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0甜蜜升级：新规落地 跑出“婚登”加速度
●本报实习记者 吴香凝/文 张伊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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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府园林部门为绿化树木上“保险”
第一时间启动赔偿程序

“城市农夫”荷锄归
●本报记者 安娜

城·暖心故事

5月 20日，清晨的阳光还未完全洒满街道，
位于玉泉区的“艾尼尔影像”早已被幸福点亮，8
时许，第一对新人便带着期待踏入影楼。陈先生
和爱人从校服到礼服，在 10年的时光里，他们相
互陪伴，走过青春岁月，也携手走向婚姻生活。
为了让结婚登记这一重要时刻更具仪式感，他们
挑选了“520”这个充满爱意的日子拍摄结婚登记
照。在化妆师和造型师的巧手下，新人新中式风
格的造型逐渐成型，典雅的服饰、精致的妆容，诉
说着中式浪漫。随着相机快门声“咔嚓”一声轻
响，他们眼中的爱意与嘴角的笑意，永远定格在
这幸福的瞬间。

时针指向9时，预约的新人们陆续到来，影楼
里瞬间热闹非凡。拍完结婚登记照的陈佳和爱
人，兴奋地在摄影棚里自拍。他们对着镜头摆出
各种甜蜜的姿势，眼中满是对未来的憧憬。“今天
我们预约了领证跟拍，一会儿就要去婚姻登记
处。”陈佳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我们准备了
很多道具，包括喜字、情侣装、标识牌，就是想要
留下最美好的纪念！”

在这热闹的场景中，摄影师兴安穿梭其中，
专注地捕捉着每一个幸福的瞬间。从事摄影行
业已有 10年的他，见证了无数新人的甜蜜时刻。

“近几年结婚登记照跟拍越来越火热，每到情人
节、‘520’这样的特殊日子，预约的新人们特别
多。”兴安说，“为了给新人们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我们会提前1小时上班，准备丰富的道具，希望能
让新人们留下最美好的记忆。”

今年5月10日起，新修订的《婚姻
登记条例》开始实施，婚姻登记取消地
域限制，实现全国通办，新人领证不再
需要户口本。不少新人表示，新政策
不仅简化了流程，还让他们在 5月 20
日这个“最有爱的日子”里，更轻松、更
甜蜜地完成人生大事。

5月 20日 8时许，新城区民政局
婚姻登记处人头攒动，新人们手捧鲜
花、身着盛装，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在登记大厅窗口处，听到叫号的
新人们把提前准备好的身份证、照片
递到工作人员手中，在工作人员的指
导下进行人脸识别、指纹识别、填表、
签字、按手印……

“领证不用再为户口本发愁，这简
直是异地打工人的福音。”谈到新修订
的《婚姻登记条例》带来的便利，郭若
男难掩兴奋。郭若男来自陕西省榆林
市，她的男友周蒙丹来自湖南省邵阳
市，这对异乡打拼的恋人，曾一度为结
婚时户口本到底是让父母邮寄还是请
假回家去取的问题犯了难。郭若男
说：“邮寄户口本倒是省事，可一旦丢
失会很麻烦。男友家在湖南，路途遥
远，来回一趟的路费是笔不小的开
支。新条例的颁布解决了难题，我们
只需带上身份证和照片就可以领证
了，为新条例点赞！”

同样身为异地打工人，来自赤峰
市的郭慧也深有同感：“老家赤峰距
离呼和浩特有 800多公里，来回取一
趟户口本费时费力。新政策的推行，
不仅简化了办理手续，还显著提升了
办事效率，更为我们这些在‘520’结

婚登记的新人提供了便利。当然，年
轻人领证切勿冲动，应该与家人充分
沟通、谨慎考虑，才能收获真正的幸
福。”

“我平常都是 9点上班，今天 7点
半就到岗了，就是为了确保前来办理

结婚登记的新人们都能如愿。”新城区
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魏丽君说，“这
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后的
第一个‘520’，因而具有特殊意义。为
提供更加精心细致的服务，我们安排
志愿者进行流程指引、拍照等服务，并

安排免费的婚姻家庭辅导师，让新人
从进门到出门都能得到妥善的引导和
帮助。我们还会通过鼓励举办集体婚
礼、公益婚礼等方式，遏制高额彩礼现
象，减少大操大办行为，为年轻人减
负，为幸福生活加分。”

