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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呼和浩特新春文化庙会火热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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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不断优化提升不动产登记服务水平

美食飘香年味浓

做好“加减乘除”
力推经开区高质量发展

走基层新春

定格幸福！驻村干部为村民拍摄全家福
●本报记者 马妍

体验采摘乐趣 尽享“莓”好时光
●本报记者 刘沙沙

战友情！两位老首长“隔空敬礼”
●本报记者 阿柔娜

屏幕的两端，二老聊过去，聊现在，互敬军礼希望对方保重。

本报讯（记者 阿柔娜 通讯员 丁根
厚 李建华 于腾蛟）2 月 15 日，正月初
六。2024呼和浩特新春文化庙会在玉
泉区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火热开
幕。扭秧歌、划旱船、踩高跷等一系列
充满地方民俗气息的社火表演为市民
游客打造了一场传统文化视听盛宴，
整场活动汇聚本地特色民俗文化，非
遗文化艺术精彩纷呈，并与时俱进，引
入当代潮流的新内容，吸引年轻人的
目光。

咚咚锵、咚咚锵、咚咚隆咚隆咚锵……
上午九点，盛装打扮的演员们踏着欢
快的步伐一一登场，手拿着扇子、划着
旱船、举起烟袋和花伞，彼此默契配
合，夸张的动作和表情，让市民游客忍
俊不禁，前仰后合。骑马的人穿红挂

绿，脸上抹成戏里的丑角模样，女扮男
装的老者戴着礼帽墨镜逗趣表演，小
小“孙悟空”古灵精怪，赚足观众的眼
球……紧接着踩高跷、舞龙等队伍纷
纷出场，为大家奉上了一场活力四射
的表演。

市民郝伟说道：“每年我们家都会
来这边看演出，我感觉今年演出的规
模更大了，活动内容也更多了，既有传
统元素，也有一些新鲜玩意，不论老人
和孩子，都能体验到浓浓的年味。”

“今年的新春文化庙会除了传统
的社火表演，还有国风机甲巡游、‘吉
星高照’cosplay等，开幕式上还可以听
相声，赏歌舞，看二人台，为的就是让
广大市民感受到‘青城年味’的幸福美
好，欢乐多彩，欣欣向荣，从而进一步

讲好北疆故事、传播好北疆声音、阐释
好北疆特色、展示好北疆形象。”玉泉
区文体旅游广电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道。

国风机甲巡游队伍里，“关羽”“赵
子龙”“齐天大圣”“杨戬”几位角色炫
酷来袭，跟随社火队伍进行巡游，让年
轻人和孩子们赏最炫国潮风，过最潮
中国年；“吉星高照”cosplay队伍里演
员们个个画脸挂须、戴盔披甲、穿红着
绿、点额画眉，乔装打扮成故事中的人
物在彩旗、锣鼓簇拥下穿行在街道中，
瞬间将节日氛围拉满，他们随即出现
在市民游客身边向大家发送新春福
袋，内含小礼品、龙年金钞及惠民演出
卡，为大家带来祝福与好运。沿街游
玩的李女士和她的孩子收到了“财神”

派发的红包，孩子兴奋地蹦蹦跳跳。
“今年的活动形式非常丰富，我正拿着
手机拍视频记录，没想到突然发给我
一个红包，很意外。在新的一年里也
是个好兆头，希望大家都可以顺顺利
利，新年大吉。”

庙会开幕式文艺演出开始后，诙
谐幽默、让人捧腹大笑的相声，精彩
的舞蹈，红火的二人台等表演轮番上
演……一个个热烈且接地气的节目，
让年味儿更浓。同时，在阿拉坦汗广
场上开设饺子宴，市民游客可以现场
品鉴传统美食。饺子不仅是节日的

