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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回民区“青城之光 回声嘹亮”分众
化宣讲团走进中山西路新华书店，为现场观
众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宣讲活动。

活动邀请4位优秀宣讲员和两位红领巾
宣讲员围绕多个主题展开宣讲，一场场生动
精彩的讲述展现了不同领域的发展成果与
美好愿景。

■本报记者 祁晓燕 摄

理论宣讲别开生面

本报讯（记者 祁晓燕）近日，自治区市场监
管局发布了《内蒙古自治区 2024 年食用农产品
批发市场食品安全管理规范标准化建设项目绩
效评估报告》，2023年至 2024年期间，自治区市
场监管局严格执行“四个最严”要求，持续推进
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食品安全规范管理，通过
前期调研、现场指导、中期评估、审评验收等环
节和“一需一策”“一场一档”模式，对全区 14个
盟市 52家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开展食品安全管
理规范标准化建设工作，截至目前，已有 31家农
批市场通过验收。

项目实施两年来，自治区投入 5600万元“以
奖代补”资金，成功撬动 4亿元社会资金投入，用

于支持 31家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食品安全管理
规范提档升级，带动千余人就业。全区食用农产
品批发市场食品安全管理标准化建设取得明显
成效，食品安全管理和服务水平有效提升，服务
对象满意度调查显示，商户满意度达到100%。

制度建设方面，31家通过验收的农批市场均
已建立食品安全责任制度，明确食品安全第一责
任人，并配备了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制定
了符合自身实际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基础设施
改造方面，优化后的农批市场分区布局更加合理，
卫生条件明显改善，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快检室有
效运行率达到100%，冷藏冷冻设备基本完备。通
过追溯系统等全程电子化信息手段结合传统纸质

记录相结合模式，确保农产品“来源可查、去向可
追”，经营过程关键点控制进一步强化。

据了解，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将巩固食品安全
管理规范标准化建设成果，依据《内蒙古自治区
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食品安全管理规范标准化
建设审评验收细则》，对完成建设的 31家食用农
产品批发市场的场所布局、设备设施、检验检测
等 160 项食品安全管理规范审评项目进行持续
跟踪问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及时查漏补缺，通
过“清单式整改”＋“销号制”模式，持续推进全区
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食品安全管理规范标准化
建设，示范引领扩大建设实效，确保食品安全管
理长效机制有效运行。

内蒙古全力推进农批市场食品安全管理规范标准化建设
截至目前，已有31家农批市场通过验收

“上次帮您办理了线上系统填报业
务，想着您可能还有其他需要，这次我们
特意上门为您提供其他业务咨询和办理
服务。”前不久，新城区行政审批政务服
务与数据管理局工作人员云译萱和同事
来到新城区爱立方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
对负责人付俊英说道。

见到工作人员上门，付俊英感动不
已：“太感谢你们了。你们的服务细致周
到，给我们这些残疾人帮了大忙。”

“我 因 患 脊 髓 灰 质 炎 导 致 身 体 残
疾，行动不便，就业非常困难。我想和
同样有困难的人一起抱团取暖，于是就
琢 磨 着 成 立 一 家 残 疾 人 辅 助 就 业 机
构。可是着手办理审批业务时才知道，
要报送很多材料，我就有点想打退堂鼓
了。”谈起初建服务中心时的纠结，付俊
英记忆犹新。

“当时就想着要不先去问问看，实在
不行就算了。没想到一踏进新城区政务
服务中心大厅，就有热心的志愿者主动
上前询问。得知我们是想成立一家为残
疾人服务的机构，大厅行政审批政务服
务与数据管理局窗口工作人员立刻帮我
们开通了绿色通道，然后多次上门帮我
们解答业务方面咨询并在线办理业务，
解决了我们在申报审批中遇到的许多实
际难题，真的是温暖‘无碍’服务！”

新城区爱立方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
是一家集残疾人托养、辅助性就业、残疾
人及亲属康复培训服务等为一体的民办
非企业单位。新城区行政审批政务服务
与数据管理局工作人员在了解到他们的
需求后为其提供了“一对一”陪伴式服

务。不仅帮助他们完成了名称核准申
请，还第一时间来到服务中心，耐心细致
地解答了相关填报问题，帮助梳理了所
有材料，最终顺利完成了成立登记材料
的申报工作。

“我们中心现有 31名残障人士，在社
会多方力量帮助下，组成了一个大家
庭。组建初期我们真的有很多现实问题
需要解决，政务中心工作人员多次上门
为我们提供服务，让我们真真切切地感
受到了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
付俊英边说边擦去了眼角的泪水，“有了
大家的关心和爱护，我们就有了战胜病
魔、战胜一切的力量。我相信我们这个
特殊的大家庭会越来越好！”

据介绍，新城区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
数据管理局为满足特殊群众的需求，开
设了“一对一”陪伴式服务项目。“为切实
提升行政审批效能、保障政务服务质量，
进一步搭建服务便民桥梁，我们为特殊
群体提供‘一对一’的陪伴式服务，让各
族群众都能感受到人性化、有温度的政
务服务。”新城区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
据管理局副局长杜永生介绍，“工作人员
会全程陪同需要帮助的群众，从告知、受
理到审批、发证，提供全流程一对一陪伴
式服务，就材料审核要点、线上系统填报
的问题答疑解惑，并开通绿色通道帮助
特殊群体‘一站式’办结业务。在必要
时，我们还提供‘上门办’服务。”

