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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青城善治记
（上接第1版）
赵玉琴：242本房产证与永不退休的党

支部
3月6日一早，四千米社区乳品厂小区党

支部书记赵玉琴踩着碎雪推开乳品厂小区的
大门，76岁的她腰板挺得笔直。十几年前这
里还是垃圾成堆的拆迁废墟，供暖管道泄漏
的蒸汽在寒冬里结成冰挂。如今，雪白的墙
上挂着居民手绘的二十四节气图，老年食堂
的炖菜香在空气里飘浮。她驻足在党群服务
中心门前，透过玻璃窗看过去，十几位大爷大
妈正跳着健身舞。

“赵书记，早！”王大妈提着菜篮迎面走
来，“您给协调的充电桩已经能充电了。”老人
的手指向新建的车棚，那里整齐排列着智能
充电口。这个细节让赵玉琴想起“五级治理
体系”，此刻具象成楼栋长每日巡查的签到
表、单元长微信群里的报修信息和党员中心
户门楣上的红色标识。

2014年冬天，是四千米社区治理的分水
岭。彼时刚成立的小区党支部成员裹着军大
衣，踩着积雪逐户敲门，收集到 200多户居民
的联名意见——供暖管网改造刻不容缓。赵
玉琴带着这些信笺，在街道党工委协调下，敲
开了多个部门的门。

“当时就像蚂蚁搬家。”赵玉琴说，“街道
统筹资源，社区对接部门，小区党支部动员群
众，楼栋长解释政策，党员中心户带头拆除违
建。”五级组织如齿轮般咬合转动，最终让这
个房龄超过半个世纪的老小区，在次年供暖
季前完成了管网改造。

在赵玉琴的家里，珍藏着一把生锈的扳
手。这是 2015年供水加压站建设时，居民自
发组建的“银发监理队”用过的工具。“当时我
们和大家征求意见，选定加压站建设位置，每
天蹲在工地记录施工进度。”“党组织搭台，群
众自组织唱戏”是当时的生动写照。

老旧小区改造与建设需要有章可循。近
年来，呼和浩特陆续出台全面提升城市基层
治理能力和水平的实施意见及配套文件，颁
布了街道办事处工作条例、物业管理条例等4
部地方性法规，搭建起基层治理的“四梁八
柱”，为更多老旧小区改造、管理提供依据。

“书记，咱们小区的 1、2、3号楼房本全都
办下来啦！”志愿者高慧萍把档案袋递给赵玉
琴。老人激动的手怎么也撕不开密封条，高
慧萍掏出裁纸刀轻轻划开，大红封皮的不动
产证出现在赵玉琴眼前。

多年前，当社区启动历史遗留房本办理
时，小区党支部成员、志愿者在党群服务中心
摆开长桌，梳理每户情况：有人缺土地证明，
有人少测绘图纸。高慧萍的帆布包成了百宝
箱，里面总装着老花镜、印泥和放大镜。社区
办公室临时改成了“房本驿站”，墙上挂满手
绘流程图，每办成一户就贴朵小红花。

菜市场的摊主都认得这个风风火火的“红
马甲”。高慧萍的电动车筐里总装着不同的代
买物品：3号楼孙姨要买茎秆粗的芹菜，1单元
孙大爷专挑带泥的胡萝卜……去年，高慧萍被
评为“赛罕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优秀志愿者”。

搭起基层治理“连心桥”，才能激发治理
创新“内驱力”。近年来，首府人口虹吸能力

不断增强，基层治理难度也不断加大。呼和
浩特立足发展实际，新增设8个街道、31个社
区；按照 300户到 500户的标准，综治网格由
5880个细化为 6158个；推进 899个无物业小
区清零，全市 3650个住宅小区均实现物业管
理全覆盖。

