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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玉琢 通讯员 额定其其格

沐浴着冬日清晨第一缕阳光，鄂尔多斯
市鄂托克旗乌兰镇哈马太六组村民马子林就
和老伴踏上了家门口焕然一新的柏油路锻炼
身体，心里格外舒坦。“过去，这条路泥泞不
堪，坑洼不平。现在好了，出门柏油路，抬脚
就上车，农机直通田间地头，这条路打开了我
们的致富大门。”马子林笑着说。

如今在鄂托克旗，平整宽阔的农村公路，
纵横交错，四通八达。不仅串联起广袤城乡，
更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截至2022年，鄂托克旗农村公路里程达
3259.5 公里，路网密度 15.52 公里/百平方
公里。全旗农村公路已实现建制村通硬化
路比例 100%，其中双车道以上公路比例
62.7% ，乡 镇 通 三 级 及 以 上 公 路 比 例 达
100%，等级公路比例为 96.3%，均超出自治
区平均水平。”

鄂托克旗围绕“建、管、养、运”目标，把交

通作为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开关”和提
升百姓幸福指数的“大民生”，将农村公路建
设以干支相连、通村达户、惠民便民为主，以
一体化发展为方向，高位推进、创新发展，蹚
出了一条农村公路助力乡村振兴、城乡一体
化发展的新路子。

鄂托克旗充分发挥农村公路基础设施串
联作用，全面发力农村公路提档升级，统筹推
进较大人口规模嘎查村（组）通硬化路，持续
延伸覆盖、打通梗阻，满足群众日常出行和货
物运输需求。目前，全旗公路形成以东通荣
乌、西接敖银、南至包茂、北抵京藏的国省干
道为主框架，县乡公路为脉络，通村公路、旅
游环线为节点，互通互联、内外通达、陆空衔
接的立体式、网格状、全覆盖的交通网络。
2022年，鄂托克旗被命名为“四好农村路”全
国示范县。

2023年，鄂托克旗新改建农村公路项目
陆续投入运营，完成了 29个项目总里程 432
公里，总投资 4.97亿元。其中查陶线作为鄂
托克旗通往宁夏的出省公路，它连村带户，沿

线串起了草原、牧区、景区。
这些路，不仅打通了特色农产品进城，工业品

下乡，双向流动的“最后一公里”，还凝聚起了农牧
民建设美好生活的信心。真正实现了农牧业因路
而兴，农牧民因路而富，农村牧区因路而变美。

在阿尔巴斯苏木乌兰乌素嘎查，牧民们一边为
冬季收储饲草料，一边谋划着明年的打算。牧民
其其格感触地说：“自从打通了嘎查路，全国各
地游客纷至沓来，自驾车来旅游的，体验牧家乐
的，我们的羊肉销量倍增，牧民们收入翻番。感谢旗
委政府为我们做了件大好事啊！”

铺下的是路，连起的是心，通往的是富。鄂托
克旗农村公路建设走出了与现代农业、乡村旅游、
产业发展融合提升的发展新模式，为乡村振兴注
入新的发展动能。

围绕“阿尔巴斯”山羊肉品牌，采取“农路+旅
游+文化”的发展模式，盘活农牧区资源，在品牌引
领下，推动“农村公路+电商物流”线上线下一体化
的农产品经营模式，为“土货”进城、“网货”下乡提
供便利。打造旅游环线、畅通资源路线、激活产业
链条，开创了全旗农村公路“路衍经济”发展的新

路径。
从“通”到“畅”，由“畅”向“好”，日益完善的农

村公路网，让农牧民的腰包越来越鼓。农村公路
带动发展牧家乐100余家、特色种养殖大户50余
家，每年旅游接待人数达26.023万人次，旅游综合
收入达 5154.6 万元，还促进了生态土鸡、富硒羊
肉、苏米图红牛等全旗名优特农牧产品走向全国
市场。

围绕“高效能管好农路、高水平养好农路”
的原则，鄂托克旗交通部门压实“路长制”责任，
建设美丽乡村路、安全农村路。实现了农村公
路管理远程操控、数据传输、实时监控的“智慧
管养”，从“人防”到“人防+技防”，全面开启了

