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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仕园中缘嘉仕园中缘：：
回归自然回归自然 寻一抹乡野好景色寻一抹乡野好景色

●本报记者 杨彩霞 文/图

嘉仕园中缘位于赛罕区嘉仕数智农场内，
依托嘉仕数智现代农场的自然生态环境以及
现代农业资源，这里规划建设了大棚区、多功
能活动区、公共餐饮区、创意展示区、打谷场、
花田打卡区+九曲花阵等区域，致力于打造集
自然探索、文化体验、生态教育、休闲度假于一
体的全方位旅游目的地，为市民游客提供了一
个虽在城市边缘，但远离喧嚣、回归自然、放松
身心的理想之地。

据工作人员牛玉英介绍，该园大棚区内种
植有新鲜水果、蔬菜及花卉等，可作为孩子们
研学的目的地。在这里，孩子们可以了解学习
农作物及花卉的种植、培育等知识。在多功能
活动区，设置了天幕、帐篷等，可满足游客露
营、野餐、娱乐等需求，同时游客也可以自带帐
篷搭建使用。

在创意展示区，牛玉英向记者介绍：“园区
利用大型帐篷不定时举办特色展览及体验活
动，目前正在开展‘三北’防护林摄影展，今后
还将以‘北疆文化’为主题，开展特色摄影展、
美术展等活动。同时不定期举办户外非遗体
验周等活动，游客来此可以体验剪纸、面塑、皮
画、漆扇等非遗项目。通过各类展览、活动的
举办，有形有感有效展示北疆文化的独特魅
力，让根植在祖国北疆大地上的非遗项目被大
家熟悉、得以传承。”

嘉仕园中缘还将“农耕文化+现代设施农
业”相结合，打造了农耕文化体验区。在这里
游客可以拿起农具，亲自体验、感受传统农耕
文化，理解“粒粒皆辛苦”的深刻含义……

据介绍，嘉仕园中缘今后将通过“嘉仕园
中缘+”的模式，与更多相关产业生态做有效连
接与融合，以丰富的内容和元素为项目带来市
场，形成叠加的经济效应，从而不断注入新活
力，提升综合效益，有效促进项目的可持续发
展，为市民游客提供更加优质、便捷、舒适的体
验。

本报讯“流动银行车进村办事真
是为我解了燃眉之急。”近日，和林格
尔县新店子镇浮石山村的王双喜顺
利拿到贷款后高兴地说，明年还要扩
大种植面积，力争增加到300亩。

王双喜今年流转了村民土地上
百亩，全部种植玉米，在秋收季到来
之前，他决定购买一台小型收割机，
但苦于手头没有足够的资金。信用
合作联社流动银行车来到浮石山
村，随车客户经理了解到相关情况
后，立即为其匹配了“农享种植贷”，
这是和林格尔县联社专门为种养植
大户等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推出的
贷款，通过移动 PAD完成授信，王双
喜几个小时内就拿到了贷款资金。

“我的社保卡到期了，能不能在

这儿换？”流动银行车刚刚停到巧什
营乡忽通兔村委会，一位大娘立刻上
前询问。“可以换，大娘，您带身份证
和社保卡了吗？”工作人员马上接待
了这位大娘，核查信息后，工作人员
现场为她制卡，不到 10分钟，大娘就
拿到了新的社保卡。

普惠金融一头连着群众生活的
小日子，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大
格局。据了解，自 2024年 6月新一轮
流动服务开启以来，和林格尔县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流动银行服务团队已
累计深入 8个乡镇的 34个行政村、2
个社区，共计办理各类业务720笔，接
收咨询超过 1300 人次，让普惠金融

“最后一公里”更加畅通。
（李海珍 王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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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业是促消费、惠民生、稳就业的重要领域。国家统计
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餐饮收入达2.6万亿元，同比增
长7.9%，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的同比增速，展现出较
强的发展活力。

当前，我国餐饮业连锁化、品牌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
升，连锁化率从 2018 年的 12%提升至 2023 年的 21%；一批餐
饮品牌如瑞幸咖啡、肯德基、喜茶等高速发展，加快拓店速
度，大力下沉。同时，以蜜雪冰城、呷哺呷哺、甜啦啦等餐饮
品牌为代表，掀起“中餐出海潮”，餐饮企业加快数字化改
造，通过在线预订、移动支付、智能点餐、数据分析等提升运
营效率，通过线上点餐、外卖配送等方式拓展服务渠道。餐
饮企业还积极创新经营模式，通过开展丰富多样的营销活
动、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等吸引顾客，进一步激活不同收入群
体的消费需求，推动细分领域如健康餐饮、快餐简餐、预制
菜等增长。