四千米社区党总支书记武剑锋说：“我们
社区是典型的老年人口聚集社区，我们将驻
区单位、包联单位、城管、派出所、物业公司等
纳入社区‘大党委’成员单位，建立了‘三项清
单’，每年解决一批群众关注度高的实际问
题。还创设了‘小事琐事 1日办、重要事件 5
日办、典型事件15日办’的‘1+5+15’工作法，
做到凡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应。”

依托党群中心、社区、代办点，各项便民
服务在青城大地四处开花。目前，呼和浩特
共建成 84个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1415
个社区（村）便民服务站，建成商务楼宇党群
服务中心 7个、小区党群服务站 58个，组建
党员代办队 685个，真正把服务做到了群众
家门口。

蒋吴楠与秦苗：在茶香氤氲处留住春天
春日的阳光斜斜洒在玉泉区大召社区青

砖灰瓦的院落里，1995年出生的留学归国青
年蒋吴楠正蹲在地上调试着一米多高的镂空
画框。作为2024年通过“市编街用”人才引进
政策加入社区的基层治理专项人才，她用文
创思维为这座百年老街区注入了新活力。

“阿姨，您站到画框后面，对，把飞檐翘角
框进来！”蒋吴楠举着社区自己设计的“打卡
相框”示范，手机镜头瞬间将古建筑与蓝天切
割成一幅“油画”。这项“光影里的大召”网红
打卡活动，半个月就吸引了 120余人次参与，
3000余次浏览量让老街区在年轻人社交圈中
悄然翻红。而在社区的“居民议事茶馆”里，
她又是另一种形象——手持平板电脑扒拉着
地图，与居民沟通小区“健身器材选址”问
题。正是这种“创新思维+本土智慧”的碰撞，
让玉泉区老旧小区门禁升级等20余件民生小
事高效落地，也印证着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后释放的创新空间。而像蒋吴楠这样的基层
治理领域专项人才，全市共有325名。

“小秦姑娘，我这老花眼实在摆弄不来手
机啊。”75岁的张奶奶握着智能机的手微微发
抖。2023年通过招考加入四千米社区的秦苗
立即掏出工作证：“您别急，咱们还有上门认
证服务呢！”她半跪在老人身旁，手机镜头精
准捕捉到老人的面部特征：“您看镜头眨眨
眼……好了，认证成功！”这个动作她已重复
过上百次。这背后是社区梳理的精准服务名
单和“服务零距离”承诺。

当得知社区工作者平均月薪已从3791元
涨到 4525 元时，今年 27 岁的秦苗腼腆地笑
了：“薪酬留人，但百姓的笑容更暖心。”她正
在将每次入户时记录的老年需求整理成册，
这些数据将成为社区申请适老化改造的重要
依据。而手机上“社区工作者—社区‘两委’
成员—社区书记—乡科级干部”的“成长路径
图”更让她充满期待——或许不久的将来，她
也能像前辈那样通过公务员、事业单位定向
招考踏上更大的舞台，但此刻，她更享受帮王
大爷办完高龄补贴的成就感。

在呼和浩特，“轻车”“壮马”正在基层持
续发力：街道职责从 222 项缩减到 101 项、
5308名社区工作者中 76.3%都是像她们这样
的“35岁以下生力军”、薪酬体系与晋升通道
打破“天花板”……基层治理正在从“负重前
行”转向“轻装创新”。蒋吴楠的文创实验与
秦苗的温情守护，如同社区治理的双翼，既载
着历史文化飞向云端，又贴着地气暖人心。

郝淑文：在数据洪流中打捞城市心跳
在土默特左旗“基层社会治理驾驶舱”

前，今年 40岁的土左旗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
心主任郝淑文目光紧盯着大屏上跳动的数
据。“还没有上传最新统计数据的网格员请加
快上传。”打开微信群，郝淑文迅速与大家沟
通起来。通过“政青城”手机 App终端，各地
区的信息可以汇入总系统，并自动完成分类
整理。

