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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肖璐

从出门“一身土”“两腿泥”到村村通柏油路；从面
朝黄土背朝天到全程机械耕作；从助老餐厅到送餐上
门……75年来，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赤峰市城市面
貌日新月异，农民收入节节攀高，幸福日子风生水起。

在林西县新城子镇七合堂村，一颗颗小红灯笼
似的果子饱满鲜艳，令人垂涎欲滴。村党总支书记
邓爱军正在招呼前来采摘的游客。

“我们村有沙果、锦绣海棠、吉红123等 10多种
果品，果皮薄、果肉脆，很受欢迎。”邓爱军高兴地说，

“依靠小野果，我们的荒山变绿了，钱包变鼓了，日子
变好了，村子变美了，老百姓越来越幸福了。”

眼前让人流连忘返的“花果村”，30多年前曾是
出了名的穷山沟。

披荆斩棘，风雨兼程，30年来，镇村两级持续不断
探索，“小野果”进入视野。从第1棵到230多万棵，从第
1亩到4.2万亩种植面积，从最初10户到如今的2000多
户农民参与，培育“内蒙古野果”品牌，拓展林果产业链，
建成集果蔬培育、收购、保鲜、加工、销售为一体的果蔬
产品集散园区，荒山蝶变“花果山”，野果变身“致富果”。

“开饭啦！开饭啦！”国庆节中午 11点，城南街

道学府花园小区“爱老助残”餐厅迎来了一天里最热
闹的时候，老人团团围坐在桌子旁，一边吃午餐一边
唠家常。香菇炖鸡，虾仁炒蛋，包菜粉丝……每天三
菜一汤，还有水果。

“餐厅价格便宜、离家近、饭菜香。想想我们小时候
吃上一顿饱饭多不容易，再看看现在，想吃啥就有啥，甚
至还有人做好了端到跟前。”68岁的刘桂荣高兴地说。

通过采用“社区引导+市场化运作”模式，林西县将
小区闲置物业用房打造为暖心餐厅，与爱心餐饮企业、
养老机构“共治共建”保障日常运行，为社区居民提供
安全、实惠、专业的就餐服务。“我们的菜品会根据季节
提前一周定制，保证每周每日的饭菜不重样，而且均以
软烂和易消化为主，让老人吃得放心、开心。”学府社区

“爱老助残”餐厅负责人臧凤丽说。
截至目前，林西县已有11家爱心满满的社区食堂，针

对65岁及以上老年群体给予就餐补助，为残疾人家庭、空
巢老人、失能半失能老人等特殊群体提供免费送餐服务。

赤峰市注重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人均收入不断
增加。2023年，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308
元，比1949年增长361.4倍，农村牧区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实现17871元，比1949年增长363.7倍。75
年来，赤峰以看得见的惠民之举、摸得到的利民之措，
让人民群众幸福指数不断攀升。

□本报记者 高敏娜

“现在我们的生活变化太大了，搁以前根本就不
敢想。往大了说，国防、医疗、交通、教育全面发展，
往小了说，就这桌上的水果，以前哪有这么多品种，
国家强盛了，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了。”提起这些
年生活的种种变化，家住兴安盟乌兰浩特市铁西街
钢花社区的老党员黄绍先感慨不已。

从每个月工资34.5元到退休金5000多元；从一
家老小挤平房到住上舒适的楼房；从生产一线的工
人到社区里颇有威望的“五老”网格员……出生于
1949年的黄绍先为自己是共和国同龄人而感到骄
傲，生于一个伟大的时代，跟随着新中国一起成长，
个人小家和国家紧密相依，一步步走向幸福生活。

黄绍先 12岁时与母亲从吉林省来到兴安盟定
居。“那时候这里都是土路，路两边是庄稼地，在车站接
站的都是马车、驴车。”黄绍先说，他在乌兰浩特市上小
学时，冬天教室没有暖气，他每天到班级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点起炉子。提起艰苦的求学生涯，他记忆犹新。

