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心协力 建设幸福家园

最近，家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玉泉区荣康小区的居民，纷纷在朋友圈晒

出刚改造完成的小区照片。

退休居民王俊武介绍，小区改造之前，

“路面坑坑洼洼，特别是雨天，得踩着砖头

跳着走。”如今，道路平整干净，下雨后地

面几乎没有积水。走进外挂式电梯，王俊

武笑着说：“老年人腿脚不便，安了电梯，

买菜遛弯都容易多了，有急事也不会耽误

时间。”回到家里，王俊武准备做晚餐，“原

来我们家的自来水水流很小，小区改造完

成后，水压大了，生活方便多了。”

几个月前，改造工程准备开工时，王

俊武曾是反对者之一，“当时，社区工作人

员上门说，要把我们的私建房拆掉，我不

同意拆。”玉泉区社区办工作人员朱宁介

绍，“老旧小区改造如果沟通不到位，政策

解读不清楚，群众看不到实惠，就会有反

对声音。”

“那段时间，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常

来，给我们展示规划图，说明私建房拆除后

的地方将进行绿化硬化、安装健身器材等，

还带我们去参观改造过的小区。就这样，

大家不仅同意拆除私建房，还主动跟工作

人员说想把小区改造成啥样。”王俊武说。

从“不让改、不想改”，到“我要改、这

样改”，老旧小区改造工程为呼和浩特市

居住在老旧小区的 27 万户居民提升了幸

福感。目前，呼和浩特市累计投入资金

53.46 亿元，综合改造小区 1972 个（次），面

积达 2700万平方米，惠及群众 41.69万户。

“ 小 区 改 造 工 程 好 ，政 府 保 障 操 心

少。老房有了新面貌，都夸党的好领导。”

荣康小区的居民有感而发。王俊武说：

“大家都愿意爱护这个‘新家’，让它一直

美下去。”

呼和浩特市

老房换新颜 生活更加甜
本报记者 陈沸宇 翟钦奇

一大早，就职于内蒙古自治

区包头市一家建筑企业的张广东，

就带着厚厚一摞材料来到石拐区政

务服务大厅，给公司建设的小区办理

居民产权业务。

张广东来到大厅，志愿者立即上前询

问，得知办理的业务量大，将他引到绿色通

道。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从税务窗口到不

动产窗口，全套业务很快就办好了。

“从今年 2 月起，政务服务大厅开始实行

双休日、节假日‘不打烊’，方便群众办理业

务。”石拐区政务服务大厅工作人员介绍。

今年以来，包头市区两级多个部门都推

出了 365 天“不打烊”服务，企业可在假期办

理业务，一系列举措大大提升了群众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

包头市还在全市组建“1+10+N”企业

微信群，帮助企业解决了不少问题。群里有

所在地区主要领导、各级职能部门负责人以

及企业负责人。企业遇到困难在群里提出，

各部门负责人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实时反馈，

主要领导全程监督。“前段时间，我们公司急

需贷款用于发展生产，在微信群里反映情况

后，很快就得到协调，及时解决了企业融资

难的问题。”当地一家企业负责人陈雅说。

近年来，包头市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加

快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全面压减审批手续、

环节，缩短审批时间，企业新开办时间压缩

至 1 天以内，刻制印章、申领发票、社保医保

登记、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只需 0.5 个工作

日即可办结，努力做到审批少、服务好、速

度快。

包头市

便民有实招 服务暖人心
本报记者 丁志军 翟钦奇

牧民乌仁其木格生活在内蒙古自治

区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沙地的东南边缘

处，她的家乡在西乌珠穆沁旗乌兰哈拉嘎

苏木。乌仁其木格是西乌珠穆沁旗人大

代表，她是一名致富带头人，也是将治沙

付诸行动的生态建设带头人。

“小时候，这里虽然也是沙地，但基本

上都覆盖着适合当地生长的植物，没有流

动沙丘。”站在自家草场与裸露沙地的接

壤处，她回忆道。

后来，随着养殖规模越来越大，以及

部分牧民过度放牧，破坏了本就脆弱的沙

地草原生态。

牧民赖以生存的草原生态不堪重负。

乌仁其木格率先将家里的 200 只山羊和

300 多只绵羊卖掉，换回了 80 头西门塔尔

牛，“牲畜总数少了，对草场的压力也小了，

饲养 1 头牛的效益能抵得上 6—8 只羊，无

论是经济账还是生态账，都稳赚不赔。”