这样的场景已是常态。依托全市统一的
基层社会治理信息系统，分散的“人、房、事、
物”数据汇入“一屏统览”平台，构建起动态更
新的网格治理数据库。网格员张磊感触颇
深：“以前挨家挨户填表格，现在用App拍照
上传，效率翻了几倍！”

居民们对“指尖上的治理”赞不绝口。在
“爱青城”App土默特左旗智慧社区平台，打
工者刘大爷通过“零工市场”模块找到了日结
工作；宝妈赵女士用“一刻钟生活圈”找到了
新开的社区超市；独居老人周大娘足不出户
就让志愿者帮忙买到了菜……“现在有问题
不用跑腿，拍个照就解决，连暖气都比往年热
乎！”李大爷在社区座谈会上竖起大拇指。

另一边，新城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工
作人员韩晓娟正在通过全市试点的“智慧综
治”系统帮助办事群众登记调解事宜。系统将
根据来访事项性质，研判后自动派单至交通纠
纷调解中心、物业纠纷调解中心、劳动纠纷调
解中心等七个中心，实现高效精准调解。

目前，呼和浩特打造了基层智慧治理数
字平台，相关功能全部接入“爱青城”App直
通基层，全市84个乡镇街道、59个市直部门、
21家服务企业全部纳入 12345接诉即办。最
近，首府智能化再迈一步，DeepSeek完成在城
市大脑的本地化部署，呼和浩特成为内蒙古
自治区首个将DeepSeek应用于城市大脑的地
区，初步实现人工智能对社情民意全渠道、全
时段、全方位响应。

如今的呼和浩特，青砖灰瓦的老社区与
智慧网格同频跳动，草原的风裹挟着数字时
代的脉搏。“赵玉琴们”的白发照亮了楼宇间
的信任，“杨慧龙们”的指尖重塑着街巷治理
的精度，“蒋吴楠们”的青春代码编织出便民
服务的云端网络，而“郝淑文们”的大数据图
谱，正将首府的万家灯火连缀成星河。当

“铁三角”微治理组织体系如根系深扎、扁平
机制让诉求秒达、专业队伍在网格中抽枝散
叶、便民服务浸润每寸生活，这座北疆之城
正用“一根钢钎插到底”的坚韧与“一网统管
连万家”的智慧，让塞北的云化作及时雨，落
在群众门前晾晒的被褥上、早餐铺腾起的热
气里和每个晨昏交替时安心归家的脚步
中。基层治理的“青城答案”，终是写进了人
心褶皱处的暖意。

南北携手共绘万亿冰雪经济新版图

新华社利雅得3月17日电（记者 王子江、罗
晨）中国男足17日晚抵达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
开始备战20日晚与东道主沙特队举行的2026美
加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8强赛C组比赛。

17日晚，中国队全体人员乘机从阿联酋的
迪拜抵达利雅得哈立德国王机场，受到了等待
在那里的数十名中国球迷的欢迎。主教练伊
万科维奇和27名球员陆续走出机场，为球迷们
签名并与他们合影。

中国足协负责人在机场告诉记者，中国队
在迪拜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训练后，现在状态不
错，17日出发当天上午，全队还在迪拜进行了
最后一场训练课。他说，全队将在18日开始在
利雅得的训练，争取以最好的状态迎战沙特
队。

C组积分榜上，日本队目前积 16分领跑，
澳大利亚队积 7分排名小组第二，中国队与沙
特队、巴林队和印度尼西亚队同积6分。

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记者 苏斌、岳冉
冉）中国乒乓球队 18日公布了 2025年国际乒
联男子及女子世界杯的参赛名单，王楚钦、孙
颖莎等10位运动员将出战本次赛事。

单打世界杯将于 4月 14日至 20日在中国
澳门举行。国乒男单参赛运动员为林诗栋、王
楚钦、梁靖崑、林高远、黄友政，女单参赛运动
员为孙颖莎、王曼昱、王艺迪、陈幸同、蒯曼。