“掌上管理+线上处置”新模式，成为鄂尔多斯市
农村公路管理领域科技创新典型。

“我们对农村公路急弯陡坡路段进行安防设
施提升，组织专业检测机构进行路况评定，针对安
全问题以及道路桥梁隐患进行定期巡查，及时处
置整改，做到了路畅车通。全旗农村公路列养率
达100%，优良路率82.1%。”鄂托克旗交通局道路
养护中心主任苏日格说。

“四好农村路”赋能乡村振兴

数九寒冬，通辽市奈曼旗孟家段水
库又迎来了一年一度冬捕的最佳时
机。零下十几度的天气，从凌晨1时开
始，经验丰富的“鱼把头”便在厚度超过
30厘米的冰面上开凿、布网。

“起网喽！”
日上三竿，在“鱼把头”的号子声

中，众人齐心协力将渔网拉出水面，凿
好的冰面升腾起白色的水汽，一条条
鲜活的大鱼扑腾着跃上水面，场面十
分壮观。

“这里有鲢鱼、黑鱼和鲤鱼……最
多的还是草鱼。近几天打了5网，得有
五六万斤鱼。”有着10余年捕鱼经验的
李树辉说道。

当天的冬捕地点位于孟家段母子
湖下游。组织此次冬捕的负责人姜勋
介绍：“孟家段水库的水质好，水源头是
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水都是山上的
水、草原的水，几百公里没有排污口，另
外水库区是沙地，鱼特别肥美，水下的
水草丰富，自然饵料也充足。捕上来的
鱼大部分供应通辽本地市场，多了就销
往长春、哈尔滨、大庆、白城等地。”

据了解，孟家段母子湖常年出产
20 多种鱼。其中奈曼鲤鱼是特有物
产之一，肉质鲜美、入口清香、不肥不
腻、风味独特。2010 年，孟家段母子
湖被内蒙古农牧业厅认定为无公害农
产品产地，所产鲢鱼被原农业部产品
质量安全中心认定为无公害农产品。

□顾卓泓

“盼了 10 多年，今天总算拿到了钥匙，
这颗悬着的心也终于落地了，感谢政府为我
们的住房问题做出的努力。”“得益于社区信
访代办工作人员、热力公司的共同努力，解决
了我的问题。”“这么多年的产权大难题终于
解决了，太感谢咱们街道的领导和信访代办
员啦！”

2023年，玉泉区在辖区范围内全面开展
信访代办服务，以“代”使发现问题提前一
步，以“办”使解决问题向前一步，努力实现
让群众“只进一扇门、认准一个人、事项一次
办、最多跑一次”的目标。

玉泉区建立以党群服务机构成员为主
体的信访代办员队伍，不断深化“四首代办

员”职能。其中，村级代办队伍由村（社区）
书记担任首位代办员；乡镇级代办队伍由
乡镇（街道）党政一把手担任首要代办员；
旗县级代办队伍由旗县区党政一把手、班
子成员担任首席代办员；涉法涉诉事项由
旗县区“公检法三长”担任首责代办员。各
街道积极响应区委要求，大力推进“首位、
首要代办员”模式，成功代办一批积案、难
案。昭君路街道成功化解瑞景天成小区房
本办理事项，西菜园街道成功化解西苑南
小区、西苑北小区、呼市白酒厂宿舍等小区
的房屋产权交易难题，兴隆巷街道进一步
化解民和花园赔偿问题。基层治理从“单
打独斗”变为“握指成拳”，“代”走了群众的
急难愁盼，“办”出了百姓的心满意足，受到
广泛好评。

信访代办制是建立在群众家门口的

“排忧站”。信访代办工作在推进过程中，激发
出群众在基层治理过程中的主人翁意识，极大
地拓展了人员“增量”、凝聚了共治力量。其中，
兴隆巷街道清泉街社区入选中央政法委评选的

