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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呼和浩特晚报记者 王璐
24日上午，呼和浩特晚报小记者团的30位学生

在老师和家长的陪同下，走进内蒙古北方印务有限
责任公司，了解一本书的印刷过程，同时还体验了活
字印刷，当散发着油墨味道的印刷品呈现在眼前的
时候，孩子们对印刷的流程有了更深的了解。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看看一本书是怎么印刷
出来的。跟着我的脚步，不要随意触摸生产设备，
来，这边走……”活动一开始，在内蒙古北方印务
有限责任公司市场部经理程国栋的耐心介绍下，
小记者们了解了活动的主要内容和注意事项，随
后大家一同走进印刷生产车间，看到庞大的印刷
机器和设备，小记者们稚嫩的脸上写满了好奇，纷
纷提问机器有什么功能、要怎么操作、报纸是如何
印刷出来的、印制报纸的纸张和普通的打印纸是
否一样……随着程经理的讲解，小记者们的这些
问题一一得到解答。

在参观完生产车间后，来到了小朋友最期待

的活字印刷环节，他们带上一次性围裙和手套认
真操作着，感受活字印刷的神奇，看到自己做出来
的成品，都高兴地向家长展示，到处响起他们兴奋
的声音，“妈妈你快看，原来以前是这样印刷的。”

“我印出来的是一幅山水画，山的轮廓和细节都特
别真实，真好。”不光小记者们感到新奇，陪同的家
长们也是第一次走进这么专业的印务公司，了解
了一本书的印刷过程，大家也感到很新奇，纷纷拿
起手机记录眼前的场景，“真是跟着孩子长了见
识，没想到印报纸要用到这么大的机器，还要经过
那么多道工序，真是不容易。”

最后，小记者们还拿起话筒对相关工作人员
进行了采访，工作人员对于他们的提问认真对待，
有模有样的采访锻炼了小记者们的表达能力和沟
通能力。此行小记者们不仅详细了解了报纸印刷
的流程及印刷设备的功能，同时也加深了对报纸
出版的认识，了解了报纸的前世今生，收获了一份
难得的体验。

一本书是怎样印出来的？
晚报小记者走进图书印刷生产一线体验“神秘”过程

小记者对印刷过程很好奇

□文/图 呼和浩特晚报记者 李娟 李蒙
“我在村里生活了几十年，亲眼见证了在党的

领导下，我们村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回民区
攸攸板镇一间房村的老党员孙志安说起自己家乡
的变化就特别骄傲和自豪，为把变美、变富裕的家
乡介绍给更多人，孙志安更是参加到了攸攸板镇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走进一间房村史馆开展的“讲
述村史演变，传承文明乡风”活动中。

孙志安老人绘声绘色地讲述一间房的历史发
展变化，从历史沿革、产业发展、文化传承、文明乡风
等方面，将过去到现在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呈现在居
民眼前，“这个饸饹床是我们压饸饹面用的，现在都
是更为轻便的压面机了。”在一间房村史馆中，孙志
安老人指着陈列的用具说道，听着老人讲老一辈农
民留下的故事，墙上的竹篓，地上的饸饹机、煤油灯，

从播种到收割，从用具到防护，这些带着土、裹着泥
的旧物让大家看到了衣食住行发生的巨大变化。

村史是一个村的发展变迁史，攸攸板镇党委
以乡村发展为主题，融入地域特色，建设了一间房
村史馆，村民你一件、我一件，乡亲们你一句、我一
文，让村史场馆的实物和资料都渐渐丰满起来，厚
重起来。生产农具、家用物件、老照片、粮票……
在这里你可以看见那些封存已久却始终鲜活的乡
村历史记忆。攸攸板镇党委充分发挥村史馆基层
阵地作用，请当地的老党员、老支书、老村民为党
员群众讲述村情村史，描绘村容村貌。把一张张
弥足珍贵的图片、一件件岁月印痕的物件、一个个
耐人寻味的历史故事作为“活”教材，将村情村貌、
村规民约、家风家训、致富故事、农耕器具等各种
元素汇集起来，全方位构画村史“立体图”，留住乡
村记忆，让广大党员群众都直观感受农村发生的
巨大变化。“现在走进一间房村，宽阔的马路，两边
的花草树木、路灯设施等公共基础设施一应俱
全。这些变化都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援
助，也离不开村里几代人的努力奋斗。”在老党员
孙志安坚定的声音中，这次活动结束了。