据了解，新城区行政审批政务服务
与数据管理局已为辖区两家残疾人综合
服务中心提供了上门办理、上门发证的
全流程政务服务。

新城区：“一对一”陪伴式服务让群众办事无忧
●本报记者 刘沙沙 通讯员 梁良

我为群众办实事

首府青少年寻味“非遗”瑰宝 传承中华文化
●本报记者 王璐 文/图

春节是中华儿女最为重视的传统节日，红色的春联、绚丽的烟花、热闹的团圆……有关春节的各种习俗一代代相传。今年的春节，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别样的喜
悦，中国春节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申遗成功后的首个春节，处处洋溢着浓浓的年味，首府青少年徜徉其中，通过参加活动、动
手体验，或是与家人团聚，感受春节所蕴含的非遗味道和传统味道。

中国年，中国味。要探寻节日的文化气息，文化场馆当然是首
选。

腊月，敕勒川绿地小学腾飞路校区三年级和四年级的 75名学
生，走进呼和浩特博物馆参观了“灵蛇献瑞”生肖文物大联展。王溢
阳同学平时多次来过博物馆，但还是第一次参观生肖主题的展览，她
兴奋地说：“没想到古代有那么多和蛇相关的文物，还有很多关于蛇、
生肖的传说，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

1月 25日，农历腊月二十六，由呼和浩特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主
办的“‘博’研青城”研学品牌发布暨呼和浩特博物院 2025年研学活
动启动仪式在呼和浩特博物馆举行。当日，举办了“币不可少（钱币
变形记）”和“文物里的年味——非遗味道”两项岁时节日研学活动，
通过老师的讲解，以及自己动手制作，学生们体验了传统春节的文

化味道。
呼和浩特博物院副院长董萨日娜表示，通过“‘博’研青城”研学

品牌的发布，将进一步发挥研学旅游综合功能，集中展示首府文博的
优良品质，继而以博物馆研学为样本打造具有北疆文化特质的研学
产品，大力提升研学基地的实践功能、文博场馆的宣教功能。

大年初五，首府一家研学机构的负责人桃子老师便带领 40多
名文化小使者走进五塔寺博物馆，参与“博物馆里过大年系列活
动”，一起做了非遗拓印。据她介绍，作为研学服务商，她团队一年
在呼和浩特博物院的六大馆要开展 30余场活动，内容主要是体验
传承传统文化和非遗文化，每一期差不多有 40多名学生参加，“到
博物馆参加活动，既能参观又能学习，特别受学生和家长的欢迎，报
名非常积极。”

文化场馆探寻文化味

中国年，非遗味。春节里非遗文化的传播、传承，其实就在每一个家庭的
细微行动里。

春节前夕，呼和浩特市第三十中学（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学校）二年级
学生张夕洣参加了赛罕区文化馆“我们的节日·春节”主题活动，和专业的书法
家们请教、学习，自己书写了春联。在家里，张夕洣的母亲还给她和妹妹买了可
以拓印的工具，张夕洣说：“我们一起印了好几张福字，各种不一样的字体，春节
的时候都贴到了家里的门上，感觉特别喜庆。”

“姥姥姥爷过年好，祝六六大顺、八方来财、蛇来运转、事事顺心！”大年初
一，张夕洣带着妹妹穿着拜年服，向姥姥姥爷拜年，张夕洣说：“我知道中国有
好多关于生肖的成语，都很吉利，比如龙年拜年可以说龙腾虎跃，羊年能说三

阳开泰，马年能说马到成功……反正每一年都不一样，我还得继续学，拜年用
得上。”

托克托县第二小学的李卓燃和妹妹李佳璇在妈妈带领下，一起采买瓜
子、花生、糖果等年货，还一起做了剪纸，穿了喜庆的拜年服，精心制作了拜年
短视频……“在备年货的时候，我们一起买了托县的麻糖并打包寄给朋友们，
在这个过程中，我和孩子们讲解为什么腊月二十三要吃麻糖，也告诉他们麻
糖制作还是一项非遗文化，让他们更加了解家乡、了解本土文化。”李卓燃母
亲包女士表示，通过让孩子参与忙年、买年货、拜年的过程，能让他们更直观
地感受到传统春节的氛围，更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为寒假增添了不
少乐趣，全家人都很开心。

动手体验感受非遗味

回乡过年乐享团圆味
中国年，团圆味。春节不仅是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全家团圆的幸福时刻。
这个寒假，首府的不少青少年也回到充满自然气息的乡村，与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享受欢乐

祥和的团圆时刻。16 岁的穆思源与家人按照大年初二回娘家的传统习俗，从市区出发驱车两个
小时回到清水河县双石槽村。穆思源说，相比城市里的车水马龙，村里要显得安静许多，但是推
开院门，每家每户都特别热闹，姥姥姥爷家一天中总有好几波亲戚来串门，每个人都很热情，她
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村里的串门，和我妈妈的亲戚们一起结伴而行，村里的每一家都要进去拜
个年，大家有说有笑，聊起了童年趣事，感觉妈妈笑得特别开心。”同时，她也和舅舅家、二姨家的

孩子一起玩耍，关系亲近了不少。让她特别开心的是，还吃到了姥姥特意为她包的土豆馅大包
子，满足极了。

同样，好乐学校学生郝崇博过年也跟着家人回到了爸爸的老家武川县。12 岁的年纪正是爱
动的时候，每天在奶奶家跑来跑去，为老人增添了很多欢乐。他的母亲刘女士表示，孩子是奶奶
带大的，感情特别深厚，“尤其是过春节，一定要回来和老人一起过，让老人和孩子多相处一段时
间，享受天伦之乐。同时，我也会教育孩子不要忘记家人的关爱，常心怀感恩之心，只有一家人团
圆和睦，整个家族才会团结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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