“枫桥式工作法”单位，社区党委书记、主任武荷
香带领骨干党员和热心居民创新建立“荷香唠
嗑室”“好邻居议事厅”等矛盾化解阵地，在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党建长廊、小广场、红石榴凉亭
等场所和居民“唠嗑”“拉家常”，将居民的“大事
小情”入账处置，在创先争优的过程中谋求实
效，形成“了解需求、跟进落实、反馈结果、成效
追踪”的主动解决问题“全链条”，真正做到把矛
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

在玉泉区委组织部和行政审批及政务服务
局的合力推动下，一支支党员代办队在各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迅速集结，无偿为辖区居民提供帮办
代办等服务，服务清单涵盖政务服务、党群活动、

协商议事、文体康养等，植根人民群众之中，树
立起了积极正面的形象。同时，信访代办服务
纳入帮办代办服务清单，社区（村）信访代办服
务点嵌入社区（村）便民服务站，信访工作触角
实现有机延伸，基层党组织辐射力和服务性不
断增强。西菜园街道信访代办服务站与内蒙古
大学法学院签订志愿协议，并制定志愿者聘书，
由法学院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向来访群众进行
法律知识普及和信访代办知识讲解，有效推动
群众在信法的基础上信访，有效推动依法代办、
应办尽办。

兜“老事”，解“烦事”，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纠
纷没有休止符，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玉泉区
将持续践行“民呼我为”宗旨，着实提高信访问
题化解率和信访群众满意度，为打造“崇文 重
教 营商 自然”的现代化玉泉营造和谐稳定的
基层环境，为全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添砖加瓦。

信访代办信访代办““代代””走急难愁盼走急难愁盼 ““办办””出心满意足出心满意足

□本报记者 郝飚
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超

眼下正是乌海市乌达区乌兰淖尔镇草
莓丰收季，可种植户丁燕心里却犯起了嘀
咕。

“今年刚种的草莓得了白粉病，用了药
还不行，眼瞅越传越多，可咋办？”丁燕拨通
了乌兰淖尔镇“乡土人才超市”的电话。“店
长”了解情况后，很快为丁燕从人才库中匹
配了草莓种植能人苗秀梅。

随后，苗秀梅和丁燕在大棚里碰了
面。“你这熏蒸器距离太远啦，三垄苗就
得插一个，而且不用买专门的熏蒸器，拿
个矿泉水瓶剪掉瓶底，拧紧瓶盖绑上棍
子……”苗秀梅一边讲一边拿起身旁的
矿泉水瓶操作，丁燕心中的疑惑也渐渐
解开。

为引导“土专家”“田秀才”等乡土人
才向乡村振兴一线聚集，乌达区在乌兰
淖尔镇创新建立“乡土人才超市”，吸纳
了 25 名本土人才，通过“乡村问单、用户
下单、超市配单、人才结单、客户评单”运
营模式，为有种养、加工、创业等需求的
农区居民提供“一对一”“点对点”的服
务，实现群众需求与人才智力供给有效
衔接和匹配，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
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王伟是乌兰淖尔镇泽园新村有名的
“乡创客”。走进他的石膏厂，只见刚晾

干的石膏手工艺品堆了半个车间，车间另
一头是几个铸模机，上面摆着近百个模
具。

“别看我的厂房小，每个月都能卖出1.6
万多件石膏制品，最多时卖了19万余件，秘
密就是我通过‘乡土人才超市’招收了8名徒
弟。我们抱团发展，不但扩大了生产空间和
规模，还传承了手艺。”王伟说。

过去，王伟虽然是镇里有名的石膏手艺
人，但生产主要以自家的小作坊为主，产品
销售方式也很原始，大多是在自家门口支个
摊卖给游客，只有少量供应到市区的彩绘
店，发展的一直不温不火。

2023年，镇里成立“乡土人才超市”，王
伟很快嗅到了商机。他亮出“包教包会、免
费教学、高价回收”的口号，通过“乡土人才
超市”很快招收了8名徒弟，并全部发展成石
膏手艺人。