中学毕业后，黄绍先来到兴安盟科右前旗巴日嘎
斯台乡吗呢吐村插队，随后进入乌兰浩特钢铁厂（今敬
业集团内蒙古乌兰浩特钢铁厂）工作。“我在乌钢食堂
烧过水、干过零活，在铁矿卫生所烧过炉子，参加培训
后还当了一段时间赤脚医生。”黄绍先说，1973年，他
被分到乌钢轧钢分厂，在生产一线从事调度工作。

“我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2009年退休。”提起
在轧钢分厂工作的那些年，黄绍先滔滔不绝，“开始
的时候，需要工人们抬着钢材送到各生产环节，工人
累效率还低，后来，逐渐发展到机械化生产，工人轻
松了，产量也提升了。前段时间我在新闻上看到乌
钢又有新的生产线投产了，你说这变化多大。”

1976年 2月 17日，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黄绍
先成为一名共产党员。1981年，他与来自突泉县的
侯丽华相识相知，喜结连理。婚后，侯丽华也进入乌
钢工作，夫妻二人共同奋战在生产一线。

“那时候我俩虽忙，日子过得有劲头。他工作认
真、乐于助人，在乌钢那些年，他从没误过班，平时积
极参加义务劳动，节假日也经常给同事替班，他在我
心里一直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侯丽华说。

如今，黄绍先与妻子早已退休在家，闲不住的他又
在社区担任了“五老”网格员。钢花小区开展外墙保温
工作，邻居老人生病住院，将家里钥匙交给黄绍先，他
便帮忙照看房屋，打扫卫生；楼栋更换单元门，他负责
联系房主，协调费用统一交给社区；社区开展志愿者服
务活动，他积极参与……黄绍先将满腔热忱倾注于社
区服务之中，以实际行动彰显了“桑榆”担当。

从 1949年到 2024年，75年风雨兼程、75年风
华如歌，作为共和国同龄人的黄绍先，见证了新中国
翻天覆地的变化，切身享受着国家发展带来的红
利。“国家越来越强盛，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咱
们中国人的生活肯定一代更比一代强！”黄绍先说。

□本报记者 宋阿男

“高炉生产昼夜不停，假期在岗早习以为常，看
着高炉稳定顺行，我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国庆假期，
对包钢集团炼铁厂6号高炉冶炼区域技术主管孙胜
杰来说，更多的是责任与坚守。

“夜班整体炉况怎么样？”
“要做好点巡检工作，特别要注意员工的精神状

态和身体情况。”
孙胜杰向白班工长详细询问上一班的生产情

况，并强调重点注意事项。孙胜杰告诉记者：“我们
需要细致观察，确保每位员工都能以饱满的精神状
态投入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生产的安全稳定顺
行。”

深入了解生产情况后，孙胜杰便迅速开始制定
当日高炉作业指导书，为工长提供清晰的操作指
南。随后，他便手持风口镜快步走向6号高炉风口，

逐一检查30个风口。孙胜杰的眼睛紧贴镜面，仔细
观察风口内部，评估炉温趋势及下料情况。紧接着，
他又来到6号高炉出铁场，熟练地取出铁水样，低头
仔细观察，他的身影与火红的出铁口相映生辉。

岁月在孙胜杰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但他的
眼神依旧明亮，充满对未来的期待。孙胜杰说：“今年
以来，6号高炉产量多次打破日产及月产纪录。我将继
续带领班组成员，创造更优异的成绩。”

包钢集团党委宣传部部长崔翼表示，70年来，
包钢集团累计产钢 3亿吨,有力地支持了国家重点
项目建设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现在包钢集团具备
1750万吨铁、钢、材配套能力，涵盖12400个钢种和
规格，出口6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品应用到鸟巢、大
兴机场、“中国天眼”、三峡工程、青藏铁路等国家重
点项目。70年来，包钢集团资产总额由国家最初投
资的24亿元滚动发展到2200亿元，上缴税费1600
多亿元。2023年上缴税费超110亿，占自治区国资
监管企业的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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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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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