呼和浩特晚报讯（记者 王英 通讯员 王晓飞）
“我的这幅画画的是元宵节看花灯的场面，我妈妈
就在广场和同事们一起维持秩序。”“这是我爸
爸。他是一名警察，我长大也要当警察，抓坏人。”

“我画的是我们自己，警察叔叔阿姨说，我们来学
习是有任务的，学会安全知识，回到学校做安全小
卫士。”2月 22日，在呼和浩特市公安局赛罕区分
局刑事侦查大队的会议室里，几名辅警子女围着
警察老师高兴地分享着自己的绘画作品。

当日，赛罕区刑事侦查大队综合调度室邀请
了即将开学的辅警的孩子们来到警营，为他们上
开学前的第一节课。活动现场，刑事侦查大队综

合调度室副主任张建慧引导孩子们从画画入手，
让孩子们通过绘画表达自己的所感所悟，进而提
升孩子们的安全意识。孩子们充分发挥想象力，
积极思考、努力动手，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画
下了心中最美的画。

张建慧介绍，让孩子们零距离了解公安工作，
亲身感受与众不同的警营魅力，旨在贯彻落实暖警
惠警措施，积极搭建民警与子女间的亲情桥梁。“马
上要开学了，通过这样的方式，既可以丰富孩子们
的假期生活，更好地让暖警惠警实实在在地落到实
处，同时也能让孩子们在开学后把自己学到的安全
知识分享给更多的小朋友。”张建慧说。

呼和浩特晚报讯（记者 马妍）白天治疗，

晚上回家，不用住院，既省时又省钱。2月 21
日起，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肿瘤·介入·血管外

科开设“日间病房”，更好地为患者提供暖心、

舒适化的医疗服务，给患者带来了全新的就医

体验。

家住玉泉区的市民吴女士一直在内蒙古

国际蒙医医院治疗血管栓塞的疾病。原本

因为家人都要上班儿无人陪同住院而忧心

不已，在得知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开设“日

间病房”后，于 2 月 23 日特来咨询办理。在

了解到可以白天治疗晚上回家休息后，她非

常开心。

“医院这样的服务模式，极大方便了患者

看病就医，在治疗时间上更加灵活多变。就像

我在外面住就休息不好，现在治疗结束可以回

家，也有利于我的放松和休息，对我病情的康

复有积极作用。”吴女士说。

“日间病房”与传统住院不同。患者首

先办理择期入院，完成一系列检查、评估和

预处理后，按照确定的治疗方案、约定的日

期到院执行，实现了白天住院治疗、晚上回

家静养的理想模式。这也是近年来传统医

学模式向“医学—心理—社会”现代医学模

式转变的结果。“日间病房”的开设有效减少

了患者的住院等待时间，提高了床位周转

率，降低了患者的住院费用，同时也满足了

肿瘤患者治疗需要。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宣传部部长高秀芳
介绍，“日间病房”位于医院门诊一楼大厅影像
中心南侧，其充分发挥了其“简单、方便、绿色、
高效”的特色和优势，提高了医疗服务质量和
服务效率，同时也优化了诊疗服务流程和医疗
资源配置，缩短了患者住院等候和治疗时间，
减轻了患者看病就医的压力，是一种高效、快
捷的医疗服务模式。

“白天来治疗，晚上回家住”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开设“日间病房”

患者表示太方便

老党员讲村史
传承乡土文化

感受警营魅力与美好亲情

开学前孩子们上了一节特殊的安全知识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