如今，在王伟的带动下，9户村民抱团发
展，不但解决了厂房不足的问题，生产效率
还翻了番，石膏彩绘销售也由线下发展到线
上，销量更是屡创新高。

如今在乌达区，农区居民的各种咨询和
需求通过“乡土人才超市”转给“田秀才”“土
专家”，都会及时得到回应和解答。“乌达区
通过搭建‘乡土人才超市’，围绕乡村发展挖
掘‘土专家’‘田秀才’‘乡创客’，全面掌握乡
土人才‘家底’，让乡土人才各尽所能，及时
帮助解决群众干事创业中遇到的难题，取得
了很好的效果。”乌达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牛建华说。

乡土人才“破土飘香”

□本报记者 郭洪申
开鲁县融媒体中心记者 胡建华 张美娜

隆冬时节，走进通辽市开鲁县黑龙坝
镇榆树林村设施农业小区，处处绿意盎然
生机勃勃。22 栋造型独特、连廊蓄热节能
日光温室一字排开，煞是壮观。记者注意
到，与传统温室不同，这里的温室墙体不是
砖土结构，而是由一根根黑色的粗管扎
成。技术人员李君介绍，这是蓄热水墙，白
天吸收太阳光蓄热、晚上释放热量以供温
室保暖，棚顶盖的是隔湿透光保温棉被，这
个棉被能延长采光 4小时至 5小时，可有效
提升棚内采暖、保暖效果。这 2项技术，便
是冰天雪地里棚内暖意融融、作物长势喜
人的“密码”。

如何让有限的土地产生最大的经济效
益？开鲁县向科技要生产力。2023 年，该
县 争 取 自 治 区 衔 接 乡 村 振 兴 补 助 资 金
1742万元，采取“政府+企业”的运营模式，
在黑龙坝镇、大榆树镇实施设施农业小区
建设项目，项目占地 415 亩、建设蓄热节能
日光温室 32 座。“蓄热节能日光温室采用

水蓄热、透光保温被等 20 多项专利技
术，装配式结构和双膜单被模式，不破坏
耕土层，室内冬季最低温度可保持在
15℃以上。”李君说。

黑龙坝镇蓄热节能日光温室里的豆
角已经上市销售，虽然每斤售价近 10
元，但仍以“家门口的鲜、小时候的味”博
得消费者的青睐。“口感、味道都特别好，
所以今天过来采摘，再给朋友们带一些
尝尝。”作为“回头客”，家住开鲁县城的
丁素敏女士边采摘、边拍照，开心得像个
孩子。

“这里种植的果蔬施用羊粪等有机
肥，不打除草剂，采用生物防虫技术，确
保原生态、无公害、自然成熟。”黑龙坝镇
党委副书记、政府镇长段冰雪说，设施农
业小区不断“强品种、优品质、塑品牌”，着
力打响“咱家菜园”品牌，种植高附加值作
物，实现冬季反季种植、四季生产，着力打
造开鲁绿色安全农产品基地，推动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段冰雪介绍，该镇 22 座蓄
热节能日光温室全部投产后，预计可实
现年产值 420 万元，带动就业 300 余人
次，增加群众劳务收入 200余万元。

“咱家菜园”用上高科技

本报赤峰 1月 11日电 （记者 李雪瑶）
近日，“宁城苹果”上榜 2023年第三批全国名
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并获得证书。

多年来，宁城县始终坚持生态效益、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重，以绿色林果产业为引
领，以政策引导为动力，以品牌经营为手段，以
技术创新为支撑，集聚资源要素，融合乡村振
兴、电子商务、仓储物流等，打造北方优质林果
特色农产品输出基地，全力推动林果产业发
展。截至目前，全县果树经济林面积25万亩，
主要栽植为蒙富苹果、新苹红苹果、南果梨和
寒红梨等 4个品种。宁城县成立了果树经济
林协会，对“宁城苹果”商标进行统一管理、统
一包装。连续举办6届“宁城苹果节”，产品知
名度、市场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
2023年，宁城苹果种植面积达 13万亩，产量
6.8万吨，产值 5.1亿元。宁城县先后荣获“全
国经济林建设示范县”“蒙富苹果标准化示范
区”等国家级荣誉称号。