中国乒协秘书长、中国乒乓球队领队何潇
表示，世界杯是国际乒联传统赛事之一，澳门
世界杯也是今年上半年最重要的比赛之一。
世界杯是邀请参赛制，其中上届国际乒联世锦
赛冠军、世青赛冠军可以获得参赛资格，其他
球员通过各洲际杯前四名的成绩以及国际乒
联世界排名等渠道获得参赛资格。

本次赛事，中国男队樊振东、林诗栋、王楚
钦、梁靖崑、林高远、黄友政获得邀请资格；女
队孙颖莎、王曼昱、王艺迪、陈幸同、蒯曼获得
邀请资格。

何潇介绍说，“女队的受邀名单中，孙颖莎
作为2023年世锦赛冠军入围，王曼昱、王艺迪、
陈幸同、蒯曼通过洲际资格入围。经过队伍征
求意见并确认，协会向国际乒联确认这五名队
员参赛。男队方面，樊振东作为2023年世锦赛
冠军入围，林诗栋、王楚钦、梁靖崑依据亚洲杯
比赛成绩入围，黄友政作为2024年世青赛U19
冠军入围，林高远凭借世界排名入围。资格名
单公布后，协会和队伍征求了每一位获资格球
员的意见。樊振东基于近期个人的实际情况
考量，决定不参加世界杯比赛，协会和队伍尊
重他的选择。因此协会向国际乒联确认了其

他五名队员参赛。”
国乒男队主教练王皓表示，近期队伍整体

状态稳定。他说：“王楚钦连续拿到亚洲杯和
重庆冠军赛冠军，整个人的精神、心理状态等
各方面都有提升。梁靖崑在亚洲杯打进决赛，
在重庆冠军赛出现伤病的情况下，能坚守住自
己的这条线，进入前四，他的意志品质比以前
有很大进步，值得肯定。林诗栋是年轻队员，
连续作战中在体能和技术储备等方面受到一
些冲击，出现起伏波动，这是可以理解的。其
他年轻队员也在近期赛事中得到了历练，成绩
上有输有赢。我们要不断去总结比赛的经验，
让他们快速成长起来。”

对于樊振东未确认参赛，王皓说：“我和队
伍一直和樊振东保持着联系，关心他的情况和
状态。他本人出于个人近期情况的考虑决定
不参赛，队伍尊重他的决定。”

本次世界杯是多哈世乒赛前最重要的一
项赛事，王皓希望参赛队员在比赛中全力争
胜。

女队主教练马琳表示，进入 2025年，队伍
整体表现很不错，在新加坡大满贯赛、亚洲杯
以及重庆冠军赛中均成功包揽四强。

“孙颖莎获得新加坡大满贯赛和重庆冠军
赛冠军，王曼昱获得亚洲杯冠军，蒯曼在新加
坡大满贯赛上单打进入决赛，王艺迪、陈幸同
近期击败了日本队的多位主力选手。获得世
界杯参赛资格的这五名队员是目前表现最稳
定的，外战成绩很好。女队要保持近期的势
头，以更好的状态迎接世界杯，争取最好的成
绩。”他说。

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记者韦骅、王镜
宇）为加强中国女排国家队建设，完成 2028年
洛杉矶奥运会周期各项赛事的备战参赛任务，
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 18日发布公
告，组织选聘新一届国家女排主教练。

公告表示，新任主教练任职时间为2025年
4月至 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结束。在此期间，
主教练应发扬新时代女排精神，选拔国家队集
训和参赛运动员，制定和执行训练比赛计划，打
造国家女排技战术体系和精神风貌，严格落实
赛风赛纪、反兴奋剂等方面的制度规定，带领队
伍在世界锦标赛、亚洲锦标赛、亚运会等赛事中
取得良好成绩，完成洛杉矶奥运会任务。

