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雕塑馆里品年味
本报讯（记者 杨彩霞）1月 23日，

记者走进呼和浩特雕塑艺术馆看到，
场馆周边开启特色灯光秀，五彩斑斓
的灯光照亮了雕塑馆的建筑和雕塑作
品，营造出梦幻、浪漫的氛围，让市民、
游客仿佛置身于一个童话世界。

春节将至，呼和浩特雕塑艺术馆
为给广大市民打造一个充满艺术氛
围与欢乐气息的新春佳节，精心筹
备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包括
创意手工、音乐演出、集章打卡、夜
游场馆等。

据呼和浩特雕塑艺术馆工作人员
燕飞阳介绍，目前，呼和浩特雕塑艺术
馆馆内作品分别在 A、B 两个展厅陈
列。目前，A展厅主题为中国城市雕塑
家协会会员邀请展，共有 75件参展作
品。B展厅主题为精品架上雕塑作品
典藏展，展品均为过往主题展挑选出的
优秀作品。展览将持续至2月12日，呼
和浩特雕塑艺术馆开启了“夜游”模式，
每日闭馆时间延长至22∶00。

据了解，呼和浩特雕塑艺术馆将
于 1月 31日至 2月 12日举办面塑、泥
塑等多场活动。此外，春节期间，呼和
浩特雕塑艺术馆将为市民、游客带来
视听盛宴，特邀呼和浩特爱乐乐团部
分艺术家进行数场演出，包括《梁祝》

《卡门》《千与千寻》等曲目。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呼和浩特雕

塑艺术馆东侧的青城奶站零号店在春
节期间也将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通
过精心打造新春市集，市民、游客可亲

自体验卖糖葫芦、剪纸、捏面人的摊
位，沉浸式感受年味。

春联送祝福
温暖返乡路

春运期间，托克托县火车东站内暖
意融融。托克托县书法爱好者们铺纸研
墨，将新春的祝福融入笔端，书写出一副
副寓意吉祥的春联。火车东站工作人员
将这份特别的“文化年货”送到返乡旅客
手中，让他们在归途中感受到浓浓的年
味。图为在托克托县火车东站内，民警
向旅客宣传铁路安全知识。

■本报实习记者 若谷
通讯员 乌力更 摄

守护青城地铁的“轨道医生”
●本报记者 云艳芳

走基层新春

清晨，当第一班地铁唤醒沉睡的城
市，当人们步履匆匆踏入车厢，或许你
并不知道，就在几个小时前，有人伴着
朦胧的夜色，排查着每一段地铁轨道。
他们就是被称作“轨道医生”的钢轨探
伤工，当整座城市开始苏醒，他们才拖
着疲惫的身体进入梦乡。

1月 20日 22∶45，伴随着呼和浩特
地铁 1号线驶入终点站坝堰（机场）站
收班的语音播报，喧闹了一天的地铁站
重归平静。

呼和浩特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工
建中心 1号线轨道检修三工班工班长
樊宁早已做好上岗准备，他带领的工班
负责市政府站—坝堰（机场）站区间所
有轨道线路设备的检查、维修及班组日
常管理等工作。

23∶20，施工前的作业交底会议开
始。会上明确了当晚的工作内容，清点
作业工器具、人员签到、安全交底……

23∶45，樊宁工班接到可以进入轨
行区施工的通知，记者跟随着探伤工一
行进入坝堰（机场）站轨行区。刚到室
外，寒风扑面而来，让人瑟瑟发抖。

地铁轨道常见的伤损是裂纹、核伤、
夹杂，简单来说，就是钢轨经过列车车轮
长期碾压、在环境温度变化中热胀冷缩
导致的伤损。如不及时处理，一个几毫
米的裂纹，都有可能带来列车安全事故。

探伤工们认真地检查着每一段钢
轨，敲打钢轨叮叮当当的声音在寂静的
深夜格外清脆。他们凭借“听、看、触”，
仔细地探触着地铁钢轨，再微小的伤
损，都逃不过他们的“火眼金睛”。

樊宁告诉记者，地铁 1 号线坝堰
（机场）站至停车场这一段是高架段，而
高架段的轨道设备是很容易发生断轨、
胀轨等重大设备问题的区段。管段内
的坝堰折返站道岔、10组伸缩调节器、
12组钢轨涂油器等，都是全线较容易
出现突发情况的重点设备，一旦以上设

备出现问题，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设备
故障处理实现恢复通车。因此对这一
区域轨道的日常养护维修就成了平时
工作的重点及难点。他们通过组织工
班全员多次开展相关实操及推演演练，
不断提升班组全员的处突理论及实操
技能，做到快速反应，迅速处理。

记者发现，与风驰电掣般的地铁运
行速度不同，轨道探伤作业行进十分缓
慢，探伤工们不时蹲下查看钢轨，作业
在起身蹲下中不停交替。记者跟随探
伤作业 1个多小时后，感觉浑身发冷，
尽管在不停地走动，可由于速度很慢，
脚还是被冻得生疼。