“宁城苹果”上榜全国
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本报包头 1月 11日电 （记者 刘向平）
“嘀，爱心卡！”随着61路公交车自动刷卡机发
出的清脆声音，刚刚领取到“爱心公交卡”的残
疾人郭秀霞高兴地踏上回家旅程，这是她第一
次使用这张卡。与郭秀霞一样，包头市石拐区
首批 332名残疾人也于近日领到了免费的公
交“爱心IC卡”。

为了加强对特殊群体的帮扶和关爱，增强
特殊人群出行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自 2023年
9月28日起，石拐区精心组织辖区符合条件的
残疾人到指定地点办理登记免费公交乘车卡
业务。据了解，“爱心公交卡”是为年龄在7岁
至59岁之间，具有包头市户籍并持有《中华人
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有居住证的非
包头户籍持证残疾人；没有居住证但长期在包
头市生活的非包头户籍持证残疾人办理的公
交爱心卡。残疾人凭“爱心卡”可免费乘坐市
内公交车。

残疾人张某告诉记者，“有了‘爱心卡’，不
仅让我们能够享受免费乘公交出行的便利，还
让我免去了以前乘车时出示残疾证的尴尬，真
是让我心中无比温暖。”

332名残疾人领到“爱心公交卡”

石拐区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开鲁县

鄂托克旗

玉泉区

本报呼伦贝尔1月11日电 （记者 李可
新）隆冬时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红彦
镇红升村红升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的秸秆转
化场里，工人们正在进行秸秆饲料块生产，粉
碎、揉丝、除尘、压缩，整个过程一气呵成。

而在巴彦鄂温克民族乡葛根台村成广农
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的秸秆颗粒加工车间，一堆
堆大豆秸、玉米秸秆在大型机械的高速运转
下，被碾成燃料。这些秸秆燃料颗粒主要用于
供暖，燃烧过程中污染物排放少，干净卫生，周
边地区客户纷纷上门采购。

近年来，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出台优
惠政策，落实有效措施，全面开展秸秆禁烧禁
抛，通过秸秆燃料化、饲料化、基质化、肥料化、
秸秆收储运中心建设及秸秆粉碎深翻还田等
6 个模式的建设内容，不断推进农业绿色发
展，循环发展。

2020年，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被列为
秸秆综合利用补偿制度试点旗。2023年，该旗

“创设绿色补偿制度，推进秸秆变废为宝”典型案
例还成功上榜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发布的全
国第一批30个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典型案例。

秸秆综合利用实现变废为宝

众人齐心协力将满满一网鱼拽出水面众人齐心协力将满满一网鱼拽出水面。。

乌达区

拎起 2 条大鱼的“鱼把头”脸上满
是丰收的喜悦。

一尾尾鲜活的大鱼随着渔网跃出水面一尾尾鲜活的大鱼随着渔网跃出水面。。

本报兴安 1月 11日电 （记者 高敏娜）
为进一步提升兴安盟养老服务质量，健全多元
化养老服务保障体系，近日，乌兰浩特市综合
养老服务中心正式投入运营，运营后将覆盖大
乌兰浩特城区，为 6万名 60周岁以上老年人
口提供服务。

乌兰浩特市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位于都林
街腾飞社区，引入青岛中康国际医疗健康产
业股份有限公司运营，建筑面积约为 5000平
方米。中心配备智慧养老综合信息服务平
台，通过整合养老企业、医疗服务、公益和志
愿服务等为老服务力量，在提供助餐、助浴、
助洁、助医、助急、助行等“六助+N”服务的同
时，还以资源嵌入、功能嵌入和多元运作方式
嵌入为理念，充分利用现有康养照护、日间托
管、文化娱乐等社区资源嵌入养老机构，推动
兴安盟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融合发展，不断
提升养老服务能力和水平。

乌兰浩特市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的建成运
营，是兴安盟探索提升“养共体”服务模式的
一次深入实践，通过政府搭建服务平台、整合
资源的方式，推动实现大乌兰浩特城区养老
服务一体化，进一步打响了“养共体”养老服
务品牌。

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投入运营

乌兰浩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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