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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

□本报记者 郑学良 通讯员 梁良

春节期间，在呼和浩特市生活了8
年的魏英楠并没有像往年一样着急买
返乡的车票，而是兴致勃勃地布置起
了自己的住所。这是她在2023年 8月
申请到的一间针对大学生的保障性租
赁住房。

“真的没想到我能住到这里来。”
魏英楠笑着说起自己能住到这间保障
性租赁住房的经历时，用到了“缘分”
这个词。

“研究生毕业后，一直没找到合适
的房子，我本来是准备离开呼和浩特
的。但是去年8月的时候，朋友向我介
绍了‘青城租房租赁’平台，说从这里
可以找到便宜的房源，还能申请住房
补贴。”魏英楠告诉记者，“本来以为手
续会很繁琐，没想到很快就住了进来，
小半年过去了，我对这里的生活满意

极了。”
现在魏英楠住的小区位于新华大

街繁华区域，交通便利，生活服务完
善，距离工作单位也不过是十几分钟
的车程。用魏英楠的话说，能住在这
里是她2023年最开心的一件事儿。

魏英楠算了这样一笔账，保障性
租赁住房本身房价就比市场价格低，
是市场价格的 70%左右，而研究生毕
业的她在此基础上还会减免50%的房
租。这样一来，她每个月都会节约一
大半的房租。不仅如此，保障性住房
没有押金问题，退房也简单方便。

个人的小账本，连着民生大账
本。像魏英楠这样在呼和浩特幸福生
活的“小丁香”越来越多，日子过得也
越来越有滋有味。这得益于呼和浩特
市近年来接连推出的“留人”政策。

“保障性租赁住房重点解决的是
在呼和浩特市就业、创业的无房大学
毕业生、青年人和新市民的阶段性住

房问题。”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住建局副
局长薛利东介绍，为解决好大学生就
业创业的后顾之忧，真正让大学生在
新城区留得住、干得好、有奔头，目前
新城区已向“青城住房租赁”平台投入
近 600套保障性租赁住房，预计 2024
年底前还将投入300余套。

在新城区，像魏英楠这样享受到
政府政策福利的青年人才并不在少
数，苏凯丽就是其中之一。而她爱上
新城区的理由则不仅是住所性价比
高，还有这里的社区人文环境。

“我来呼市已经 4年了，也搬了几
次家。让我决定在新城区生活的原因
是这里贴心的社区服务。”苏凯丽说，
她之所以喜欢自己的居住小区，是因
为一位网格员。“一个人出门在外生活
最怕生病。有次我发烧，是社区的网
格员大姐来我家给我送药送饭，让我
体会到了呼和浩特的温度。”

为确保青年人才“引得进、留得

住、用得好”，新城区将重点放在基层
治理的各个环节，用心用情服务居民。

“当然还有别的原因。在这里，有
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好逛的地方。”苏
凯丽笑着说，“平时晚上可以逛夜市、
吃夜宵，放松心情。周末还能坐公交
爬大青山，真的是非常惬意。去年夏
天，这里举办恼包音乐节和周杰伦演
唱会，老家的朋友来找我玩，都说这里

‘人杰地灵’，倍儿有面子。”
“我们致力于让更多的‘小丁香’

落户在新城，扎根在呼和浩特。为此，
新城区不仅在基层治理、文化产业、夜
间经济等方面全线发力，让更多的年
轻人爱上新城区。更重要的是，我们
还将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简化行政审
批流程，做好企业的‘店小二’，并通过
线上、线下双轨循环的模式扩大就业
招聘渠道，真正让人才引得进、留得
住，让青年人才在新城区更有归属
感。”新城区副区长白亚红说。

“我体会到了呼和浩特的温度”

□本报记者 蔡冬梅 通讯员 满亮

忙碌了一年，年夜饭无疑是一年
当中最有仪式感、食物品类最丰盛、
操作程序最复杂的一顿团圆饭。而
在包头市土右旗，年夜饭餐桌上有一
道必不可少的菜——油圐圙。这小
小的油圐圙传承久远，香飘至今，蕴
含着悠久的敕勒川美食文化。

