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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

□本报记者 郝飚 通讯员 陈佳男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春节必不可
少的环节就是全家人围坐在电视机
前收看春节联欢晚会。而在乌海，有
这样一户人家，对于他们来说，春节
必不可少的环节是举办一台“家庭
春晚”。

正月初三，是乌海市海勃湾区老
贺家举办“家庭春晚”的日子。至今已
有15个年头，每到大年初三，上至耄耋
老人，下至垂髫小儿，贺家的每个人都
要拿出一个节目，为和美大家庭增添
一份欢乐和喜气。

下午，在小儿子贺海东家，“贺家
春节联欢晚会”正式开始。84岁的闫
秀兰老太太端坐中间，容光焕发，与晚
辈们一起期待晚会开始。

晚会以一首《团结就是力量》开启
帷幕，由闫秀兰老太太出任指挥，祖孙
四代同唱一首歌。“团结”是贺家摆在
核心位置的家训，而这首歌则是贺家
的“家歌”，从第一届“家庭春晚”开始，
至今都是开场曲。

紧接着，《小白杨》《家是什么》《灯
火 里 的 中 国》《我 在 乌 海 湖 等 着
你》……由家庭成员精心编排的节目
相继亮相。歌曲、舞蹈、配乐诗朗诵、
三句半表演、二胡独奏、吉他弹唱等节

目精彩纷呈。
贺家人大多在教育、医疗等领域

工作，虽然不是专职的文艺工作者，但
个个都才艺不凡。

“明年我要拉《赛马》！”贺海东的
二姐贺海珍喜欢拉二胡，退休后在乌
海市老年大学学了两年二胡演奏，现
在拉的是有模有样。

“爸爸送我新衣裳，妈妈给我压
岁钱，见了爷爷问声好，见了奶奶叫
个甜……”5岁的康一诺是贺海珍的小
外孙女，也是当晚年纪最小的表演者，
一首儿歌《拜年啦》赢得家人们经久不
息的掌声。

看着孩子们的演出，闫秀兰老人
格外开心。“我家的红火热闹，一方面

是因为有好的家风传承，另一方面也
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
祖国繁荣富强、家里人丁兴旺。”

贺海东的妻子李玉贞是今年“家
庭春晚”的总导演。“每一个节目都体
现了我们爱祖国、爱家乡，家庭成员彼
此关心的真挚情感。”李玉贞说，家是
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人们报送的
节目都不约而同选择了歌颂祖国、赞
美乌海、热爱家庭的主题，这让她心潮
澎湃。

据李玉贞介绍，贺家的“大家长”
贺茂荣于 1955 年来到乌海任老石旦
小学校长。他勤俭节约、辛勤付出，将
好家风传递给儿女。如今先辈故去、
儿孙满堂，子女早已挑起肩上重担，在
各自岗位上、在各自家庭中为更加美
好的明天接续奋斗。

贺家在乌海大地上落地生根、开
枝散叶的经历是不少乌海人家的缩
影。时代巨轮滚滚向前，一代代建设
者们踔厉奋发，一个个小家庭耕耘传
承，乌海大地深深镌刻着建设者们奋
斗的足迹，而每个人身上则记载着刻
进骨子里的家风。

贺家人的“家庭春晚”一连举办了
15年，初衷不改。作为“家庭春晚”最
早的组织者贺海东感触颇深：“家庭春
晚”作纽带，秉承“团结、和谐、向上”的
家风，真正做到家和万事兴！

“家庭春晚”演绎出的幸福感

□本报记者 刘宏章
通讯员 魏强

今年春节，祁成明比平常更忙。
一大早，当记者走进祁成明的

养牛场时，他与家人正在喂牛、清扫
圈舍。“工人们一年也挺辛苦，年前
就放假了，让他们早早回去和家人
快快乐乐过个年。”祁成明说。

祁成明是阿拉善左旗超格图呼
热苏木扎格图嘎查绿森合作社的负
责人，也是土生土长的嘎查牧民。
2017年，祁成明拿出家里全部积蓄
20余万元购买了40多头蒙古牛，在
苏木政府和农牧改良部门的技术扶
持下计划发展养牛业。