从农贸市场菜苗热销到居民小
院、阳台变身为“迷你菜园”，一股“城
市农耕热”正席卷而来，市民用泡沫
箱、闲置花盆打造种植空间，在钢筋水
泥间寻找田园乐趣，这场热潮不仅带
来放心蔬菜，更成为一种疗愈心灵的
生活方式。

农贸市场：菜苗热卖抢购不断
“给我来10株番茄苗！”“辣椒苗还

有吗？”5月19日7时许，宝全农贸市场
的菜苗摊位前热闹非凡，询价声此起彼
伏。不到两小时，番茄、黄瓜、生菜等30
余种菜苗便被抢购一空。摊主们满头
大汗地忙着补货，一位摊主边补货边
说：“这已经是今天上午第二次补货
了。”

推着小推车批量采购的市民随处

可见。退休教师张女士的小推车里装
满黄瓜、生菜等菜苗，她笑着说：“给我
女儿家、亲家都带些，现在全家都在阳
台种菜。”据了解，宝全农贸市场多个摊
位生意火爆，上周双休日的单日交易量
均超过千株。

小院农耕：田园梦照进现实
除农贸市场菜苗热销外，玉泉区昭

君路附近的几家种子经销部，种子、椰
糠砖、有机肥等销售火爆。家住回民区
自由里小区的六旬老人王淑珍，特意驱
车来到这里，她的购物篮里装满了辣
椒、茄子等种子和菜苗，兴奋地对记者
说：“这里品种全、质量好，跑再远都值
得！”

王淑珍告诉记者，几年前，她把老
旧小区的房子卖掉后，特意买了一楼带

小院的房子，如今小院成了她的“快乐
天地”，翻土、播种、浇水，每天精心打理
每一株菜苗。小院里，朝天椒已经挂
果，香菜、韭菜、小葱也长势喜人。

“自己种的菜吃得放心，没有农药
残留。”王淑珍不仅享受种菜乐趣，还常
将收获分享给亲友，“看到大家吃得开
心，我也特别满足。”她表示，同小区八
成以上长期入住的一楼住户都在利用
小院种植，曾经以老年人为主的种植队
伍，如今迎来了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
几包帮邻居代买的生菜和苦菊菜种子，
正是邻里间种植热情传递的见证。

阳台新景：种绿成潮流
在金熙嘉园·雅庭小区居民王先生

家，阳光铺满阳台，立体菜园生机勃
勃。经过消毒和钻孔的泡沫海鲜箱成

了嫩绿生菜的“家”。王先生向记者展
示着不久前刚加入的一个专门分享家
庭种植经验的微信群，群内成员每天都
在分享种植心得，字里行间满是对成果
的期待与喜悦。

“种菜能收获满满的成就感，给菜
苗浇水时感受到植物生长的力量，还能
在快节奏生活中寻得片刻宁静。”王先
生说。

家住亲亲尚城的周女士，用闲置花
盆种植的黄豆已结出毛茸茸的豆荚，豆
藤攀上简易支架。“孩子每天放学就跑
去看黄豆，还认真地记录生长日记。”在
周女士展示的照片中，孩子戴着小手套
浇水，专注的模样令人动容，“看着豆荚
一天天长大，全家人都感到很自豪，孩
子作文里也写满了种菜的故事。”

本报讯（记者 李娟）日前，呼
啸的狂风席卷呼和浩特，部分路段
的绿化树木在狂风下，粗壮的枝干
被折断，树干轰然倒地，横亘在道
路中间，不仅阻断交通，更威胁着
市民的人身安全。危急时刻，呼和
浩特园林部门迅速行动，第一时间
启动理赔程序，全力保障市民的财
产安全。

5月16日，市民赵先生归家途
中，在新桥靠北巷目睹了一棵参天
大树被狂风掀翻，庞大的树冠压在
路面上，树枝散落一地。为避免他
人遇险，他立即用手机拍摄现场画
面并上传网络平台，提醒行人绕
行。与此同时，赛罕区园林建设服
务中心巡查人员发现树木倒伏后，
争分夺秒调度专业车辆及人员赶
赴现场，工作人员分工明确，有人
操控吊车吊起倒伏的树木，有人手
持油锯切割枝干，还有人清理搬运
断枝残木。对倾斜未倒的树木，工
作人员用支撑物加固，防止再次倾
倒。经过数小时奋战，倒伏树木被