根据公告提出的选聘标准，候选人应政治

素质过硬、业务能力强、管理能力优秀、执教经
验丰富且能够继承和弘扬新时代女排精神。
其中在执教经验方面，候选人需担任过省市成
年队主教练并获得过全国前三名，或担任过国
家级青少年队主教练并获得过世界或亚洲正
式比赛前三名。

排球运动管理中心接受组织推荐和个人
推荐，会在经过一系列流程后公布人选。报名
人员应于3月25日前提交报名表，整个选聘工
作接受社会监督。

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中国女排在主教
练蔡斌的带领下进入八强。蔡斌于2022年年初
接手球队，在执教期间，曾率队获得2023年世界
女排联赛亚军和杭州亚运会冠军。

中国女排新任主帅选聘工作启动

国乒公布澳门世界杯参赛名单

国足抵达沙特备战世界杯预选赛

3月18日，工作人员推动“宝云号”长航时大载重无人运输机进入飞行航道，准备起飞。
3月18日上午，长航时大载重无人运输机“宝云号”在河北衡水成功首飞。

“宝云号”是由衡水桃城机场完全自主研制的长航时大载重无人运输机，最长航时26个小时，比现
有续航10小时左右的同类机型续航能力增长超一倍。相较于同类机型每架500万到1000万元的价格，
它仅需150万元。这为无人运输机广泛投入应用提供了可能。 ■新华社发（陈连胜 摄）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发展冰雪
运动和冰雪经济”。过去这个冬天，“冰雪
热”席卷大江南北，《中国冰雪旅游发展报告
（2025）》预测，2024-2025 冰雪季，我国冰雪
休闲旅游人数有望达 5.2 亿人次，冰雪休闲
旅游收入预计突破 6300亿元。冰雪运动“南
展西扩东进”催生了南北联动、四季运营的
产业新业态，南北方正努力绘就万亿冰雪经
济新版图。

冰雪热潮，从冬季“顶流”迈向“四季
长红”

近年来，在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等
重大体育赛事带动下，我国掀起了冰雪经济
一轮又一轮热潮，冰雪“冷资源”持续转化为
经济发展“热动力”。

从冰雪运动参与情况来看，热度可见一
斑。这个冰雪季以来，我国已举办 58项国际
国内高水平冰雪赛事，全国滑雪场累计接待
客流超 1.9亿人次，同比增长 22.8%。业内人
士表示，如今大众对冰雪运动的关注度和参
与度显著提升，曾经的“小众运动”已成为广
受青睐的“大众运动”。

“过去滑雪必须北上，现在家门口就能
滑！”江苏省无锡市市民王琳从 138米长的雪
道上飞驰而下，尽情享受滑雪乐趣。这位滑
雪初学者最近每周都到当地的室内滑雪场练
习滑雪。这座 1.75万平方米的滑雪场，每天
吸引数百名滑雪爱好者，其中约 70%的客流
来自长三角地区。

冰雪运动场地近年来发展较快，为冰雪
爱好者提供了广阔舞台。2024年全国体育场
地统计调查数据显示，全国冰雪运动场地达
2678个，其中有不少在“雪迹罕见”的南方地
区。冰上飞舞、雪场飞驰不再是北方专属，越
来越多南方老百姓在家门口能实现“滑雪自
由”。

冰雪运动普及带动了全产业链发展。统
计显示，去年11月至今年1月期间，亚冬会带
动哈尔滨冰雪装备制造、文创 IP等产业销售
发票金额同比激增970.5%；这个冰雪季，哈尔
滨冰雪大世界单日最高客流量突破 10万人

次，创历史新高，全国滑雪场内相关消费超
350亿元。

政策“暖风”，让南北共享“冰雪+”红利
冰雪经济蓬勃发展，离不开政策加力支

持。2024年 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以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激发冰雪经济活力的
若干意见》；去年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提出，积极发展首发经济、冰雪经济、银发
经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发展冰雪
运动和冰雪经济”；今年《提振消费专项行动
方案》提出，推动冰雪消费。国家体育总局局
长高志丹表示，要持续拓展冰雪运动高质量
发展激发冰雪经济活力的良好态势，稳住冰
雪经济总规模万亿元的基本盘，力争到 2030
年达到1.5万亿元的目标。

