备欢欢喜喜过大年。”牧民阿拉塔布日古德开心地说。

哈那乌拉嘎查股份经济合作社成立于2020年1月，资产总
额7211.41万元，净资产总额5742.6万元，股本总额5742.6万元，
成员股本总额3445.56万元，集体股本总额2297.04万元。合作
社成员股分为4股、3股、2股、1股几类，共计 1628股，每股为
21164.39元。合作社成立以来，经营性总收入达1000余万元。

近年来，该经济合作社通过发展特色养殖、开办活畜交易
市场、与企业合作开发房地产、酒店等诸多方式不断发展壮大
集体经济。根据集体经济收益情况，以现金和代缴合作医疗
保险的方式为成员分红，切实保障牧民实际利益，让广大牧民
尽享集体经济发展红利。

“马上要过年了，为了让大家度过一个温馨快乐的春节，我
们决定提前给大家分红，这也是合作社成立以来的第三次分
红。下一步，我们将投资2000万元，打造建设占地面积800余
亩的草畜一体化园区，进一步提升牧民对发展嘎查集体经济的
信心，也为今后嘎查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奠定坚实基础。”锡林浩
特市宝力根苏木哈那乌拉嘎查党支部书记、嘎查长、股份经济
合作社理事长达古拉说。

牧 民 喜 领 分 红 款

□本报记者 薛一群 通讯员 秦英

春节前夕，通辽市开鲁县小街基镇兴隆地村党群服务中心
热闹非凡，几摞百元大钞整齐地摆放在桌子上，村民们从四面
八方赶来，领取各自的“大礼包”。

村民范玉卓今年 72岁，他的老伴儿 71岁，这次他们领到
了两份“敬老费”。“感谢村里一直惦记着我们这些老年人，我已
经连续领了两年了，感觉心里热乎乎的。这往后日子，我们这
些老年人更得好好过、好好活了。”范玉卓老人感动地说。

近几年，兴隆地村党支部通过领办合作社的方式，整合盘
活村内闲置土地资源，种植红干椒200亩、玉米110亩，年均为
村集体创收20万元以上。 ■下转第3版

村 里 给 咱 发 福 利

非遗花灯扮靓春节

保供巡检忙 年货销售旺年货销售旺

今天是大年初一。此时此刻的你正在做
什么？也许已经拎着满满的年货，和亲友互道
祝福；也许穿上精心挑选的新衣，邀着三五好
友逛起了新春庙会；也许正领着孩子在博物馆
里沉浸式感受特有的年味。

花如海，灯如昼，欢欢喜喜过大年。春节
热闹非凡的年味活动，是每个人心灵深处最温
暖幸福的记忆。作为申遗成功后的首个春节，
今年的年味格外受关注。看北疆大地，举办非
遗年货节，琳琅满目的非遗产品令人目不暇
接；老包头走西口历史文化街区、传统非遗社
火展演等特色活动集体亮相，展现地道本土年
俗；欢乐冰雪节、“歌游内蒙古”畅游黄河九曲，
吸引着八方来客……各地纷纷推出新产品、新
场景、新举措，让人们在非遗里体验十足年味、
在创新中遇见别样春节。

年味体现在哪里？虽然很难用具体的标
准来评判，但五花八门的过年习俗、别出心裁
的拜年吉祥话等，都在不知不觉中给年添了几分味道。当然，
这年味还在贺岁档的人头攒动、博物馆里的摩肩接踵、非遗展
演的沉浸体验，“试试手气”的惊喜、“扫个福字”的互动……让
更多的新文化、新潮流、新科技与春节不断嫁接融合，产生新的
庆祝形式和文化内涵，这是丰富年味的必由之路，也是让非遗
焕发新生、持续繁荣的关键所在。

流光溢彩非遗韵，红红火火中国年。带着全家老小逛庙会，邀
三五同伴游花市，把传统文化融进日常生活……沉浸在氤氲弥漫的
年味里，让我们共享春节非遗文化的美好，一起拥抱春节、奔赴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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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冯雪玉

“腊月二十三，灶王爷要上天！”1月
22日晚，华灯初上，内蒙古展览馆广场上
一场祭火祭灶活动正在上演，人们围着篝
火，欢歌笑语，祈福求愿。

祭火是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祭灶是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的传统
习俗，人们通过祭火祭灶表达美好愿望，
祈盼国泰民安。

时光与匠心，造就了多姿多彩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这份遗产，是民族的瑰宝、
历史的见证、文化的传承。

2024 年 12 月 4 日，“春节——中国
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列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

第一个“非遗版”春节，内蒙古大地
上流光溢彩、喜气洋洋。

1月 22 日晚，“乌兰察布之夜”举行
新年亮灯仪式，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
这里的民俗项目特别多，“麻糖汇”，请
来全国各地的麻糖手艺传承人，用 6888
斤麻糖制成了麻糖吉祥珠，引得游客争
相品尝。

这一晚的“乌兰察布之夜”可谓一步
一绝活，敦煌鼓舞、抖空竹、舞龙舞狮、火

壶……传承人带“艺”而来，观赏者拍案叫
绝。这一夜的“乌兰察布之夜”全街皆舞
台，人们赏花灯、品美食，看烟火，沉浸式
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

蛇年春节，全区各地“年味”浓郁，多
姿多彩的民俗活动更是为辞旧迎新增添
一抹亮色。

人们可以去呼和浩特丰州故城博物
馆感受“潮玩新春游园会”的热闹，可以去
包头“天下黄河第一村”赶一场黄河大集，
可以到开鲁白塔公园的秧歌展演里看看
秧歌，也可以和赤峰图书馆里的朋友们一
起猜灯谜、赢奖品……无论以何种方式过
年，春节都是中国人心中最深处的文化胎

记和情感根脉，凝结着对团圆的渴望、对
亲情的珍视、对新一年美好生活的向往。

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教授
敖其说：“春节与其它节日不同的是准备
时间很长，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岁
末是辞年阶段，新年之交是团年阶段，新
年到来是拜年阶段，三个阶段中很多活动
比如办年货、包饺子、贴春联等等需要全
家人一起，春节就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在实
践中塑造出来的文化综合体，体现出中国
人对团圆的期盼、安宁的向往与家国情怀
的共振。”

内蒙古有着浩若繁星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 ■下转第2版

品非遗之韵，流光溢彩贺新春

1月 27日，赤峰市林西县官地大集人气满满，干果
零食、酒水饮料等销售火爆。 本报记者 肖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