与此同时，餐饮消费的新动能表现强劲。假日消费带动
效果明显，今年上半年，在元旦、春节、“五一”、端午节等节日
带动下，餐饮业“假期效应”与“假期首日效应”进一步凸显。
各地文旅与餐饮深度融合，如甘肃天水麻辣烫“吃货节”、浙江

“百县千碗”非遗美食游，向游客展示了多元饮食文化，丰富了
美食旅游消费场景和产品供给，形成消费新动能。

也要看到，当前我国餐饮业发展还存在不少问题和障
碍。例如，市场结构过于分散，家庭作坊式的生产依然普遍，
数量多、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餐饮连锁化率相对较低，区域
品牌、地方品牌居多，全国性品牌少，使得行业难以提升标准
化程度、发挥生产规模效应、减少交易成本；餐饮企业数字化
能力不足，在数字管理和决策、组织改造、线上线下渠道融合、
平台合作等方面有待提升；企业发展模式创新仍然不够，一些
餐饮企业为了快速进入市场，选择模仿行业内的成功模式，导
致产品和服务逐渐趋同，还有部分餐饮企业无法提供差异化、
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使门店面临较大经营压力；成本压力不
断加剧。对此，应针对性稳妥施策。

一方面，降低企业发展成本。维护好公平竞争的市场
和良性循环的营商环境，为大大小小的餐饮企业提供良好
的发展土壤。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发展连锁经营，以规模化
发展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同时避免大型连锁餐饮企业过
度扩张导致的规模不经济。支持发展“数字+餐饮”，通过人工智能、大数
据、区块链技术及智能设备的研发与应用来降低管理成本。

另一方面，提高从业人员素质。支持餐饮技能培训，从专业设置、校企
合作、劳务品牌、技能竞赛等方面加强餐饮人才培养。继续培育餐饮消费热
点，鼓励餐饮与商贸、文旅融合发展，支持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
区、旅游休闲街区培育区域特色美食品牌，培育、认定一批中华美食街区，打
造“美食名镇”“美食名村”，提升从业者获得感。依法查处餐饮领域不公平
竞争、侵犯消费者权益等违规行为，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推广节能减排技术，
支持绿色餐饮发展。

此外，提升餐饮业产品品质。实施地域餐饮品牌培育工程，加强对老字
号餐饮品牌、饮食类非遗项目的宣传和保护，支持小吃企业品牌化、标准化
发展，建立健全预制菜、小吃制作、原辅料种养、门店建设等标准。支持企业
创新经营模式，鼓励发展乡村休闲餐饮。优化餐饮供给格局，支持社区设立
早餐店、老年食堂等餐饮网点。创新餐饮消费场景，支持打造特色主题餐
厅，支持餐饮企业与直播、电商、社交点评等平台合作拓展线上消费场景。

（据《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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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佳节临近

首府：消费需求旺 市场活力足 首府财政多措并举
促银发经济发展壮大

本报讯（实习记者 刘艳霞）随
着中秋节的到来，首府节日市场购
销两旺，商品货源充足、品种丰富，

激发出消费新活力。
9月 8日，记者来到位于赛罕区

的某连锁超市，提篮式、抽屉式、刺

绣式……各式各样的月饼礼盒映入
眼帘，超市内货品琳琅满目，人头攒
动，节日氛围浓厚。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散装月饼
和礼盒月饼十分受欢迎，散装月饼
的价格每个在 3元至 20元不等，普
通礼盒月饼的价位在百元左右，由
于口味丰富、种类齐全，吸引了不少
消费者驻足选购。

“除了传统的椰蓉、五仁、豆沙
等口味，不少品牌尤其是老字号品
牌纷纷推出了牛肉干、奶酪、巧克
力、蛋黄流心等新口味，这些也比较
受消费者青睐。”该超市工作人员向
记者介绍。

在保全庄农贸市场，记者看到
很多月饼摊点都推出了“买一送一”