“符号”更代表着美满与团圆，热气腾
腾的饺子出锅，既能体验传统民俗文
化，又可以感受家的温馨与年味儿，使
大家暖心又暖胃。（精彩活动详见3版）

“这照片拍得真好，真的太感谢
你了。”2 月 14 日，在武川县大青山
乡五道沟村，70 多岁的温悦开心地
对驻村干部王潇风说。

看着小王送过来的照片，温大

爷说，“我今年 70 多了，老伴儿也是
快 70 了 ，当 年 我 们 见 一 面 就 结 婚
了，连张照片也没拍，那时候家里穷
啊，过年了都要四处借粮食，后来日
子虽然越来越好了，但是那会也不

时兴拍照片，一铺炕、一个空屋子，
一对人，就是一辈子。现在年龄越
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不好，如果不
是小王帮我们拍照片，我们俩一辈
子也没有一张合影。”

村民田锁柱一家，今年共有十
口人回家过年，平日里儿女有的在
武川县城生活，有的在呼市市区生
活，一家人也就过年这几天能聚在
一起。在得知村里有人给拍全家福
后，田锁柱特意跑到村委会询问：

“免费拍摄新春全家福是真的吗？
不是骗人的吧！”“爷爷，不是骗人
的，我是咱们驻村干部，就是来给大
家服务的。”王潇风笑眯眯地接上
话。

田爷爷开心地说，现在日子真
是越来越好了，全家福这曾经“高大
上”的稀罕物在家门口就有人给拍，
真得太好了。

在王潇风所拍的全家福中，记者
看到有的是统一的红色背景，有的背
景就是居民家的一面墙或者是一铺
大炕。对此王潇风介绍，“在朋友的

帮助下，我们在村委会搭设了一个简
单的摄影棚，身体行动方便的村民都
来村委会摄影棚拍摄，而一些高龄老
人和身体不便的村民，在村支书的带
领下，我会上门拍照。”

“自从向村民们发布这个消息
后，最近陆陆续续给十多户村民拍
了全家福，很希望这些照片能早点
送到村民的手里，让人们再次外出
打工上班时，包里都带着这张全家
福，但是因为整个拍摄和洗片的过
程只有我一个人，所以送得有点慢，
现在村里很多人都已经走了。”王潇
风说。

“过了初五，村子里的人已经越
来越少了。好在这个春节还是为很
多家庭留下了阖家团圆的景象。希
望这些普通的照片能在这个春天，为
这些家庭带去一丝温暖。”王潇风开
心地说，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
为村民留下团圆的照片，也呼吁更多
的摄影朋友可以在节日里，深入到农
村、社区为村民和各行各业坚守岗位
的人们留下温暖的一瞬间。

两 位 老 人 颤 颤 巍 巍 地 举 起 右
手，难掩激动之情互敬军礼，这感人
一幕发生在近日内蒙古军区休干系
统一场特别的“视频会面”中。

屏幕的两端，一位是 97 岁的内
蒙古军区第四干休所梁育秀老首
长，一位是 91 岁的包头干休所高敖
扎布老首长，翻看履历，原来他们曾
在原北京军区某守备师朝夕相处、
并肩战斗。高敖扎布老首长介绍
说：“我在师医院任副院长、院长的
时候，梁育秀正是我的师政委，在一
起工作十余年，我们结下了很深的
战友情……”

积极主动创造机会，让曾经的
老战友相见重逢、畅叙情谊，这是内
蒙古军区休干系统用心用情、精准
服务的又一暖心之举。紧密结合老
首长身心实际，内蒙古军区政治工

作局指导第四干休所、包头干休所
认真筹划、精心准备，现场布置突出
春节喜庆氛围，设备调试考虑老人
听力情况，正式对话前，工作人员一
遍又一遍耐心细致地测试，最终确
保了两位老首长“畅谈无忧”。

不仅如此，工作人员还邀请曾
在该守备师工作过的第二干休所退
休老首长王印清来到现场，回眸从
军岁月，难忘战友情深，让这场“云
端相会”情真意切、暖意融融。

“好好活，慢慢老；活到九十九，
还要往前走！干休所为我们提供这
么好的条件和环境，我们更要保重
身体，珍惜生活，积极发挥余热！”视
频 结 束 前 ，梁 育 秀 老 首 长 动 情 地
说。这次“隔空”的敬礼，饱含了浓
浓的战友情，更蕴含着传承与赓续，
承载着勉励与奋进。