每年进入寒冬腊月，土右旗将军
尧镇家家户户开始忙乎炸一锅一锅
的油圐圙，发朋友圈，送亲戚朋友，大
街上大卖油圐圙……

圐圙在内蒙古方言里指围墙，即
为了保护场地围成一个圆环的形
状。油圐圙的民间叫法很多，又叫
油圈圈、糕圈、糕圐圙、油馍馍等，呈
现圆环状，外形敦实，为红黄色。土
右旗当地有民谣曰：“圐圙圐圙，软
而香甜。”

走进制作油圐圙的作坊，首先
映入眼帘的便是一盘又一盘金黄色

的油圐圙，作坊不大，但是干净整
洁，令人食欲满满。拿起一个热热
的油圐圙咬下来，又软又筋道，香甜
可口。

据作坊老板介绍，制作油圐圙的
主要食材是糕面和胡麻油，制作油圐
圙也是非常复杂的，需要经过去皮、
淘洗、翻炒、和面、发酵等程序。

据了解，油圐圙制作的历史悠
久，从明代起一直传承至今，是敕勒
川各民族生活融合的特色美食，象征
着各民族和和美美，永远团结一心。
长期以来，油圐圙美食文化接地气、
深入人心。

如今，这种历史悠久的敕勒川美
食文化被坚守和传承，在当地农村老
百姓的年饭桌上仍旧是不可或缺的
一道主食，即使是不爱油炸食品的
人，也会吃上一个小小的油圐圙，图
个吉利和喜气，吃的是一种情感，吃
的是一种幸福和团圆，更是一种浓浓
的家乡年味儿。一方美食，几代人的
记忆。

吉祥喜庆的“油圐圙”

在呼伦贝尔市阿荣旗霍尔奇镇前
进村，村民王武山独守山林 24 年，在
1100亩的荒山上种下12万株树木，他
的身影，汇入三北大地，平凡而坚毅。
春节，阖家团圆的节日，王武山依然一
个人在山上，与他心心念念的树木相
伴，一个人的春节也精彩。

一大早，王武山就将准备好的对
联和“福”字贴在自己小屋的门窗上，
再将灯笼挂在房檐下，进屋点上柴火，
炊烟袅袅升起，年味儿就这样弥漫开
来。过节也不耽误他上山捡柴，穿上
新大衣，带着镰刀和锯子上山走一圈，
这两天的柴火就够了。

“没事的时候，我就上山瞅瞅，随身
带着工具割草，锯树杈子。这些果树，
抽时间就得修剪，上山干些活，再随带
着拿点柴火就回来了。”王武山说。

回到家，王武山开始做饭。锅里
填上油，放入大鲤鱼，香气瞬间扑鼻而
来。一个人在深山里生活惯了，做菜、
蒸饭的活儿对于王武山来说倒是小事
一桩，荤素搭配四个菜，不一会儿年夜

饭就做好了。小饭桌往炕上一放，一
个人的春节就这样开始了。

“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过年必须
要有鱼，今年是龙年，我这是鲤鱼跃龙
门。简简单单地守护这片山林就是我
想要的生活。”王武山说。

在这 1100亩的荒山上，处处都留
下了王武山的足迹和汗水，就这样日复
一日，王武山在植树的道路上愈加坚毅，

让北疆披绿已经成为他的信念。向绿而
生，“生态卫士”王武山用自己的双手书
写着绿色奇迹。24年来，他以大山为
家，以树木为友，一盏太阳能灯照明，一
部收音机倾听党的声音，一口山泉水井
用于饮水和浇灌树苗，用自己的双手让
绿水青山越来越广阔，越来越美丽。

当夜幕降临，屋外的灯笼亮了，王
武山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歌，一个人的
春节同样感受到节日的喜庆和快乐，
更感受到孤勇者对未来搏击与奋进的
执着。王武山时常说，自己心中有个
梦想，只要身体允许，就一直在植树造
林这条路上走下去。

一个人的春节也精彩
□本报记者 李可新

“不用惦记我，好
好工作，吃的用的有民
政局的工作人员记挂
着呢，还有这些孩子们
帮我打扫房子，过年的
习俗一样没落下……”
2 月 8 日，在赤峰市林
西县新林镇养老互助
幸福院，王成（化名）老
人正在和远在千里之
外的孙子视频通话。