村民脸上洋溢着快乐村民脸上洋溢着快乐。。

□本报记者 李玉琢 李新军 通讯员 李永建

进入深秋，地处祖国北疆的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
市蒙兀室韦苏木天气渐凉。作为“中国十大魅力名
镇”，这里的浓重秋色和界河风光，吸引着天南地北游
客的目光。

“您好！欢迎您到蒙兀室韦苏木旅游度假，请一
定要注意，这里属于边境地区，禁止在边境线上放飞
人机。”节日期间，在蒙兀室韦这个特色小镇，总少不
了移民管理警察这道靓丽的“风警”。

蒙兀室韦苏木位于大兴安岭北麓、额尔古纳河
畔，与俄罗斯涅尔琴斯基扎沃德区的奥洛契隔河为
界。这里四季分明，景色如画，地广人稀，在常住的
1000多人口中，大部分是俄罗斯族。

近年来，蒙兀室韦苏木依托自身地理及人文优
势，积极打造包括田园风光、景观农业、边境民俗等在
内的旅游综合体，发展生态旅游，逐步成为呼伦贝尔
热门旅游地。

如何为景区保驾护航，让广大游客在室韦度过一
个快乐、祥和、安全的国庆假期？

室韦边境派出所按照“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实之
又实”的总体要求，精心制定安保方案，科学调配执勤
警力。特别是对奥洛契公园、界河游船码头、蒙兀室

韦苏木网红打卡地等人流密集的景点，派出所严格落
实武装巡逻、亮灯巡逻、夜间巡逻等措施，提高街（路）
面见警率、管事率，确保游客遇到问题第一时间妥善
解决。

“我当时急死了，很担心背包找不回来了，多亏
了咱们派出所民警，他们太辛苦了，很感谢他们。”9
月24日晚，山东游客李女士在奥洛契庄园游玩回到
宾馆后发现，自己与同车的另一位游客拿错了背
包。情急之下，李女士跑到室韦边境派出所报警求
助。

游客多、旅店多，另外一名游客是谁？他是否已
经离开室韦？接警后，副所长姚东升立即安排两名民
警一边联系奥洛契庄园工作人员调取视频监控，一边
向各巡逻组发出消息。两小时后，另一名游客被找
到。

“我当时也大意了，我也在找她，我住在临江屯
里，我本来打算明天早上把书包送到派出所，到时候
换一下。”通过派出所民警的连夜寻找，两名游客的

“烦恼”终于被解决。
在姚东升看来，帮助游客找东西、找人，只是一起

较为普通的警情。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他们主要
做好“三件大事”：保持景区道路畅通有序，维护社会
治安和谐稳定，快速高效处理矛盾纠纷，让游客在室
韦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国庆假期。

民有所呼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我有所应

村民运输内蒙古野果村民运输内蒙古野果。。

林西县林西县““爱老助残爱老助残””服务暖了服务暖了
居民的居民的心心。。

村民合影留念村民合影留念。。

假期安保巡护假期安保巡护。。

包头

闲不住的黄绍先担任闲不住的黄绍先担任““五老五老””网格员网格员，，以以
实际行动彰显实际行动彰显““桑榆桑榆””担当担当。。

□本报记者 郭奇男

午间时分，两辆装扮得十分喜庆的公交车缓缓
驶入集宁区马莲渠乡和白海子镇，早早等候在村口
的村民，脸上洋溢着笑容，迫不及待地踏上公交车，
开启一场“我看身边新变化”之旅。

一踏上公交车，村民就被一股浓郁的节日气息
所包围。车厢内，五星红旗高高挂起，“热烈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周年”大幅海报让人眼前一
亮。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展现乌兰
察布市集宁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营造爱党爱国
爱社会主义的浓厚社会氛围，集宁区委宣传部联合
相关部门开展了“我看身边新变化”活动。