她还购买了草籽，在自家草场范围内

的 50 亩裸露沙地上试种。每年春季，盟

里会进行不少于 30 天的季节性休牧。乌

仁其木格借此机会，将 50 亩沙地一次性

围了起来。

“起码 5 年内不能让牲畜进入，还要

在边缘地带栽下灌木，形成沙障后，再种

植小叶锦鸡儿等固沙植物，逐步恢复生

态。”乌仁其木格不断探索治沙妙招。

在锡林郭勒草原上，像乌仁其木格一

样的牧民不在少数。正是在他们的努力

下，内蒙古在建设我国重要农畜产品生产

基地和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的道路上实现着高质量发展。

2020 牧业年度，锡林郭勒盟牲畜存栏

数较“十二五”末压减了 236万头（只），压减

幅度达到 15%，基本实现草畜平衡的同时，

全国肉羊优势区、特色肉牛产业带已初具

规模。与之相匹配的是，全盟草原植被盖

度平均达 46.78%，草群结构趋于优化、草地

生产能力明显提升，平均亩产干草量较 20
年前提高了 50%左右，达到 60公斤，草原沙

化退化呈现“总体遏制、局部好转”的局面。

锡林郭勒盟

荒地变草原 治沙更致富
本报记者 丁志军 张 枨 本报通讯员 巴依斯古楞 一早，68 岁的李喜春就拉着一车青草

回了家，粉碎青草、三轮送料、铁锹填料、喂

养牛群。

李喜春家住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突泉

县赛银花村，是当地的脱贫户。“年纪大了，

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成了贫困户，也不敢

去左邻右舍串门，生怕别人以为我是去借钱

的。”回忆过去，李喜春有些无奈。

为帮助李喜春家脱贫致富，旗里给了 2
万元产业发展资金，李喜春购买了 2 头西门

塔尔母牛。然而，他心中曾一直有个担忧，

“要是扶贫工作结束了，村里把这扶贫牛收

回去了，我以后可咋办？”

脱贫攻坚过程中，有类似想法的贫困户

不在少数。为此，突泉县要求，获得扶贫资

金的贫困户都与村委会签订扶贫资产确权

书，明确扶贫资产归贫困户本人所有，产生

的后续效益也都由贫困户本人受益。同时，

还要签订扶贫资产承诺书，贫困户承诺不随

意出售处理扶贫资产。如今，村委会里的一

本本扶贫资产管理账本，记录着每一笔扶贫

资产的详细情况。

“自打签了扶贫资产确权书，知道这牛

就是咱自己的，饲养得更细心了。”李喜春

笑道。如今，他家的扶贫牛已从最开始的

2 头发展到了 12 头，同时依托政策，领养了

20 只小尾寒羊，也产生了 5 万多元的经济

效益。

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突泉县创新扶贫

资产管理模式，从县级扶贫企业的资金流

动，到养牛合作社的资产变化，再到村民家

中的牛羊买卖，对每笔扶贫资产的去向都能

了如指掌，对每次增值都能心中有数。

截至目前，突泉县共形成扶贫资产近

16 亿元，到户产业从无到有、主导产业从弱

到强、村集体经济从小到大，扶贫资产像“滚

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不但为脱贫攻坚工作

“续航”，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充沛动力。

兴安盟

帮扶有资金 发展显实效
本报记者 张 枨 翟钦奇 本报通讯员 李健萍

周末，家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

沁区民航社区的张淑贤老人家里格外热

闹，和面、洗菜、切菜、剁馅……老人和社

区工作人员、志愿者们有说有笑。不一会

儿，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了桌，大伙儿围

坐在一起吃饺子、唠家常。

年近 90 岁的张淑贤，早年从满洲里

迁居通辽。多年前老伴去世，她一人独

居，社区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便经常上

门看望。逢年过节，大家带上饭菜，到老

人家中陪着吃饭聊天。

“ 我 们 社 区 共 有 居 民 1371 户 ，有 汉

族、蒙古族、回族、满族、达斡尔族等 9 个

民族的居民生活在这里。”民航社区主任

霍岩介绍，“大家彼此尊重、相互包容、和

睦相处，就像一家人。”