“过去，我们这儿的牧民家家户
户都要养几头牛，满足自家食用的
同时还能增加点收入。”而祁成明却
把养牛看作商机。

“我养的是当地牧民祖辈放养
的一种小黄牛，即蒙古牛。蒙古牛
又称乌珠穆沁牛、安西牛，是我国黄
牛中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品种
牛。其个头不大，耐粗饲、耐寒、抗
病力强，能够适应多种恶劣环境，关
键是肉质还好。”祁成明介绍。

经过几年的细心经营，祁成明
的养牛业逐步形成规模，收入逐年
增加。为了带动乡亲们一起发展养
牛业，祁成明牵头成立了绿森养牛
合作社，并向相关部门申报了保种
场，保护并不断培育出品质更优的
蒙古牛品种。2021年，绿森养牛合

作社养牛场被国家有关部门评为国
家级蒙古牛保种场。

“近几年，我家也养了上百头
牛，通过发展养牛，家庭收入也有
了明显提高。”超格图呼热苏木辉
图高勒嘎查牧民乌拉说。目前，绿
森养牛合作社生牛存栏达 500 多
头，一年创收可达 20 多万元。此
外，合作社还带动本嘎查及周边嘎
查农牧民发展养牛业，实现共同增
收致富。

据超格图呼热苏木党委副书
记、苏木达陶力德介绍，该苏木通
过实施乡村振兴项目，投资 700 万
元发展蒙古牛养殖、农畜产品加工
和蒙古牛资源保护利用等项目，一
个集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特
色畜牧业产业体系正在形成，养牛
业 已 成 为 该 苏 木 的 一 个 亮 丽 品
牌。全苏木 5 个嘎查，按照“嘎查
集体经济合作社+牧户”合作发展
机制，积极争取嘎查集体经济项目
资金，采取“村与养牛户利益共享”
模式，将基础母牛分配给嘎查草畜
平衡户进行饲养，合同期满后将购
牛本金返还给嘎查集体，牧户依靠
新生繁育牛增收，实现集体个人共
同增收。

“养牛不光给予项目上的扶持、
技术上的指导，还给牛上保险，现在
政策越来越好，我的养牛积极性更
高了！今年我打算人工种植优质牧
草1000亩，一方面改善周边生态环
境，另一方面减少养牛成本，增加经
济收入。”祁成明说。

“我的养牛积极性更高了！”

眼下，2024年春运已平稳度过首峰并进入下半程，客流量
逐渐回落，但锡林郭勒盟辖区路段仍保持较大客流量。为切实
做好交通保障工作，为群众春节假期返程创造有序、安全、畅
通、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锡林郭勒盟对当前交通形势进行分
析研判，不断强化春运安保各项措施，最大限度将警力投入到
路面交通，全力做好返程高峰交通保障工作。

“真是太感谢了！孩子这么小，这么冷的天，要是没你们帮
助，我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家住苏尼特左旗的赵先生紧紧握
住民警的手，连连表示感谢。

2月 19日，赵先生在返回苏尼特左旗途中因车辆抛锚无
法前行，情急之下报警请求救护。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携
带救援设备赶赴现场，了解到车辆驾乘人员安全无恙后，民
警一边安慰受困人员，一边对抛锚车辆进行检修。因天黑
视野受限，且无专业的检修工具，民警决定先驾车将被困人
员送回家中。经过 1小时的颠簸，终于将赵先生一家三口安
全送到家。

伴随着春运开始，这样的情景不时在锡林郭勒草原上演。
帮助受困群众、维护客流秩序、指引道路……寒风中，过路旅客
行色匆匆，民警守护旅客平安的脚步一刻不停。

东乌珠穆沁旗公安局交管大队民警在日常巡逻中发现国
道G331线5711公里处积雪深厚，有人员被困，情况紧急，便立
即展开救援。经过2个小时的努力，被困人员最终成功脱困安
全返回家中。

