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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美丽青城美丽青城 文明花开文明花开

构建诚信教育体系·失信案例

本报讯（记者 祁晓燕）近期，自治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食品安全监督
抽检，抽取餐饮食品、豆制品、糕点、酒
类、粮食加工品、乳制品、食用农产品、
食用油和油脂及其制品、调味品、蔬菜
制品等10大类食品484批次样品，其中
检出10批次不合格样品。主要是食品
添加剂超限量使用、农兽药残留超标、
质量指标不达标、重金属超标等问题。

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食品，自治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已责令呼和浩特市、锡林
郭勒盟、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等地市
场监管部门立即组织开展核查处置，查清

产品流向，督促企业采取下架召回不合格
产品等措施控制风险；对违法违规行为，
依法从严处理；及时将企业采取的风险防
控措施和核查处置情况向社会公开，并向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报告。

根据抽检具体情况通告，涉及我市
的不合格样品是：玉泉区薛明飞副食经
销部销售的扁豆角，噻虫胺不符合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内蒙古
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回民区孙
香利蔬菜经销部销售的芹菜，毒死蜱不
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
为内蒙古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我区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10大类食品484批次样品中10批次样品不合格

首府精神文明创建
文明村镇在行动

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

本报讯（记者 耿欣）蓝天飘白云，
绿树绕村庄，房前屋后焕然一新，田间
地头生机盎然……如今的和林县盛乐
镇台基营村，农家小院干净整洁，乡间
道路四通八达，村民脸上笑容洋溢，欣
欣向荣的发展图景映入眼帘，生机勃勃
的美丽乡村画卷徐徐展开。

台基营村位于盛乐镇西 25 公里
处，辖地面积8.3平方公里，村庄占地面
积2225亩，耕地面积5205亩，是一个蒙
汉聚居村。户籍人口589人，村“两委”
班子成员5名，有党员20名。

为了让村民的口袋鼓起来、生活好
起来，台基营村鼓励农户利用遗弃院落
和村集体的荒废闲置地块，开展庭院经
济建设，统一改造经济林 234亩，共栽
种杏树、李子树、海红树等 3.3万株，由
单一经济模式向多元化发展，打造了特
色产业示范园基地，以“集体、农户、个
人”三结合原则，逐步把资源变成资产、
资产变为资金、村民变成股民，集体经
济迅速壮大。

在台基营村，可以切身体会到乡村
文明浸透在每个角落，村庄环境绿色明
亮、优美整洁，新建的柏油路绵延数里，
面包砖地面和花栏墙把环境装点得舒
适惬意，新安装的路灯伫立在道路两

旁，照亮了乡村振兴之路，公益广告、文
化墙讲述着中华民族的美德故事，全覆
盖的无线监控设备形成了及时反馈即
时处置的应急工作机制，这一切都让村
庄更加和谐美丽宜居。

聊起近年来的生活变化，村民们纷
纷打开话匣子，你一言我一语地讲述着
村庄蝶变的故事。

“这几年我们在院里种了蔬菜、果
树，村里还领着我们种苜蓿、建园子，生
活是越来越好了。”村民秦和平高兴地
告诉记者，近年来，大家的收入不仅有
了保障，而且还翻了几番，村民都说这
是块幸福宝地，对未来的美好生活充满
了期盼。

“现在村里路通了，环境变美了，还
安装了路灯和监控，晚上一个人走夜路
也不觉得害怕了。”村民们纷纷表示，随
着乡村基础设施日渐完善，农村人居环
境得以整治，人们的幸福感、安全感更
足了。

“在村党支部的号召下，村民成立了
文艺演出队，在排练表演的过程中，慢慢
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村民兰林娥告
诉记者，大家会定期相约排练扇子舞、秧
歌舞，人们的精气神越来越好了。

……

近年来，为全面提升乡风文明，台
基营村成立了领导小组，由主要领导任
组长，将全村分为六个网格，把支部建
在网格上，充分发挥“行政村+网格+党
小组”模式在各项工作中的协调管理作
用。同时发挥村民代表、村民议事会、
村务监督评议会作用，大力开展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为民办实事、法律
援助进乡村等活动，构建政治、自治、法
治、德治、智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通过“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有效调动人
民群众参与农村工作管理的积极性。
并组织村民定期开展“十星级文明户”

“最美家庭”等评选活动，每年进行一次

集中表彰，推动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
齐的良好风尚。

在台基营村党支部的带领下，在全
村人民的不懈努力下，今年，台基营村
获得内蒙古自治区文明村荣誉称号。
村党支部书记卢金柱表示:“这份荣誉
对我们来说是责任与担当，今后党支部
班子将充分利用我村优势，因地制宜、
科学规划、盘活土地，以苜蓿草为主导
产业，以林果为特色发展产业，以冷库
和储备库为基础支撑，大力发展庭院经
济和特色产业，不断做大做优农产品产
业链，促进产业发展转型升级，带领全
村团结奋斗，繁荣发展。”