初春时节，走进新城区百鲜现代
农业园的草莓大棚，一股暖意扑面而
来，一排排绿色的草莓秧苗绵延至大
棚尽头，一颗颗鲜红的草莓点缀其中，
大棚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和草莓的香
甜。

新城区百鲜现代农业园位于呼和
浩特市新城区讨思浩村，是大青山前
坡的村庄，也是呼和浩特二级水源保
护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让该村成
为草莓种植“明星村”。“咱们这儿一共
有394个大棚，每个大棚能产出五六千
斤草莓，草莓品种以酸甜适中、汁水丰
盈的红颜草莓为主”，工作人员李敏笑
着说。

随着采摘基地的发展壮大，在新

春佳节，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带着亲朋
好友一起到大棚摘草莓，体验农事之
乐。在采摘大棚里，一位小朋友已经
迫不及待地将刚摘下的草莓放进嘴
里，边吃边说着：“好甜呀！”

一颗颗成熟的草莓被放到一个个
筐里，经过车间统一处理之后，销往北
上广。采摘工人张阿姨告诉记者：“我
家就是附近的，趁着放假期间没什么
事儿，出来摘草莓补贴家用。”

鲜甜的草莓，承载的是农业生产
企业发展壮大的成果，是成百上千当
地农民参与现代农业规模化种植的丰
收喜悦，农业科技种植基地的发展已
真正成为振兴乡村、富民利民的有力
支柱。 采摘工人和市民正在摘草莓。

王潇风为村民拍摄的全家福。

本报讯（记者 祁晓燕）吃美食，是
过年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春节假期，
首府各地喜庆热闹人气旺，美食飘香
年味浓。除了在家中自制美食感受年
味外，很多市民走出家门，带着假日的
轻松，尽情徜徉在美食的世界中，在烟
火气中享受多彩生活。

烧麦、奶茶、莜面、炖羊肉……这
些记忆中的家乡美食在别具意义的团
圆时刻又多了一份暖意。记者在走访
中发现，无论是亲人聚餐还是好友聚
会，传统的美食必不可少。上午十时
许，位于玉泉区兴盛街的几家烧麦馆
人气爆棚。在一家名为老绥元的烧麦
馆内，记者看到食客们正围坐在一起，
一边聊天叙旧，一边品尝热气腾腾的
烧麦。一位正在点餐的顾客表示，虽
然现在美食多得让人眼花缭乱，但是
烧麦依然是留在心底挥之不去的美
味。

春节假期，紧邻塞上老街的美食
巷热闹非凡，这里汇聚了各式特色美

味，蒙餐、冰糖烤梨、草原大肉串、臭豆
腐、烤猪蹄、老北京爆肚、鸡翅包饭等，
让人食指大动、垂涎欲滴。食客们在
这里选择他们青睐的小吃，或边吃边
逛，或坐下品尝，享受着美味停留在舌
尖的欢畅，幸福感爆棚。放眼整个小
吃街，古色古香的美景伴着沁人心脾
的美食，阳光和煦，人们悠闲自在，一
派喜气洋洋的新春氛围。慕名而来的
市民周晓梅说：“春节假期对于她来
说，最主要的意义就是休息、放松、享
受，能品尝到这么多的美食，自己心满
意足，是美食让这个春节充实而多
彩。”

民以食为天，这个春节假期，因为
有了佳肴、美食的陪伴，年味更加浓厚
温馨。夜幕降临之后，首府各大商圈
的美食区更是灯火通明、人头攒动，琳
琅满目的各种小吃、美食吸引了众多
市民和游客前来品尝和打卡，大家在
舌尖上的美味中体验中国年的变化，
也感受着新时代生活的缤纷与美好。