在多伦县，县公安局交管大队采取固定岗执勤与流动巡逻
相结合的方法，针对客运车辆开展“查宣结合”专项行动。对客
运车辆涉牌涉证、脱检、超员等严重违法行为加大查处力度；落
实逢车必查制度，对客车超速进行重点监控，对车辆超员、超速
行驶、疲劳驾驶、非营运载客等违法行为从严查处。同时制作

“春运交通安全知识”宣传海报提示驾驶员和广大群众注意出
行安全。

一身“警察蓝”，哪有困难，就会出现在哪里，他们以忠诚与
担当温暖千万家，护卫人民群众平安过年。

春运期间，锡林郭勒盟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忠诚履职，从严从实从细抓
好春运安保各项措施落地落实。春运以来，锡林郭勒盟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强
化降温降雪天气的应对和重点路段、时段的车辆交通疏导、应急救援，在高速
公路启用“视频巡查+路面巡查+执勤点定点值守”复合勤务模式，持续严查
酒驾醉驾、“三超一疲劳”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共出动警力11890余人次，出
动警车2970余辆次，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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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高辉

这里，银装素裹、白雪皑皑。
滑雪爱好者们从山顶滑下，在雪

地上疾驰而过，发出沙沙的声响，矫健
的身姿留下一道道美丽的弧线。

大年初八一大早，位于呼和浩特
市赛罕区榆林镇的马鬃山滑雪场就热
闹了起来。

“今天的状态不错，滑得很开心。”
滑雪“发烧友”魏鹏刚在高级道滑了一
圈之后，开心地说：“很享受滑雪带来
的速度与激情，让我感受到了年轻与
活力。”

随着冰雪运动的兴起，冰雪消费
持续升温。龙年春节，滑雪过大年已

经成为春节假期的热门“打开方式”，
引领着当前新的风尚和潮流。

“目前我们雪场一共有 5 条初级
道、6条中级道和 3条高级道，配套的
雪具雪服一应俱全，还有专业的教练
可以提供教学，不论是业余娱乐还是
专业学习都能提供充分的条件。今年
春节除了除夕和初一夜场关闭，其他
时间都正常营业。我们还对雪道雪场
进行了升级，希望能给爱好滑雪的人
们带来更好的体验。”马鬃山滑雪场经
理张小程说。

还不到中午，雪场上已是人头攒
动，魔毯入口和缆车起点一直呈排队
状态，雪具大厅也是人来人往、热闹
非凡。

家住锡林浩特市的包丽颖是在

呼和浩特过的年，春节假期她也带着
家人来到马鬃山滑雪场畅玩。她的
6 岁 女 儿 已 经 能 独 自 在 初 级 道 滑
雪。“我非常喜欢滑雪，孩子现在也在
学习滑雪。今年过年不回老家，所以
就来滑雪场玩了。从市区开车半个
小时就能过来，很方便。雪场硬件条
件也不错，还能租露营的帐篷围炉煮
茶，听说晚上还有烟火秀，很有过年
的氛围。”

“春节假期，不论日场还是夜场都
爆满，很多外地来的游客更是一玩一
整天。”滑雪场的工作人员感叹生意的
火爆。夜幕降临，滑雪场灯火通明，滑
雪爱好者们的热情依旧不减。

这个春节，人们用更新潮的度假
方式感受不一样的年味儿。

春 节 冰 雪 热 滑 雪 领 新 风

□本报记者 郝雪莲
实习生 韩美霞

寻年味、赏年俗、云观展、读好
书 …… 春 节 不 仅 是 人 们 走 亲 访
友、外出游玩的时节，也是畅游书
海的好时机。春节期间，鄂尔多
斯市图书馆不闭馆，许多读者早
早就来到图书馆，在书香中感受
别样年味。

“我是一名高三学生，学习压力
大，自助图书馆不仅环境好，学习
氛围也好，在这里学习很安静，没
人打扰，比在家学习效率高很多。
累了还可以看看课外书，放松一下
再学习。”来自鄂尔多斯市衡水实
验中学高三年级的杜宇浩，春节期
间每天早上 8点就来到二楼自助图
书馆学习。