“买一送二”的活动。“马上就到中秋
节了，提前买点月饼为节日作准
备。”正在挑选月饼的李女士说。

除了传统的月饼礼盒之外，琳
琅满目的时令水果也是不少市民的
节前必选。“快过节了，因为消费者

对礼盒的需求量较大，所以提前准
备了充足的水果和月饼礼盒，消费
者可根据自己的预算、喜好自由搭
配组合。”保全庄农贸市场水果摊经
营者何先生说。

中秋节和家人一起吃团圆饭是
大多数人的必选项。随着节日的临
近，呼和浩特市餐饮市场的团圆宴
预订也比较火热。记者从某商场美
食区了解到，已经有不少市民开始
预订团圆宴。商家们纷纷在菜品上
下功夫，结合“团圆”“亲情”等主题，
让市民在美食中品味温暖和温馨。

“中秋团圆宴套餐在一个月之前就
开始预订了，目前稍大一点的包厢
基本上都被预订了。”位于呼和浩特
市中心的某菜馆工作人员说。

中秋佳节临近，首府消费需求
旺，市场活力足。一场场“中秋”促
销活动，有力拉动多元化消费需求，
扩大多领域融合的消费潜力，为燃
旺消费市场按下“快进键”，也为“中
秋经济”创造了新的增长空间。

流动银行车进村了

本报讯（记者 宋向华 通讯员 于
军）近年来，首府财政始终致力于做好
养老服务财力保障工作，确保各项养
老服务政策落到实处，推动全市银发
经济建设取得实效。

2023 年，首府财政预算安排政府
购买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补助资金
3000 万 元 和 养 老 机 构 床 位 运 营 补 贴
242.95 万元，中央彩票公益金下达居家
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项目资金
2653 万元，用于全面支持推动社区养
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共建成 30 个居
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27 个乡镇养
老服务中心、200 个村级养老服务站，
完成 23 个农村互助幸福院改造；建设
家庭护理型养老床位 3800 张，开展特
困家庭适老化改造 5626户。

2024 年，市本级预算安排政府购
买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补助资金 3000
万元和养老机构床位运营补贴 202.82
万元。目前，已初步构建起以旗县区
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为中心，以
乡镇街道养老服务中心为延伸，以村

居社区养老服务站点、互助幸福院为
支撑的三级养老服务设施网络。

在发放津贴补贴方面，对 80 至 99
周岁老年人每月给予 100 元、100 周岁
及 以 上 老 年 人 每 月 600 元 的 高 龄 津
贴。2023 年，发放高龄津贴 7739.28 万
元，受益 6.5 万名老年人；2024 年，市本
级预算安排高龄津贴 1702.47万元。对
享受城乡低保、年龄在 70 至 79 周岁的
老年人每月发放 50 元养老服务补贴，
2023 年，发放养老服务补贴 2905.56 万
元，受益近 5 万人；2024 年，市本级预
算安排养老服务补贴 728.79万元。

同时，首府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
金为全市年满 60 周岁老年人投保意外
伤害保险，着力满足老年人“有钱养
老”的需求。

此外，在扎实推进长期护理保险
方面，2021 年 8 月启动至今，首府财政
累计安排补助资金 6972.93 万元，2024
年，市本级预算安排补贴 2400 万元，让
失能人员切实享受到这项利民惠民的
好政策。

本报讯（记者 宋向华）近日，内蒙
古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印发《快递服务质
量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部署开展快递服务质量
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此次专项整治以贯彻落实新修订的
《快递市场管理办法》为抓手，严格规范
各类影响快递服务质量的违法违规行
为，全面压实邮政快递企业服务质量主
体责任，加强快递末端服务规范管理，依
法整治快递服务违规作业问题，着力提
升快递服务客服质量，深化快递市场秩
序整顿，压实企业区域总部的统一管理
责任。

《方案》要求，各盟市邮政管理局
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加强组
织领导，全力抓好落实；加强综合分
析，开展动态监测，针对性健全完善监
管措施；严格监管执法，全面清查规范
影响快递服务质量、损害用户合法权
益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推进协同治
理，强化与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的协
作配合，形成治理快递服务质量突出
问题工作合力。内蒙古自治区邮政管
理局将进一步强化服务质量监督与执
法，压实寄递企业主体责任，不断提高
辖区快递服务质量和水平，切实维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

内蒙古自治区邮政管理局
开展快递服务质量专项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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