“虽然老人们的亲
人远在他乡，但是咱们
也要让老人们感受到
家的温暖、年的喜庆。”
新林镇养老互助幸福
院工作人员笑着说。

为了让老年朋友
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

新春佳节，连日来，赤峰市各级养老机
构纷纷展开庆祝活动，用心用情织就

“为老服务保障网”。
赤峰市社会福利院举办了“迎新

春趣味艺运会”。“团体大作战”“原地
踏步”“套圈”……各项活动既有能力
的比拼，也有速度的较量，还有传统非
遗文化的再现，集趣味性、娱乐性、协
作性于一体，丰富了老年人的文体娱
乐生活。

在“福”字拓印体验活动中，主持
人讲解拓印的历史和技艺特点，为大
家详细演示了上墨、铺纸、印制等技巧
和注意事项。在主持人引导下，老人、
孩子和职工们兴致勃勃地拿起模具、
轻轻蘸取颜料，小心翼翼地在红纸上
均匀按压，一张张灵动的“福”字跃然
纸上，活动现场热闹非凡。

元宝山区社会福利院联合有关单
位举办了“庆新年联欢活动”，职工和
志愿者为老人们准备了水果，表演了
精彩的节目，并一同参与了各项趣味
小游戏。击鼓传花，你传我接，鼓停花
停，花落谁家，笑声伴着鼓声，老人家
笑容浮在脸上，其乐融融。

宁城县黑里河敬老院的厨房里，
一派忙碌景象，工作人员忙着炸丸子、
烧肉、蒸豆包、包饺子。活动室里老人
们安静地坐在椅子上认真地描绘着自
己对于新年的憧憬。午饭后，太阳暖
洋洋，工作人员带领老人们一起扭秧
歌，让老人们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儿。

幸
福
院
里
的
笑
声

□
本
报
记
者

赵
曦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通讯员 杨爱娟

甜香的草莓、葱绿的黄瓜、沙甜
的西红柿……2月10日，苏尼特右旗
赛汉塔拉镇东兴蔬菜产业基地的田
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大棚里，花朵竞相开放，硕果满
挂枝头，一幅幅美丽的丰收画卷为新
春增添了一份勃勃生机，也为广大群
众带来增收致富的新希望。

一株株草莓长势喜人，簇簇绿叶间
点缀着一颗颗红色果实，像一个个小灯
笼，色泽红润、鲜嫩欲滴，整个大棚内
香气宜人。工作人员忙碌的身影穿梭
在郁郁葱葱的草莓田里，他们用自己
辛勤劳作的汗水浇灌着丰收的硕果。

基地负责人曹建美说，工人们每
天都要进行疏果，这样草莓长得大、
品质好、口感特别香甜。

走进其它的蔬菜大棚，黄瓜、西
红柿、小白菜、芹菜等时令果蔬绿意
正浓、长势喜人，淡淡的瓜果香令人

垂涎欲滴，菜农们正忙着采摘、过秤，
一派繁忙的幸福景象。

忙着摘果的吉日喜，每天都呆在
大棚里，就是春节期间也不例外。

“蔬菜大棚一年四季都能挣钱，种
出来的果蔬产量高、品质好，我们干得
有劲儿，日子也有奔头，腰包多会儿都
是鼓鼓的。”吉日喜满面笑容地说。

近几年，赛汉塔拉镇把打造绿色
有机蔬菜基地作为提高农牧民收入的
重要抓手，以坚持绿色、环保、健康的
种植理念为出发点，坚定不移走农业
高质高效的发展之路。同时，不断在
产业链延链补链强链上做文章、扩规
模，在壮大集体经济的同时，还为附近
农牧民提供就业岗位，为乡村振兴注
入新活力，带领农牧民共同致富。

东兴社区党支部书记兼主任池
东亮告诉记者，基地的蔬菜已经大量
下市，蔬菜种植的种类有近20种。同
时，还结合采摘、科技农业、基础设施
等项目，延伸蔬菜基地的旅游发展，
让基地成为广大居民休闲、体验生活
的好去处。

蔬菜产业基地“长”出新希望

大年初一一大早，在鞭炮声中醒来
的韩震便开始收拾出门。不过，他不是
去走亲访友拜大年，而是像往常一样去
医院上班。

韩震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肿瘤
内科副主任医师。这个春节，科里还有
好多患者因为病情不能出院，韩震早早
来到科室，查房时挨个问询每位患者的
身体情况，并向他们道上一声声新年祝
福。“新春快乐，龙年大吉。”“韩大夫过年
好！你辛苦了！”患者们收到新年祝福都
很高兴，也纷纷送上祝福。