逐一清理，城区道路恢复畅通。
据赛罕区园林建设服务中心

主任郭万胜介绍，面对此次大风极
端天气，该中心已提前制定了详细
预案，增派宣传人员，组建应急队
伍，调试设备车辆，在险情发生时
能够迅速反应，高效处置。

“此次大风极端天气来势汹
汹，但凭借充分准备，我们及时处
理了呼伦贝尔南路、新桥靠北巷两
处树木倒伏事故，现场无人员受
伤，仅有车辆受损。同时，已为行
道树购买了保险，事故发生后第一
时间启动理赔程序，全力保障市民
的财产安全。”

呼和浩特市园林建设服务中
心生产计划科副科长秦俊珂表
示：“收到大风预警信息后，我们
已及时通知各养管单位，要求安
排工作人员加强道路巡查巡护，
发现有树木倒伏、树枝断落的情
况及时处理。如果对市民的人身
财产造成损失，将第一时间启动
赔偿程序。”

本报讯（记者 安娜）近日，呼
和浩特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辆和驾
驶人管理所迎来3位特殊的办事群
众——来自中国台湾省的万又铭、
陈杰、林俊廷，手持台湾居民来往
大陆通行证，满心期待地将台湾驾
照换领为大陆机动车驾驶证，计划
用10天时间自驾穿越广袤的内蒙
古草原，从呼和浩特一路驰骋到呼
伦贝尔。

窗口民警在办理换证业务时
发现，按照常规程序，3人需通过
科目一考试，整个流程至少需要 2
至 3个工作日。考虑到他们行程
紧凑，民警立即建议改为办理有

效期为 3个月的临时机动车驾驶
许可。3位台湾同胞欣然同意后，
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对接辖区派出
所，加急完成《境外人员住宿登
记证明》，法规教员同步开设“一
对一”定制课堂，通过 3小时沉浸
式教学，细致讲解交通法规和草
原公路驾驶要点，业务大厅服务
专 窗 同 步 开 展 材 料 核 验 等 工
作。多部门通力协作、多线并
行，将原本需要 3 天时间的业务
流程压缩到半天。次日上午，3
位台湾同胞准时来到制证大厅，
工作人员将 3张临时机动车驾驶
许可交到他们手中。

本报讯（记者 安娜）“警察同
志，我家院墙外发现了5只模样奇
怪的‘小鸭子’，像是保护动物。”5
月 16日晚，清水河县公安局环食
药侦大队接到群众党先生的电话
后，迅速赶往现场。

来到在党先生家，民警看到
纸箱里 5只“小鸭子”长着棕白相
间的蓬松绒毛，扁扁的大嘴巴一
开一合，发出“叽叽”的叫声。凭
借丰富经验，民警立刻认出这些

“小鸭子”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
赤麻鸭的幼崽。

民警凑近仔细观察，发现这些
赤麻鸭幼崽的绒毛还未完全干透，
显然是刚破壳不久。“在野外没有
鸭妈妈照顾，它们肯定撑不过当
晚！”民警们小心翼翼地将瑟瑟发
抖的赤麻鸭幼崽捧进纸箱，火速将

其送往清水河县林草局野生动物
保护中心，该中心工作人员为赤麻
鸭幼崽准备了特制饲料。接下来
几个月，它们将在这里接受科学喂
养，待羽翼丰满后重归自然。

此次行动不仅是对 5只赤麻
鸭幼崽生命的守护，更是清水河县
警民践行野生动物保护责任的生
动体现。

近年来，清水河县生态环境持
续向好，成为众多野生动物的温馨
家园。清水河县公安局通过社区
宣讲、短视频科普等方式，让“保护
国家‘三有’保护动物，人人都是守
护者”的理念深入人心。

警方温馨提醒，国家“三有”保
护动物受法律严格保护，群众若遇
野生动物“登门拜访”，切勿擅自处
理，请立即拨打报警电话。

领证跟拍受青睐
●本报记者 李娟 文/图

青城交警贴心服务
助台湾青年半天办理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

“鸭宝宝”深夜迷路
清水河县警民联手守护

城·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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