探伤工刘慧越来自锡林浩特市，
2019年进入呼和浩特市地铁运营有限
公司工作。对于即将到来的春节，他并
没有太大的期待。“对我们来说，没有节
日这个概念，只要地铁运行我们就得坚
守工作岗位，几年下来我们已经习惯了
这样昼伏夜出、远离喧嚣热闹的生活。”
刘慧越说。

“说不想家是假的，记得有一年除
夕夜，我和工友们在凌晨作业，远远看

到居民区灯火通明，鞭炮声此起彼伏，
烟花在空中不停绽放，这一刻对家人的
思念达到了顶峰。”刘慧越说。

这样的特殊时刻，也正是属于这些
默默无闻的“夜行人”的高光时刻。

时间到了凌晨两点，一阵阵困意向
记者袭来。樊宁和他的工友们依然精
神抖擞，不时地交流“会诊”。

樊宁告诉记者，由于轨道探伤工需
要长时间保持下蹲起身的姿势，每晚最
少得走三四公里，很多人腰椎、膝盖出
现了劳损。而且长年累月上大夜班，从
21∶00做上岗准备到凌晨4∶30下班，探
伤工基本没有夜生活，因此很多年轻人
不愿意从事这份职业。但他们这支年
轻的队伍经受住了考验，齐心协力克服
困难，在多个重要时间节点和恶劣天气
圆满完成设备保障任务，他们的辛勤工
作也得到了上级部门的认可和嘉奖。

夜色中繁星点点，预示着又将迎来
一个晴天。樊宁带领着他的工友们踏
着星光再次出发，进入下一个轨道区
间。几个小时后，地铁也即将迎来安全
平稳的一天。

本报讯（记者 刘丽霞）记者从呼
和浩特市林业和草原局获悉，2024年，
呼和浩特市林业和草原局承担市委、
市政府及上级林草部门下达的重点工
作任务共 3个方面 54项，目前已全部
完成。

据悉，市委常委会安排 4 项重点
任务，包括：解决草原过牧问题、积极
推进国家级植物园申报、呼和浩特林
业碳汇交易服务中心项目、“三北”工
程六期工程。政府工作报告承担 7
项，包括：完成 45 万亩林业碳汇开发
储备项目、配合创建大青山国家公园、

完成林草生态建设 48万亩以上、争取
实施阴山北麓河套平原生态综合治理
工程、实施呼和浩特市（北部地区）森
林火灾高风险区综合治理工程建设项
目、推进种质资源库建设、推动建设呼
和浩特林业碳汇交易服务中心建设。
此外，内蒙古自治区林草局下达 43
项。

市林草局聚焦打好“三北”工程攻
坚战，持续加快防沙治沙与风电光伏
一体化工程建设。呼和浩特市“三北”
工程六期总任务共 228.41万亩，其中，
2021—2023年已完成 71.58万亩，剩余

156.83 万亩。按国家、自治区总体规
划要求，“三北”工程六期计划在 2030
年前完成。市林草局本着能快则快、
多干快干的原则，多次对接国家和自
治区林草局相关司局和处室，积极争
取任务和资金，并自加压力，举全市之
力用 1年时间提前 6年完成全部剩余
建设任务，为全区打赢“三北”工程攻
坚战贡献首府力量、展现首府担当。

2024年，市林草局共实施林草重
点项目 21 个，截至目前，已全部完
工。其中包括 3个重大项目。一是阴
山北麓（河套平原）生态综合治理项目

（属三北工程六期），总任务 46.17 万
亩，完成率 100%。二是林草湿荒一体
化保护修复项目（属三北工程六期），
总任务 97.56 万亩，完成率 100%。三
是呼和浩特市（北部地区）森林火灾高
风险区综合治理建设项目（在土左旗、
武川县、新城区、回民区新建林火视频
监控系统 7套、防火检查站 25处，改造
营房、物资储备库、车库 895 平方米，
购置运兵车 10辆、消防水车 7辆、工具
车 8辆，无人机 5架，以及必要的安全
防护装备、野外生存装备和扑火机
具），完成率达100%。

2024年呼和浩特市林业和草原局54项重点任务全部完成

呼和浩特市召开2025年食品药品安全专业委员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暨食品安全工作调度会

呼和浩特市开展“年夜饭”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呼和浩特市政府采购全流程
电子化应用场景迈上新台阶

本报讯（记者 宋向华 通讯员 任
锐）近日，呼和浩特市财政局召开
2025年政府采购工作会议暨政府采
购电子档案管理系统上线培训会，推
进市本级采购人全面运行政府采购电
子档案管理系统，标志着呼和浩特市
政府采购全流程电子化应用场景迈上
新台阶。

据悉，政府采购档案管理是采购
全生命周期中的重要一环，上线运行
的政府采购电子档案管理系统，通过

采集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云平台 8
个方面56类文件资料数据，“按项目、
依环节”归集整理到政府采购电子档
案可信存储终端，实现了政府采购档
案的归档、加密、预警、查阅及销毁等
功能，切实解决了采购人档案归集成
本高、步骤多、存储散、调阅慢、不完整
等问题，提高了呼和浩特市档案管理
工作质效，助力政府采购“全区一张
网”实现全主体、全业务、全流程、全方
位的电子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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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本报讯（记者 祁晓燕）近日，呼和
浩特市召开 2025年食品药品安全专
业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暨食品安全
工作调度会，部署食品安全治理提升
工作。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市上下遵
循“四个最严”要求，以落实食品安全