“这位乳腺癌晚期患者，大年三十出
现呕吐、发烧等症状，随时有生命危险。
我们十分关注她的身体情况，万一出现
紧急情况随时抢救。”韩震说。

韩震的妻子也是一名医生。由于工
作性质，这个春节，他们夫妻二人都坚守
在工作岗位上。韩震的家乡在巴彦淖尔
市，韩震表示，回乡过年是中国人的传
统，在外求学时，回家过年就像使命使然

一般。工作这些年，夫妻二人都在医务
工作第一线，即便家乡并不远，却抽不
出回家过年的时间。去年的大年三十，
两人都是在各自医院工作中度过。也
正因为春节是阖家团圆的日子，很多患
者因为病情不能出院，大家心里多少都
有些遗憾，希望通过拜年这种方式，让
患者们在病房也感受到节日的温暖。

“肿瘤科患者病情严重，每一刻都不能
掉以轻心，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韩震
说，“这个春节，父母大包小包地坐火车
来呼和浩特跟我们过年。我们大了，奔
波的反而是父母了。”

“你坚守在岗位，我奔赴与你团圆。”
一桌团圆饭，浓浓的乡味，深深的亲情。

“对大多数人来说，新春佳节意味着

欢聚一堂阖家团圆。但对依然坚守在岗
位上的医护人员而言，春节假日值班更
多的是一份责任和担当。作为医护工作
者，守护万家团圆，正是我们职业的使
命，工作的初心。”高江峰说。

高江峰是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心血
管内科主任。大年初一上午9点，高江
峰带领着医护人员们走进病房来到患者
身边拜年。

“贾奶奶，过年好，给您拜年了！”“感
谢高主任、感谢所有医生护士，你们这么
辛苦给我看病，过年了也不休息，还来给
我们送祝福，我的心是热乎乎的，真是太
感谢了！”贾奶奶听到温暖的祝福，感动
得热泪盈眶。

贾奶奶身患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

竭等多种疾病，多次反复住院治疗，是科
室的老患者了。这个春节前，贾奶奶因
肺炎导致心衰发作被紧急送到了医院，
经过心血管内科团队医护人员的精心治
疗护理，贾奶奶度过了新冠感染、心衰发
作、高血压危象等一次又一次难关。在
医护人员一次次细致、专业的治疗和护
理中，贾奶奶与心血管内科的医生护士
们也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你们像亲人一
样对我好，我一定要健健康康地活到
100岁！”贾奶奶高兴地说。

患者周大爷拉着高江峰的手说：
“医生们平时工作就很辛苦，没想到过
年了还这么贴心，我一定好好配合治
疗，争取早日康复出院。虽然不能回家
过年，但是有你们的祝福，让我感受到
了家的温暖。”

曹大娘笑呵呵地说：“第一次住院遇
春节，早上医生护士给我们患者拜年、送
水果、送点心、送祝福，感觉病都好了一
大半……”

我的坚守 你的平安
□本报记者 王坤

□本报记者 李可新

69岁的于庆柱是呼伦贝尔市阿荣
旗向阳峪镇孤山屯村的五保户，年三
十一大早，孤山屯村村民刘运达就招
呼着爱人将礼物带上，一块去看望于
庆柱，要陪他过一个热闹的春节。

“于庆柱一年四季风雨无阻为大
家取快递，有时一天一趟，有时两天一
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方便，他的腿脚
也不算太好，也挺辛苦的。”村民刘运
达说。

就在刘运达夫妇收拾东西的同时，在
村子的另一头，村民李伟夫妇也在做着

同样的事：“快过年了，柱哥给咱们取
快递挺辛苦，咱俩把这个锅给他送过
去，一起给他做一顿丰盛的晚餐。”

这一天，村里的很多村民都在为“快
递爷爷”准备着各式各样的礼物，大家相
约在大年三十跟于庆柱一块过年。这几
年，村里的快递都是于庆柱为他们取回
来的，看着老人每天奔波劳累，村民们心
里都非常感动，每一份包裹里都寄托着
村民对于庆柱的感激之情。

