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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与工程和生态塑料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签署合作协议

赛罕区富兴社区：全龄友好让幸福触手可及
●本报记者 杨彩霞

“我居住的小区被列入老旧小区
改造项目，在征求居民意见时，我提
出合理规划停车位，在小区公共区
域 修 建 凉 亭 ，没 想 到 真 的 被 采 纳
了。”在赛罕区富兴社区居住的张敏
笑着说，“改造后粉刷一新的楼体、
整齐划一的停车位、造型别致的凉
亭，就像是住进了一个新小区，感觉
很幸福，原本我想换房子，现在还真
舍不得搬走。”

“小区怎么改、怎么建、怎么管，
让小区居民说了算。社区党委组织
网格员、物业公司、楼栋长征求居民
对小区改造工程的意见，累计发放
民意调查表 2000 余份，上门走访 718
户，发现居民对修整道路、改善雨污
排水、增设停车位等问题改造意愿
强烈。”富兴社区党委书记王一旨向
记者介绍，社区聘请专业设计团队

实地排查存在的具体问题，结合调
研意见精准制定改造内容。畅通居
民参与渠道，鼓励居民献计献策，在
小区物业处设立“居民接待室”，线
下组建“工程质量居民义务监督小
组”，线上设立“网格聚声”居民代表
微信督查群，并且不定时召开各类
居民议事会议，全方位回应解决业
主诉求 500 余件，广泛吸纳居民改造
建议 136条。

赛罕区立足居民实际需求，做实
基础设施建设等民生工程，培育打造
富兴社区，做好民主协商议事，做优
为民、便民、安民服务，补齐社区服务
设施短板，打造多场景融合的高品质
生活圈，营造“儿童友好、青年融入、
老年宜居”全龄友好完整社区。

在富兴社区老年活动室，悠扬、
动听的葫芦丝乐声不时传出。呼和

浩特市青年葫芦丝演奏家荣恒宙正
在为学员们进行葫芦丝授课，他一
边细心讲解，一边吹奏示范。

富兴社区着力完善一站式“一老
一小”互助体系，拆除废弃车棚改建
成老年活动室，新增多处绿化凉亭
休憩区，增加适老设施及健身设施，
打造居民议事长廊，激发老小区的
新活力。整合辖区资源，定期为老
年人提供义诊、义剪、义扫等服务。

今年暑假，社区开展的“魅力古
筝 构建和谐社会”暑期公益课堂活
动，让辖区学生和家长们感受到了
传统文化的魅力。

家长们纷纷表示：“社区为孩子
搭建起了学习民族乐器的平台，丰
富了孩子们的暑期生活，提升了个
人音乐素养，陶冶了孩子的情操。”

同时，富兴社区利用物业楼闲置

空间引进了金贝贝幼儿园和金贝贝
托育中心，让居民在家门口即可享受
优质便捷的普惠型服务。为青少年
提供周末学吧、四点半课堂、爱心护
学等服务，持续打造有温度、有亲和
力的老年人和儿童友好型小区。不
断拓展公共活动空间，休闲活动广场
由 1500 平方米增至 8600 平方米，改
建和兴园中央休闲广场，规划了文娱
活动动静分区，增设儿童娱乐设施、
现代风格廊架，打造成为全龄友好型
广场。提升和兴园西门街心公园功
能，增加花镜、休憩座椅和健身设施，
打造集运动健身、儿童娱乐、休闲活
动等功能于一身的综合宜居环境。
新建小区党群服务中心，就近满足居
民办事需求，打造“邻聚里”幸福驿
站，成为党员群众的温馨家园和小区
治理、居民娱乐的共享场所。

本报讯（记者 宋向华）近日，呼和
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与工程和生态塑
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签署联合试验中
心项目合作协议。

据悉，在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
设立的工程和生态塑料国家工程研究
中心联合试验中心将为产业与科研搭

建“桥梁”，致力于研究开发产业关键
共性技术,加快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
转化，促进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产
业技术进步，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同
时，在研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创新、
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带动呼和浩
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协同发展。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近日，内
蒙古自治区“十四五”期间重点公路
建设项目 G5511 二连浩特至广州国
家高速公路，集宁至阿荣旗联络线、
安业至公主埂段正式通车运营，为
自治区再添一条通途大道。

G5511 二连浩特至广州国家高
速公路，集宁至阿荣旗联络线、安业
至公主埂段横跨自治区锡林郭勒草
原南部，是连接自治区东、中、西部

的关键节点路段，起于乌兰察布市
安业村，止于赤峰市公主埂村。道
路全长 178.851 公里，总投资 62.8 亿
元，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
建 设 ，设 计 时 速 为 每 小 时 120 公
里。该路段通车后，锡林郭勒盟至
呼和浩特市用时由原来的 7 小时缩
短至 5 小时，对完善国家高速公路
网络、促进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本报讯（记者 王中宙）近日，国家
文物局办公室、教育部办公厅公布
2024年度以革命文物为主题的“大思
政课”优质资源建设推介项目名单。记
者从内蒙古博物院获悉，该院与新华网
内蒙古频道联合推出的“红色宝藏 奋
斗故事”系列微视频从众多项目中脱颖
而出，成功入选数字传播类精品项目。

据了解，内蒙古博物院联合新华
网推出了《红色宝藏 奋斗故事》系列
微视频。这是该院创新形式开展的大
思政教育活动，依托内蒙古博物院革
命历史陈列，以内蒙古珍贵红色文物、