来自康巴什第四小学三年级 3
班的周致远，大年初一至初八借阅
图书 23册，平均每天阅读 2.8册，成
为新春假期借阅达人。周致远的爸
爸表示，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经常
带着他来图书馆，从小就培养孩子
阅读习惯，刚开始是亲子共读，现在
孩子已经迷上了阅读。

在三楼成人阅览区、二楼青少
年馆、绘本馆，有三口之家亲子共
读，也有三五成群结伴来看书、写
作业的学生，他们在宁静与温馨的
环境中享受着图书馆里浓浓的书

香气息。
“图书馆学习氛围浓厚，是读书

充电的好地方。”12岁的李笑笑就读
于康巴什第一小学，她说春节前4天
走亲访友，初五开始就回到图书馆
学习，对于小升初的小学生来说，过
个文化年也很不错。

图书馆里寻年味儿，欢天喜地
赏年俗。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营造喜庆节日气氛，鄂尔多斯市
图书馆开展了“春到万家 书香暖
城”23项春节系列活动，陪伴广大读
者在图书馆里欢欢喜喜过大年。其
中，“龙吟书香”甲辰新春贺岁展，以
年俗展览的形式，通过龙之为字、龙
之形貌、龙之历书、人中之龙、典籍
载龙 5个单元，展现龙在不同时期、
不同器物中的多元形象，给读者留
下深刻印象；“龙腾书海 春满文苑”
特色视频讲座给广大读者带来富有
文化韵味的“文化盛宴”。

据悉，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这
个喜庆的活动中来，鄂尔多斯全市9
家公共图书馆联动举办主题为“春
到万家 书香暖城”图书馆里过大年
系列活动，确保春节前后“活动天天
有、人人可参与”。此外，图书馆还
鼓励回乡的市民走进图书馆，或关
注鄂尔多斯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线上线下、全民参与,共庆新春、共
享文化盛宴。数据显示，大年初一
至初八，鄂尔多斯市图书馆到馆读
者9300人，图书借还5558册次。

这 里 书 香 别 样 浓

“节目太精彩了，
把我们身边的故事都
唱出来了，热闹的跟电
视里的‘春晚’没啥两
样！”日前，在兴安盟突
泉县永安镇永德村举
办的“岭上兴安‘文’暖
北疆 ”暨永德村 2024
年“村晚”现场，村民周
淑英连连拍手叫好。

龙年春节期间，为
营造欢乐、祥和、喜庆、
文明的佳节氛围，永德
村“两委”、党员代表、
村民代表、文艺爱好者
齐聚一堂，通过文艺演
出，增强凝聚力，丰富
群众文化生活。

另一边，科右前旗
乌兰毛都苏木草根台
嘎查驻村第一书记孙
铁亮也走上了乌兰毛
都苏木牧民春节联欢
晚 会 的 舞 台 ，以 一 首
《我和我的祖国》引得
全场齐声合唱……

一场场“村晚”，汇
聚着乡村年味儿的烟火
气，用人民群众喜闻乐
见、雅俗共赏的呈现方

式，把文化送到百姓身边，让文化走
进群众心间。与此同时，承载着丰富
文化内涵的文化项目也纷纷上新。

在乌兰浩特市葛根庙镇友谊嘎
查党群服务大厅，国家一级四胡演奏
员、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四胡传承
人阿古拉与四胡爱好者们为村民带
来一场精彩纷呈的四胡演奏；扎赉特
旗文联的书法老师现场为音德尔镇
的村民写福字、送春联，将一份份祝
福送到乡亲们手中；腰鼓舞《爱我中
华》、首饰铃铛舞《新年好》、四胡二重
奏《边防骑兵》等节目在阿尔山市温
泉街神泉社区接连上演，营造了喜庆
祥和的节日氛围……

春节前后，兴安盟委宣传部统筹
各地宣传部、文联、文旅体局，举办了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岭上兴安‘文’
暖北疆”2024新年文化惠民活动，让
广大群众过足了文化瘾，深深沉醉于
岭上兴安的文化年味儿中。