本报讯（记者 宋向华）优化引
导服务、升级硬件设备、增设法律
咨询窗口、建设智慧自助办理区、
全力推进“同城化”协作……近日，
市自然资源局开展“借鉴经验促提
升、打造新城示范大厅”行动，不断
开拓不动产登记新格局。

期间，市自然资源局通过升级
改 造 预 约 取 号 系 统 ，实 现 老 、病 、
残、孕、军等即来即办；将 24 项不动
产 登 记 高 频 业 务 的 办 理 要 件 、时
限、收费标准等内容在服务大厅电
子屏循环播放；分区域增设广告机
等设备，介绍该区域办理业务类型
等内容；升级微信公众号，使群众
预约更便捷，理解更清晰。增设两
台自助发证终端，提高发证效率；
对 130 余台老旧计算机安装固态硬
盘、增加内存，提升业务办理效率；
增设法律咨询窗口，由律师和业务
骨 干 值 守 ，实 时 解 答 群 众 相 关 问
题；落实服务带班制，制定不动产

“走在前、作表率”便民服务值班制
度，相关包联副主任、大厅负责人

周六、日延时服务时必须在岗，不
动产登记中心主要负责人每周轮流
下沉服务大厅，为企业、群众纾难
解困。

同 时 ，加 强 培 训 提 高 服 务 能
力。每日对当天疑难问题进行研讨，
理清思路、找准方向、推动解决；每周
四邀请法律顾问剖析典型案例，提高
防范登记风险能力；业务组工作人员
定期轮岗学习，提高业务服务水平，
培养精通全业务的工作人员。建设
智慧自助办理区，合理规划大厅现有
空间，增加设备终端，建设扫描复印、
信息查询、打印证书一体化空间，打
造科技赋能、舒适便民的自助办理业
务区域。全力推进“同城化”协作，呼
市、包头市不动产登记高频业务实现

“异地受理、异地缴税、异地发证”，为
进一步推动“呼包鄂乌”四城通办及

“京津冀晋蒙”五省区通办打下坚实
基础。同时，通过售楼部远程终端线
上读取身份证件和手机缴费，即可自
助办理房屋转移登记业务，让“数据
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本报讯（记者 宋向华）2023 年，
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金融
局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做好“加
减乘除”四则运算，为经开区高质量
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一是做好“加法”。紧紧围绕经
开区全年公共财政收入目标，采取有
力措施，积极组织财政收入，全年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首次突破 20亿元大
关，累计完成 206116万元，同比增长
25.52%。在推动财政收入快速增长
的同时，积极与上级财政部门争取资
金，及时拨付各项民生和重点项目建
设资金，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累计
完成 138841 万元，教育、科技、社会
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城乡社区等
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

二是做好“减法”。一方面，坚
持将过紧日子作为预算管理的基本
方针和“小钱小气、大钱大方”的理
念，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严格控
制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经费支出，
切实压减非重点非刚性支出，确保
把有限的资金用在保工资、保运转、
保民生上。另一方面，全面落实好

国家减税降费政策，把该减的税减
到位、把该降的费降到位，以政府收
入的“减法”，换取企业效益的“加
法”和市场活力的“乘法”，让减税降
费的“真金白银”切实惠企利民。

三是做好“乘法”。累计拨付历
年 招 商 引 资 优 惠 政 策 兑 现 资 金
10999万元、新出台的优惠政策兑现
资金 14087万元，科技及产业类专项
资金 7147 万元，充分发挥财政资金
的规模效应和集约效应，全力打造

“政策优、成本低、服务好、企业满意
度高”的优质营商环境，支持园区企
业在科技创新上“走在前”，加快推
动重点产业研究攻关和成果转化，
用实际行动助力企业持续做大做
强，更好推动经开区全方位高质量
发展。

四是做好“除法”。坚持统筹高
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持续推进债
务化解，采取预算安排、债务重组和
盘活企业资产等多种措施，有效化解
经开区政府隐性债务，指导国有企业
化解经营性债务，切实防范化解了债
务风险。

熬制奶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