台基营村：文明种子种心田 绘就乡村新画卷

本报讯（记者 杨彩霞）近年来，我
市通过多种形式积极探索推进生活垃
圾分类办法，突破分类难点堵点，垃圾
分类正在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成为引领青城市民生活的新风尚。

近日，回民区环河街街道阿吉拉
沁社区联合县府街小学正在进行“实
施垃圾分类，共享健康生活”志愿服务
活动。

志愿者指着大屏幕上各种颜色的
垃圾问道：“你们知道垃圾分类吗？”

“我知道！这是装吃的，可以装鱼骨
头、橘子皮……”三言两语之中，志愿
者通过互动问答激发了孩子们的兴
趣，让小朋友在玩的过程中用心学垃
圾分类知识。

为大幅度提高市民对生活垃圾分
类的知晓率和源头分类的准确率，近
年来，我市不断开展垃圾分类进校园
活动，印发幼儿园、中小学版《生活垃
圾分类知识读本》，将垃圾分类纳入教
育教学序列活动中，并开展了主题班
会、主题演讲、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的
活动。借鉴先进经验，在全市选择了
多所幼儿园、中小学作为试点，委托第
三方进行宣传培训，推动形成“学生影
响家庭，家庭带动社区，社区推动社
会”的裂变效应。

“这是咱们小区最近安装的智能
垃圾回收设备，操作比较简单，大家一
学就会，今后的垃圾在家分好类后，就
可以来这里进行投放了。”在新城区福
欣小区，可回收物智能设备启动仪式

及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正在进行。
活动中，工作人员向大家简要介

绍了智能设备的使用方式（见图）。不
少居民还将收集的纸壳、塑料瓶等可
回收物带到现场，实际感受了可回收
物智能设备“变废为宝”的神奇能力。
为了让大家能够系统了解垃圾分类的
现实意义，工作人员还给现场居民发
放了垃圾分类宣传册，并通过垃圾分
类模拟卡片有奖问答互动游戏来提升
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正确率，加深居
民对分类常识的印象。

居民纷纷表示，他们将从身边的
小事做起，自觉养成正确的垃圾分类
投放习惯。

我市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来，
共出台印发了《呼和浩特市居民小区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评价标准》等 29个生
活垃圾分类规范性文件，为大力推行垃
圾分类工作提供了制度支撑，构建了基
本完善的垃圾分类制度体系。

近日，赛罕区保全庄农贸市场新增
了鲜明的“垃圾分类投放地标”。在该
市场西门，红、绿、蓝、黑四色分类垃圾
桶整齐摆放，地面上画了对应颜色的标
识和投放垃圾类别的文字简介，“垃圾
分类固定投放点”几个大字十分显眼。
像这样的“地标”，整个市场里有多处。

“农贸市场是展示城市文明的重
要窗口，也是垃圾生产大户，针对保全
庄农贸市场的特点，我们因地制宜，根
据每个摊位所产生的垃圾种类，设置
了其他垃圾、厨余垃圾等分类垃圾

桶。”赛罕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垃圾
分类指导中心负责人田云刚告诉记
者，保全庄农贸市场一天产生的厨余
垃圾在 15吨左右，精准把控厨余垃圾
收集环节，可以大大实现垃圾减量化
和资源利用化。

一直以来，我市在全市范围内倡
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积极培养“绿
色习惯”，通过扎实推进城市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努力营造“倡导一名市民、
带动一个家庭、文明整个社会”的浓厚
氛围，让“绿色、低碳、环保”的理念深
入人心。

垃圾分类，不仅关系我们的
生活环境和资源的有效利用，也
代表着个人的道德素质和城市的
文明程度。垃圾分类投放应该成
为每一个人内化于心的一种习
惯，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诚然，关系市民生活的每一个
新规定、新举措要想实行开来，必
然要经历一个适应的过程，这个过
程，就是让所有人接受并形成习
惯，成为自然而然、不必强调的日
常事。

《呼和浩特市生活垃圾分类
管理办法》实行两年多来，通过设
置四分类垃圾桶、安排志愿者对
居民进行引导、开展形式多样的
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垃圾分类的
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广大市
民的共识。

生活中，将垃圾分好类再投
放，其实并不是什么难事，随手间
的文明之举，可以让我们的生活
环境更洁净，让资源得到循环利
用，让城市更宜居、更文明。

本报讯（通讯员 张涛 邸宾）为持
续打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辖区环
境，从 3月起，玉泉区机关事务服务中
心开展“区直包联——创城有我”环境
整治活动。

服务中心干部职工下沉到西菜园
街道星河苑社区，协助社区工作人员参

与辖区内卫生清理、公共设施维护、垃
圾分类等志愿活动，全体工作人员发扬
不怕苦、不怕累的志愿服务精神，共同
努力使辖区面貌焕然一新。活动结束
后，大家纷纷表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贡献自己的力量，共
同打造美丽家园。

变废为宝青城居民畅享垃圾分类新生活

玉泉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认真清理辖区环境卫生

台基营村党支部组织村民开展扭秧歌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