此外，兴安盟还因地制宜策划推
出了“艺术迎春 文润北疆”“春到万
家 福满北疆”“魅力非遗 多彩北疆”
等7大类80项文旅活动，吸引人们走
出家门、乐享春节，为百姓呈上一场
场年味儿浓郁、特色鲜明的春节文化
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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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春艳

2月17日凌晨，春寒料峭。
在包头西站，一辆辆货运列车在密

集的铁路线上穿行、停靠、分解、重组。
灯光下，一个长长的身影走走停

停、细细巡视，他就是呼和浩特铁路公
安局包头公安处包头西车站派出所民
警哈日夫。

包头西站是全国铁路49个主要编
组站之一，服务着周边 18个大型厂矿
钢企，日均办理辆数超过 9000 辆，是
中欧班列这支“钢铁驼队”运行的重要
节点，煤炭、钢铁、石油、粮食等物资经
此送达全国各地。

为确保重要物资运输安全，哈日

夫和同事们全天候、不间断地巡查，从
车门捆绑、加固情况，到重点部位的消
防安全以及铁路行车设备运行状态，
都要全面细致地检查，及时消除安全
隐患。

早晨到岗后，哈日夫来到包头西
站调度指挥中心，向工作人员了解当
天的列车编组情况，特别是中欧班列
运行、更换机车时间等，以便对全天工
作进行安排。

“今天上下行一共编组 8462 辆，
一天24小时基本都有，主要是集中在9
点以后，下行那边更繁忙一些。”调度指
挥中心工作人员向哈日夫通报。哈日
夫随后赶往下行列车编组的关键位
置——“驼峰”作业点，逐一提醒工作人
员规范作业，提高警惕性和安全意识。

“哈警官专门找到事故照片警示
大家，慢慢地，我们都明白了他的良苦
用心，打心眼里感谢他。”“驼峰”工区
辛师傅深有感触地说。

列车编组巡查完成后，哈日夫又
细心查看车辆是否被扒乘、集装箱是
否有破损，提醒工作人员多加注意。
尽管包头西站已经连续11年保持站区
治安平稳有序，但每次巡逻，哈日夫还
是会格外留心可疑人员和物品，防止
发生意外。

“我父亲也是一名铁路警察，当年
就是在追捕盗窃犯罪嫌疑人时不幸牺
牲的。”36年过去了，父亲孟智的形象
在哈日夫心中却越来越清晰。孟智烈
士与拒捕的犯罪分子英勇搏斗壮烈牺
牲时，哈日夫年仅 5岁。长大后，哈日

夫追寻父亲的脚步，也加入了铁路公
安队伍。

参加工作以来，从包头东车站派出
所到包头西车站派出所，哈日夫积极面
对从客运站到货运站工作职责的转变，
勤学苦练，从一个车钩、一节车皮开始
学起，铁路常识、隐患排查、消防检查、
反诈技巧等逐一掌握，足迹遍布辖区的
每一个角落，一双崭新的作训鞋不到两
个月就让他走得面目全非。

“有时也会觉得累，但每当这时
候，我就会想到父亲，只有像他一样做
一名无私奉献的好警察，才是纪念父
亲最好的方式。”作为英雄的儿子，哈
日夫坚持扎根一线，默默奉献，守护着
祖国铁路大动脉的安全，将温暖送到
千家万户。

守 护 铁 路 大 动 脉 的 安 全

老贺家的“家庭春晚”开场了。 陈佳男 摄

2 月 22 日，参加比赛的选手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的舞台上展示舞蹈技艺。当日，由呼和浩
特市玉泉区文体旅游广电局承办的“舞动北疆·2024玉泉区首届舞林大会”在呼和浩特市举行。活动共邀请了 7支街舞
团队、122名选手参与，旨在为体育健身爱好者搭建交流展示的平台，展现市民群众精神昂扬、朝气蓬勃的时代风貌。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舞林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