“两个责任”工作机制为统领，不断巩
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成果，
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牢牢守
住了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底线。

会议强调，食品安全事关群众身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要压紧压实各方
责任，市食品药品安全专业委员会及

其办公室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
各成员单位要履职尽责，强化协同配
合，共同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要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按照目
标任务明确、坚持问题导向、突出工
作重点、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原
则，尽快出台食品安全治理提升实施
方案，指导全市食品安全工作。要保
障春节期间食品安全，统筹抓好本行
业或本领域食品安全工作，加强监督
检查，严防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重大
食品安全舆情事件，确保群众过一个
安全祥和的节日，切实保障群众“舌
尖上的安全”。

相关新闻

本报讯（记者 祁晓燕）春节将至，
为保障广大市民饮食安全，连日来，呼
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内承
接“年夜饭”的餐饮单位开展食品安全
专项检查，其间，市、区、所三级市场监
管部门联动开展“年夜饭”食品安全专
项检查，全力护航人民群众“舌尖上的
安全”。

此次检查将餐饮服务经营资质、
食品原料采购、从业人员健康管理、
加工制作过程、后厨环境卫生、餐饮
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等作为重点检
查环节，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压实属
地监管责任，强化食品安全相关法律
法规标准宣传教育，督促餐饮服务经
营者落实主体责任，切实守好“年夜
饭”食品安全底线。检查过程中，执
法人员督促餐饮服务单位严格落实
食品安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

制度，及时排查和消除食品安全风险
隐患。同时，提示餐饮服务单位要主
动提醒消费者防止食品浪费，将菜单
的设计纳入防止食品浪费理念，按照
用餐人数合理配置菜品，主动提供

“小份菜”“半份菜”，不得诱导、误导
消费者超量点餐。

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
醒广大消费者，外出就餐时，请选择
证照齐全、经营规范、干净卫生的餐
饮店，主动使用公勺公筷，践行光盘
行动，杜绝舌尖上的浪费，并在就餐
后索要正规发票或收据，做好留存。
居家就餐时，加工过程要做到生熟分
开，避免交叉污染，熟食要烧熟煮
透。网络订餐时，选择具有实体经营
门店并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
入网商家，尽量选择口碑好、相对熟
悉的外卖店订餐。

●日前，2024—2025赛季全国高山滑雪锦标赛在张家口市崇礼区万龙
滑雪场举行，共有来自全国28支代表队的119名运动员参加比赛。内蒙古
派出9名运动员参加公开组、青年组共14个小项的比赛，获得1金1银。

（苗欣）
●日前，回民区图书馆携手呼和浩特市企业家联合会党支部举办了

“书香迎新春 笔墨送祝福”活动。
（杨永刚）

●近日，赛罕区昭乌达南路街道办事处在党群服务中心开展了写春联
送祝福活动。

（王中宙）
●近日，内蒙古舞蹈家协会舞蹈影像成果展在内蒙古美术馆开展。本

次展览由舞影流光、舞承华脉和映舞华章 3个板块共 52幅作品组成，展现
了内蒙古舞蹈艺术领域丰硕成果。

（王中宙）

本报讯（记者 徐达明）1月21日，呼
和浩特市农牧局举办了粮油作物单产
提升工程启动仪式暨玉米密植精准调
控技术培训班。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
科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农业农村部玉
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少昆研
究员，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栽培与生理
创新团队一行3人受邀为呼和浩特市
玉米种植大户开展专题培训，为种粮户
现场进行技术指导。

据介绍，2024 年呼和浩特市粮
食播种面积 509.8万亩，较上年增加
4.6 万亩；粮食产量 38.98 亿斤，较上年
增加 1.14 亿斤，增幅 3%。粮食作物单
产 764.8斤/亩，较上年增加 15.7 斤/亩。
粮食面积、总产、单产均实现稳步提
升，实现“二十一连丰”。玉米种植
面积 357.42 万亩，占全市粮食播种

面积的 70.11%，是呼和浩特市主要
粮食作物。2024 年，为积极响应国
家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各旗
县区在积极整合各类项目资金的基
础上，完成了玉米和大豆单产提升
工作任务。其中，玉米平均亩产较
上年增加 13.4 公斤，总产量达 32.78
亿斤，较上年增加 0.78 亿斤。2025
年，以园区化为主要思路，在全市计
划打造 8个综合示范园区，分别是土
默特左旗、托克托县、和林格尔县等
地建设玉米综合示范园区，在和林
格尔县和清水河县实施大豆综合示
范园区、在武川县实施马铃薯和油
菜综合示范园区、在清水河县实施
谷子综合示范园区。目前，全市已
经储备了 85 万亩玉米单产工程、10
万亩大豆单产提升工程。

呼和浩特市农牧局举办粮油作物单产提升工程
启动仪式暨玉米密植精准调控技术培训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