活动邀请了集宁区马莲渠乡和白海子镇的 50
余位村民，共同走进云朵嘎查·巴尔湾牧场民宿、内
蒙古兰格格乳业有限公司、集宁战役纪念馆等地，实
地感受家乡在民生保障、城区建设、生态环境等方面

日新月异的变化和发展成就。
“以前这就是个石头山，现在建设得多好呀！”

“越看越开心，越转越觉得这个变化真大啊。”公交车
沿着规划好的路线，穿梭在集宁老街巷和新城区，载
着村民看高楼平地起，赏公园美景，体验家门口的养
老餐厅。一路上，村民透过车窗欣赏着沿途的风景，
有说有笑地谈论着家乡近年来的变化，分享着各自
的喜悦，高兴之余还在车厢内唱起了红歌。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嘹亮的歌
声在车厢内回荡，村民用歌声表达着对祖国的热爱
和祝福，氛围也变得更加热烈和欢乐。

“以前的农村都是土路、土房子，现在的农村还
搞起了旅游业，建起了民宿，确实变化很大，我们现
在的日子越过越好了，希望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看到农村也可以发展旅游业，村民曹斗河高兴地说。

午间的阳光透过车窗，洒在村民的笑脸上，也洒
在了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通过此次活动，不仅
让村民更加了解家乡的发展变化，也激发了他们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欢乐大巴欢乐大巴 喜看变化喜看变化

乌兰察布

□本报记者 薄金凤

清晨 5 点，天边刚泛起鱼肚白，巴彦淖尔市
乌拉特后旗呼和温都尔镇乌兰哈少嘎查山脚下
几间平房透出点点光亮，旁边的五星红旗随风
飘扬。

简单洗漱后，吃过早饭，6点不到，任二换就上
山了。“有一批小树，得去修剪，再去生态修复现场
看看柠条生长情况。”他说。

任二换，今年 50岁，十几年来，他扎根荒山植
树造林，每天天不亮就上山，忙到天黑才下山，带
领家人在乌兰哈少嘎查周边建成 2400 多亩生态
经济林。

在荒山中种树，起初，最基本的“打坑”和“灌
溉”都无法实现。任二换没有退缩，没土拉土，没水
打井，一棵又一棵，一亩又一亩，功夫不负有心人，
2010年，任二换种的树成活率达90%，得到了各级
林业部门的高度评价，并拨付专项资金，支持他大
力发展荒山原生种树种植。

“外地引进的品种成活率低，我发现野生酸枣

在山里生活率高，于是就开始嫁接改良酸枣树。”任
二换说，“野生酸枣仁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和保健价
值。经过嫁接改良后的酸枣仁，也能当作树种销
售。2023年，通过这两种方式，我的毛收入达到 30
余万元。”

这几年，任二换培育出荒山原生树种沙冬青、蒙
古扁桃、酸枣容器苗，完成了原生酸枣嫁接山西冬
枣、灰枣等食用枣技术试验，并用研发技术栽植 500
多亩蒙古扁桃等原生树种和1500多亩的改良枣林，
带领乡亲们一起种树致富。

任二换多次获评“农牧民致富带头人”“十佳科
技特派员”。2023年，他被聘任为“国家林草乡土专
家”。从乌兰哈少 2400亩的冲积扇再到 2.4万亩戈
壁草原，任二换的治沙之路依然在继续。

从防沙治沙与沙抗争，到从点沙成金，培育沙经
济，任二换探索出一条绿色生态链。一天的劳作之
后，任二换喜欢站在高处向下望，满山的树木在风中
摇曳。

“大伙儿都说，种树的日子辛苦，可这满山的绿
色，就是我们的财富，也是国家的财富。”任二换笑
着说。

荒山种树 扮靓家园

巴彦淖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