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弘扬雷锋精神，传承助人为乐的美德，在3月5日学雷锋纪念
日即将到来之际，呼和浩特市关工委、呼和浩特市科协联合呼和浩
特市长城科普学会走进赛罕区第六幼儿园，开展“雷锋的故事”主题
讲座，特邀市关工委科普与法治教育指导团成员高晓梅作“学雷锋，
做小先锋”主题讲座。近40名老师和小朋友参加了讲座。

■李海珍 摄

学雷锋，做小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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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龙抬头，千人祈福盼美
好。”3月 1日（农历二月初二）一早，新
城区保合少镇古路板村就热闹起来，
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古路板龙灯节如期举行。祭龙神、看
戏曲、观龙灯、游九曲、赏山灯……丰
富多彩的活动寄托了村民对新的一年
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期盼，吸引了众
多市民、游客参与。

据介绍，在呼和浩特市东北部的
大青山南坡，有一座犹如一条长龙横
卧在半山腰的蟠龙山。受蟠龙山及神
龙取水、神龙降雨等民间传说的深刻
影响，当地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龙文
化。在蟠龙山的龙尾处小井沟口，
有一个清代乾隆年间开始形成的蒙
汉杂居的小村庄，蒙古语称古勒崩
白兴，意为三家村。后来蒙汉混居，
演变成古路板村。几百年来，这个
村的蒙汉村民共同生息、和谐相处、
相互通婚、情如手足，形成相同的风
俗习惯、生产方式和共同的龙文化，
并且绵延不断，这就是一年一度的农
历二月初二龙灯节。古路板村西有
一座龙王庙遗址，据村里老人介绍，
这处遗址距今已有近 300年历史。遗
址西面，一股从蟠龙山流出的龙泉水
蜿蜒流向村中，百年来，清澈甘甜的
泉水流淌不息，绵延不绝地滋润着这
里的人畜草木。遗址南，建于 1929年
的古戏台遗址，墙上色彩鲜艳的壁画
依然可见。这一切，构成了古路板龙

灯节深厚的龙文化底蕴。
“最初举办龙灯节主要是为了祈

雨。在清朝乾隆年间，我们这个地方特
别干旱，为了能够向龙王求雨，就在传
说卧龙的地方建了一座龙王庙，并举行
盛大的仪式。这个仪式被保留到现在，
如今更多的是用来祈福。”古路板龙灯
节非遗传承人卜有良说。

卜有良说：“我是古路板龙灯节非

物质文化遗产第四代传承人。我从18
岁学习龙灯艺术，到现在已经 40多年
了。对于传承了近300年的古老民俗，
我始终抱着崇敬之心，从准备到出龙，
一丝一毫不敢马虎。”

卜有良介绍，每年的龙灯节都会
从农历正月二十三开始准备，在前期
的准备工作中要经历组龙班、请龙、饰
龙和卧龙四道程序。

3月 1日 17时许，记者看见龙灯节
使用的龙被摆放在村内龙王庙广场最
显眼的位置。

“宝贝，我们摸摸龙头和龙眼吧，
希望你聪明伶俐。”市民董女士带着 3
岁多的儿子来到现场，不仅摸了龙头、
龙眼，还从龙腹下绕行。

20时许，龙灯节迎来最重要的环
节，只见十多名成年男子将卧在龙王
庙前的龙抬了起来。村民巴特尔作为
起龙人已经 15 年了，“用这样的方式
给村民和游客带来欢乐，虽然有些累，
但是很开心。”巴特尔说。

卜有良说，这个环节叫出龙仪式，
整个出龙仪式需要先起龙，然后游九
曲，最后去每一户村民门前送祝福。
这一套程序必须严格按照传承下来的
规矩进行。

在出龙仪式起龙时，鼓乐喧天、
燃放爆竹、点燃旺火，十多个人合力
起龙，围着龙王庙遗址正转三圈，再
随着鼓乐声下山入村，到达九曲，最
后来到每户村民门前送祝福。

新城区宣传部工作人员介绍，农
历二月初二是我国的传统节日，最初

“敬龙祈雨，佑保丰收”的龙文化内
涵逐渐衍生为多种祝福并存的“吉祥
文化”。近些年，它逐渐融入百姓日
常生活和娱乐活动中，丰富了中华文
化的节日形态，体现出勤劳善良的中
国人祈盼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美好
愿景。