重要历史事件、革命英雄人物为切入
点，选取 8个红色专题，由金牌讲解员
讲述文物承载的感人故事、历史细节
及其蕴含的价值意义。项目由党史研
究领域专家审核，专业团队进行拍摄、
剪辑及内容分发，借助网络平台的推
广优势和传播速度，提升服务覆盖面
和公众关注度，向观众解读中国共产
党在自治区的奋斗印记，展现中国共
产党带领自治区各族人民革命斗争的
光辉历史。目前，该系列作品在各平
台累计点击量 2300万余次，得到了广
大群众的高度认可。

G5511集宁至阿荣旗联络线
安业至公主埂段正式通车

内蒙古博物院“红色宝藏奋斗故事”系列
微视频入选全国“大思政课”精品项目

近日，新华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朝聚眼科医院开展义诊活动。
■本报记者 刘沙沙 摄

近日，迎宾南路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呼和浩特市第四医院开展了
“传递文明 呵护生命”医疗健康爱心义诊文明实践活动。

■本报记者 刘沙沙 摄

近日，回民区青山社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
呼和浩特市智能技术应用
学校开展了“非遗手工进
社区 编织技艺共传承”老
年人活动。

活动现场，老师为大
家介绍了编织的历史渊源
和技艺特点，展示了精美
的编织作品，并指导大家
进行编织。

■本报记者 刘沙沙 摄

非遗手工进社区

托县：踏出乡村振兴的铿锵足音
本报讯（记者 苗青 通讯员 邬宇

皓 张玮 路通 王建宏）近年来，托县
坚持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新时
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以工
业化思维发展和推进现代农业，瞄准
农业稳定和产业增效两个目标，牢牢
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加快构建现代农
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
推动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踏出乡村振
兴的铿锵足音。

自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以来，2019年—2023年，托县共计
建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45万亩，
其中井灌 17 万亩，渠道灌溉 28 万
亩。分为33个项目实施，涉及5个镇
1个服务中心，近 70个行政村，主要
建设内容为土地平整、土壤改良、渠
道衬砌、节水灌溉、田间林网、田间道
路和技术服务等。随着一道道渠道、
一条条滴灌带修建落成，农田基础设
施条件明显改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明显提升，帮助村民们解决了大难
题，让“粮田”真正变“良田”。今年，
全县农作物春播面积112.47万亩，其
中，粮食作物 97.52 万亩，经济作物

11.77万亩，其他农作物3.18万亩，种
植业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粮食预计
产量达到38万吨以上。

“过去种田是靠天吃饭，雨水好
年景好时，亩产能有五六百斤，要是
雨水不好收成就减少，但是在高标准
农田配套设施建设后，亩产能达到两
千斤左右。”古城镇缸房沟村种植大
户白新正对记者说。

除了全力建设高标准农田外，托
县还大力推进盐碱地改良，充分运用
耕地占补平衡、增减挂钩等政策措
施，与内蒙古土储投公司合作，新建
耕地储备库项目 1.2万亩，争取年内
入库 4000亩，切实做好土地经营这
笔“好买卖”。持续推进伊利亚洲一
号牧场建设，3个在建规模化奶牛养
殖场稳步推进。加强饲草基地建设，
种植青贮玉米 26万亩、苜蓿 1.93万
亩、燕麦草 470亩，为全市“一棵草”
到“一杯奶”全产业链作贡献。坚持
把农业节水增效摆在突出位置，重点
治理40万亩“大水漫灌”“浇白地”等
农业用水浪费问题，累计建成高效节
水滴灌面积 34万亩，示范推广移动

式黄河水直滤水肥一体式灌溉装置
47套、辐射耕地4万亩。持续推进麻
地壕灌区现代化改造，新增渠首计量
设施8台、渠口计量设施419处，全面
实现黄灌区计量用水，灌区灌溉水有
效利用系数稳定在 0.6以上，为乡村
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
撑。

托县立足黄河上中游分界点和
“几字弯”地理标识，依托历史文化遗
存优势和农业农村资源，不断激活旅
游发展新动能，有力推动文化传承、
农村经济发展、生态保护等再创新成
绩。全面启动建设占地面积 70.6平
方公里的河口旅游度假区，建成包含
东胜卫古城、南湖、神泉、黄河4个景
区在内的自治区级旅游度假区。度
假区依托地理、气候优势，邀请内蒙
古农业大学专家和科技特派员定期
指导，强化种植人才队伍培训，引导
农户、合作社带头人学习育苗、种植、
施肥、除病害等种植技术，培育出了
30多个品种的葡萄，产量和销量有
了显著提升，并开辟了一条集葡萄采
摘、农特销售、观光度假为一体的“葡

旅融合”致富路。如今成熟的农家乐
已有34家，年均累计接待游客5万人
次。

据郝家窑村村民孟喜文介绍，自
家种植的 10亩葡萄收入 10万元，经
营的农家乐今年也有5万元收入，村
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了。郝家窑村
先后获评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和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如今，郝家
窑村的葡萄种植产业已成功辐射格
图营、皮条沟、东营子等周边村，形成
了一条绵延30余公里的“一遛弯”万
亩葡萄种植基地。

今年以来，托县还策划开展了黄
河开河节、葡萄节两个文旅活动和

“力争上游”马拉松、“力争上游”全国
二级休闲垂钓大赛、全区村BA篮球
赛三个赛事。目前正在精心设计“一
日游、两日游”旅游线路，进一步丰富
旅游业态，打响“两白天一黑夜，周末
旅游到托县”文旅品牌。此外，充分
利用各级媒体平台加强宣传，对乡村
旅游资源和品牌进行推广，展示乡村
最美风貌，吸引更多游客和投资者，
推动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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