一系列助推冰雪经济发展的政策如暖风
拂面，生产雪板、雪服等冰雪装备的企业持续
增多，与冰雪旅游相关的餐饮、民宿、交通等
行业发展迅猛。各地纷纷以“冰雪+”为抓手，
创新消费场景，拓宽冰雪产业的发展空间。

比如，北京发放冰雪消费券，推出冰雪灯
光秀、亲子挑战赛等特色活动；新疆阿勒泰让
游客沉浸式体验参观，挖掘滑雪起源地历史
文化。南方多地也投身其中，深圳引进高水
平冰雪赛事；江苏开展冰雪节、冰雪研学等多
种形式的冰雪活动；四川凭借“暖雪”等独特
自然及人文优势，打造冰雪旅游新场景。

无锡灵山文旅集团战略规划委员会主席
吴国平认为，做强“冰雪+”产业，要实现“需求
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加快
冰雪旅游与冰雪运动、冰雪文化、冰雪装备制
造等业态的融合发展。

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
裕雄表示，冰雪经济商业模式正得到重塑，由
观赏型简单消费模式向深度体验式、社交式
消费模式转变。冰雪经济具有产业链条长、
导流效应大、社会效益高等特点，对拉动内
需、促进就业等具有积极作用。

南北协同，合力构建冰雪经济共同体
专家表示，面对万亿冰雪经济市场，“冰

雪+”产品将更注重场景营造、情绪价值满足和

科技赋能，南北方各有发展优势，可携手做大
做强冰雪产业。

从收集滑雪过程数据并分析的智能滑雪
鞋垫，到能供热 5小时的发热雪地运动鞋、让
人足不出户体验滑雪的VR模拟滑雪机……
目前我国已形成15大类冰雪装备器材产品体
系，其中离不开南北方资源互补的贡献。

黑龙江冰雪产业研究院院长张贵海说，
东北冰雪装备制造产业起步较早，有一定历
史积淀，但伴随冰雪运动在南方逐渐普及，很
多南方企业顺势而为，踊跃投身冰雪装备制
造领域。“目前东北在轻工产业上和南方部分
地区出现了一定差距，对于冰雪产业，我们可
以做有东北特色的大型装备以及智能型装
备。”

税收数据显示，2024年滑雪装备销量增
速前十名的省市中有八个来自南方地区，其
中福建、安徽等省份去年滑雪装备销量增速
超100%。“冰雪运动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部
分南方省份完善的产业链和强大的生产能
力，可以推动运动流行与产业热度相互促
进。”吴国平说。

张贵海表示，得益于自然禀赋，北方能发
展成体系的旅游、赛事、培训等服务；南方很
多企业则在研发制造上有优势，可以专注某
个赛道深耕，形成互补。“通过南方生产满足
北方需求，南北相得益彰，也是‘内循环’一个
很好的模式。”

专家指出，为实现冰雪经济“南北共赢”，
可构建南北冰雪经济共同体。一方面推动技
术共享，另一方面互通客源。北方主打冬季
户外滑雪旅游，南方聚焦四季室内体验，可以
联合推出“冬北夏南”主题线路。

“譬如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等园区可与南
方室内场馆联动，推出跨区域冰雪旅游套餐，
形成季节性互补。还可探索冰雪旅游联名 IP
产品、主题周边、赛事合作等。”吴国平说，冰
雪产业能否开发成功，关键在于能否打造无
法被轻易替代的优势。

（新华社南京3月18日电 记者 何磊静、
王镜宇、王君宝）

长航时大载重无人运输机“宝云号”在河北衡水成功首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