非遗焕新彩 舞龙启新程
——古路板龙灯节引客如潮

●本报记者 马妍 文/图

人勤春来早，春耕备耕忙。随着
气温逐渐回升，呼和浩特市各地抢抓
农时，紧锣密鼓地开展春耕备耕工
作，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记者从呼和浩特市农牧局了解
到，为确保春耕生产顺利进行，呼和
浩特市早谋划、早部署，积极做好农
资储备和调运工作。目前，全市已储
备各类农作物种子 6.43 万吨、农药
85.5 吨、化肥 5.39 万吨，农资货源充

足、价格基本稳定，基本满足全市春
耕生产需求。

走进土默特左旗年年有余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仓储中心，春耕所需
的各类种子、化肥产品码放整齐，工
人们正紧张有序地装运物资，一车
车农资即将发往全市 100 多家经销
网点。公司总经理张亚龙介绍：“我
们 已 调 配 多 辆 运 输 车 全 力 调 运 农
资，并实时跟踪供需动态，精准调度

资源。同时，加强农资储备、调拨、运
输、配送等环节的协同联动，确保供
应链运转顺畅，实现农资及时到店、
到村、到户。”

在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武
川县、清水河县等地，一台台大型农
机整装待发，准备进行土地深松、整
地作业。今年，呼和浩特市将继续
大力推广农业机械化生产，积极引
进先进适用的农机具，提高春耕生

产效率。
目前，全市预计可投入拖拉机 7.9

万台、配套农机具 8.4万台、排灌机具
1.4 万台，其中北斗导航辅助驾驶设
备 1125 台。此外，已检修（保养）机
具 6708 台，全力助力春耕。与此同
时，呼和浩特市积极组织农技人员
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服务。
近日，呼和浩特市农牧局与中国农
科 院 李 少 昆 团 队 签 订 科 技 包 市 协
议，重点推广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
产技术，并已开展巡回指导，推动粮
食单产提升。近期已累计培训农民
1600 人次，农技人员下乡 179 人次，
发放技术资料 2300余份。

春耕生产离不开气象服务的支
持。呼和浩特市农牧局积极与气象
部门保持持续沟通，密切关注天气变
化，帮助农民合理安排农事活动。针
对可能出现的倒春寒、干旱等不利天
气，制定了应急预案，确保春耕生产
不受天气影响。

呼和浩特市认真落实各项强农
惠农政策，已提前下达 2025年耕地地
力保护补贴、生产者补贴等资金，并
继续对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
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引导扶
持，为春耕生产注入强劲动力。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好景看春
耕。如今，呼和浩特市各级各部门正
以饱满的热情、务实的作风，全力以
赴抓好春耕备耕各项工作，为夺取全
年农业丰收开好局、起好步。

春耕备耕 呼和浩特准备好了
已储备各类农作物种子6.43万吨 农药85.5吨 化肥5.39万吨

●本报记者 马妍 文/图

呼和浩特：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助力企业茁壮成长
（上接第 1版）加快推进规上工业企
业“三清零全覆盖”行动，加快国家中
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建设，加
力支持工业领域技术改造和大规模
设备更新。强化企业用工服务，深入
落实“呼和浩特人才强市 25条”，解决
企业用工需求。助力企业开拓市场，

优化物流体系，开展产业链上下游对
接。聚力企业纾困解难，健全重点项
目提前介入和跟踪指导机制，强化环
评、能评等点对点精准服务。实施产
业“要素保障提质工程”，切实解决电
力、热力、燃气、用水等传统要素成本
过高、供应不畅，以及环境容量、能耗

指标等新兴生产要素稀缺短缺、供给
不足等问题。

……
今天的呼和浩特，正以“店小二”

的服务精神、“急郎中”的解题智慧、
“合伙人”的发展理念，构建近悦远
来的营商环境；正以坚定的决心和

有力的举措，全力助力企业发展壮
大。相信在政府与企业的共同努力
下，呼和浩特的经济将迎来更加灿
烂的明天，这座草原都市也必将成
为企业成长的新高地、投资兴业的
新热土，在祖国北疆绘就高质量发
展的新画卷。