为了让社区成为各民族居民和睦相

处、幸福生活的大家庭，社区党员干部和

志愿者走访居民，结对子、交朋友，及时帮

助各族群众解决生活中的困难。

“曾租住在社区的蒙古族居民宋娜

仁格乐日子过得紧，还要供两个孩子上

学，社区帮她家申请了最低生活保障和

廉租房。搬走好几年了她还经常回来看

老邻居。”说起社区群众互助互爱的事，

社 区 工 作 者 包 红 云 如 数 家 珍 ：“ 锡 伯 族

居 民 许 洪 军 家 住 一 楼 ，搭 建 了 简 易 阳

台。他发现影响到了楼上邻居，立马拆

除……”

在社区这个大家庭里，邻里节、文化

节等活动也丰富多彩。社区组织居民成

立了文艺队，编排民族歌舞。每逢节日，

社区还会开展文艺演出，各族居民同吃一

桌饭，同唱一首歌。

“平日里，谁家煮玉米、包粽子，都会

给邻居家送上一份，大家相处得十分熟

络，有这样的好邻居，不少居民都舍不得

搬家。”霍岩说。

通辽市

社区乐融融 各族一家亲
本报记者 丁志军 张 枨 本报通讯员 管 炜

天还没亮，牧民尼玛就早早地起床，步

行几公里，来到边境线上开始巡视。

尼玛今年 75 岁，1971 年到内蒙古自治

区阿拉善右旗恩格日乌苏嘎查当民兵并担

任边境线护边员。那时刚刚 25 岁的尼玛没

有想到，她会在这段边境线上坚守整整半个

世纪。

尼玛还记得来到这里的头一年，夜

晚站岗时不能生火，也没有保暖的手

套，“整个冬天，我都没有脱过大衣。”

作 为 一 名 母 亲 ，尼 玛 也 曾 面

临 抉 择 ：孩 子 到 了 上 学 的 年 纪 ，

当初一起驻守的其他牧民家庭

有 些 都 离 开 了 …… 最 终 ，尼

玛 选 择 了 留 下 ，“ 祖 国 边 疆

总得需要人来守护，作为

一 名 党 员 ，我 要 兑 现 当

初 的 承 诺 ，守 好 这 段

边境线。”

戍 边 的 苦 ，

除 了 恶 劣 的 环

境 ，还 有 难

以 忍 受 的

孤寂。“最近的亲戚在 200 公里以外，最近

的邻居也相距 90 多公里。有段时间，这里

只有我们母子俩，我是‘连长’，儿子是‘小

兵’。我和儿子哈达布和白天放牧守边，晚

上听收音机、讲故事、猜谜语。”回望过去，

尼玛语气平静。

在母亲的感召下，哈达布和与妻子敖登

格日勒接过了守边“接力棒”。“额吉（妈妈）

腿脚不灵便了，我们要陪着她继续守护好这

片边境热土。”哈达布和说。

如今，边境线上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尼玛一家人从毡房搬进了坚固保暖的房子，

用电、用水、通信都十分便捷，医疗条件也更

完善了。一家人在巡边之余，还养了骆驼和

羊，有了稳定的收入。今年年初，尼玛家里

还接通了无线网络。

尼玛的年纪越来越大，但她还是放不下

那段边境线。天气好时，她就和儿子一起去

边境线上走走看看，“这段路我走了 50 年，

以后你们还要继续走下去。”

在漫长的边境线上，还有许许多多如尼

玛母子一样义务戍边的牧民，为了祖国边疆

的安宁默默无闻地奉献着。

阿拉善盟

戍边半世纪 接力守家园
本报记者 翟钦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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