自 2018年起，于庆柱就义务承担
起本村村民收寄快递的任务，这一干
就是 5年多。往返一次 20公里，每年
近2万个快递件，5年多10万多个快递
件无一差错。他被村里的乡亲们亲切

地称为“快递爷爷”。春节里，于庆柱
依然坚持每天骑着电动三轮车为村民
义务收取快递件，没想到的是，这个春
节他也收到了自己的“快递”。

“他们给我送了这么多礼物，我特
别高兴，今年春节过得非常幸福。今
后，在我身体还好的情况下，我要把送
快递这个业务做下去，把快递送好、安
排好。”于庆柱说。

在小院里大家一起贴对联，一起
做着年夜饭，和村民们一块过年，于庆
柱感觉心里热乎乎的，这是他收到的
最幸福的新年礼物。德不孤、必有邻，
就像一束光簇拥另一束光，凡人善举
汇聚成社会暖流。

“快递爷爷”包裹里的温情

身着民族服饰的演员们正在呼伦贝尔古城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与观众一起互动。为营造热闹喜庆的庆春氛围，
春节期间，海拉尔区在呼伦贝尔古城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开展了 7 场沉浸式演艺活动。活动以精彩演艺、网红打卡为
主题，包括沉浸式舞台剧、梦回古城巡街、民族乐器演奏等丰富多彩的表演形式。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精彩演艺庆佳节

□本报记者 刘玉荣 实习生 孙书程

春节期间，记者走进内蒙古森
工集团绰尔森工公司机关大楼一
楼，一幅红纸金字“感党恩 听党话
跟党走”字样的篆体书法作品映入
眼帘，浓郁的文化气息瞬间扑面而
来，这里正在举办风格独具的文创
作品展。

“春风文学社”社友以及各界文
学爱好者提供的精美作品120余幅，
展出47幅，包含书法、绘画、剪纸、诗
词、摄影、泥塑等，他们以书言志、以

画寄情，从不同的艺术视角，表达了
对党和国家的无限深情，用笔墨丹青
展现了多姿多彩的艺术思索和审美
情趣。

各类参展作品挂在以红色为底
的展板上，新年的氛围感瞬间拉满。

“举办这次活动特别有意义，真的很
喜欢这种文化氛围。”内蒙古自治区
第八届道德模范获得者郑洪山边看
边说。

“今天我们文学社的几位文友，
一起来参观迎新春文创作品展，感觉
这个展览文化氛围非常浓，我们都非
常受益，也非常开心。 ■下转第4版

翰 墨流韵过春节

□本报记者 郭洪申
开鲁县融媒体中心记者 胡建华

春节期间，通辽市开鲁县辽河农
场、义和塔拉镇先后举办乡村春晚，
干部群众齐聚一堂，欢声笑语赞盛
世、载歌载舞迎新春。

辽河农场举办的“村晚”，除了群
众自编自演的节目，还有县文化馆和
乌兰牧骑专业演职人员倾情助力，歌
曲、器乐演奏、小品、太平鼓舞及安代
舞等节目轮番上演、精彩不断。农场
2位青少年学生表演的哑剧小品《城
里小孩与农村小孩》将晚会推向高
潮，现场笑声、掌声此起彼伏。

辽河农场职工杨太霞既是观众，
也是参演人员，晚会带给她的快乐体

验让她特别激动。“今天的节目非常
精彩，我很喜欢。我们平时也喜欢唱
歌、跳舞，感觉生活越来越幸福。”杨
太霞说，这么美好的生活都是党的惠
民政策带来的。

晚会现场，还穿插了家乡特色年
货展、“网红”直播为家乡农产品代
言、县书法家协会会员为群众写春联
送福字等内容。

“我们今天举办的 2024年乡村
春晚是我场第一届‘村晚’，目的是增
进干群关系、丰富群众业余文化生活，
引领群众主动参与、大力支持农场各
项工作，推进全场各项事业更上一层
楼。”辽河农场党委书记马颖波说。

在小街基镇宋起堡村新时代文
明实践大礼堂，来自4个村的500多
位村民齐聚于此， ■下转第4版

乡 村春晚欢乐多

大厅内观众专心看展。 实习生 孙书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