本报讯（记者 王中宙）3月2日上
午，由呼和浩特市教育局、呼和浩特市
文联主办，呼和浩特市青少年活动中
心、呼和浩特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少先
队工作委员会承办的“不负少年时，奋
进新征程”——呼和浩特市新时代好
少年宣讲暨呼和浩特市青少年活动中
心 2025年春季开学第一课思政教育
主题活动在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举办。

本次活动旨在通过榜样引领与文
化艺术浸润，提升青少年思想道德素
养，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以积极昂扬的姿态开启新学期，迈向
新征程。

活动中，来自呼和浩特市的 3名
新时代好少年代表——赛罕区首都师
范大学呼和浩特实验小学四（3）班的
勤学善思好少年郝燠祺、新城区青山
小学六（4）班的热心公益好少年孙翊
瑄、中山西路回族小学六（2）班的创新
创造好少年郝柏竣分别分享了自己的
事迹和成长经历。他们用朴实的语

言、真挚的情感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
积极向上、勇于担当的精神风貌，赢得
现场阵阵掌声。

与此同时，道德模范代表付兵兵
带来题为《坚守育人初心 践行爱的奉
献》的事迹宣讲，魏刚结合短片分享了

《做公益不承诺》的事迹故事，他们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榜样的力量和
公益大爱的奉献精神。

问答互动环节中，同学们围绕
“如何平衡学习与公益”“遇到困难时
如何坚持”等问题与代表们展开交
流。代表们耐心解答，分享经验，现
场气氛热烈。

本次活动通过“身边人讲身边事”
的方式，增强了思政教育活动的教育
实效性。接下来，呼和浩特市青少年
活动中心将通过一系列“美育+思政”
主题教育活动，进一步推动校外思政
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培养“五育融合”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夯实
思政力量根基。

“不负少年时，奋进新征程”

呼和浩特市新时代好少年宣讲活动举办

本报讯（记者 苗欣）3月 1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五届运动会群众
比赛足球项目（五人制男子乙组）预
赛北赛区比赛在呼和浩特开赛。在
男子乙组小组第二轮比赛中，内蒙古
代表队首战告捷，赢得开门红。

据了解，本次比赛有内蒙古队、

甘肃队、火车头队等10支队伍为决赛
晋级名额展开激烈争夺。在 3月 2日
举行的男子乙组小组第二轮比赛中，
内蒙古代表队主场迎战山西代表队，
最终以 11∶0 的比分大胜对手，赢得
开门红。

上图为揭幕战比赛现场。

十五运会群众足球五人制男子乙组预赛打响

内蒙古队首战告捷

本报讯（记者 祁晓燕）就业是民
生之本，今年以来，回民区人社局在岗
位、服务、培训等维度持续发力，为求
职者与企业搭建供需桥梁，更加注重
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多措并举为区
域就业注入活力，推动就业形势持续
向好。

为深入推进就业促进行动，回民
区人社局开展 2025年“春风行动就业
援助”活动，全方位促就业、保民生、稳
发展。近日，在内蒙古云谷数字人力

资源服务产业园举办专场招聘会，为
农民工、应往届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
等重点帮扶对象搭建就业平台。招聘
会涵盖了智能制造、信息技术、现代服
务、文化创意等多个热门行业领域的
37 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 100 余个。
招聘企业通过展板展示、发放宣传资
料、现场讲解等方式向求职者介绍企
业概况、岗位要求、薪资待遇等情况。
现场还设立了就业政策咨询台，为求
职者提供就业创业政策咨询、职业指

导、技能培训等服务。
优化职业培训，是回民区助力群

众就业创业的又一有力举措。2024
年，回民区人社局联合六所职业培训
学校开展多元培训。城镇就业技能培
训超额完成，培训 1638 人，完成率达
131%；农牧民转移就业技能培训 300
人，创业培训 650 人，均圆满完成目
标。今年，回民区依托街道、社区宣传
政策，组织培训机构深入基层，精准对
接重点群体需求，围绕重点产业和市

场，侧重紧缺职业培训，助力更多人就
业创业。

为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回民区
人社局以“就业援助月”、新春走访
慰问等活动为契机，帮扶就业困难
群体。

下一步，回民区人社局将加大就
业帮扶力度，持续“访企问需”，搭建起
求职者与企业的沟通桥梁，让群众能
就业、好就业、就好业，为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回民区：春风送岗解难题 多措并举促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