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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晚报讯（记者 李蒙）近日，和林
格尔县第十四届芍药文化旅游节正在举行。
当人们想去赏花时，首要考虑的就是花期，和
林格尔县气象局工作人员张岚晶为市民揭秘
了芍药花开背后的“气候密码”。

芍药花从萌发到开花，温度是主导因素，
花蕾发育和开花，需在长日照下进行。花开
期间充分浇灌或遇降雨有助于开花，但若遇
到较大的降雨花朵受损，会提前败落，若开花
前土壤含水量低则会使花朵变小花色不艳，
花期缩短。为了更好地做出此次芍药节花期
预报，和林格尔县气象局提前制定了《和林格
尔县芍药文化旅游节气象服务方案》，依托气
温、日照等数据开展芍药节花期专项预报，为
游客在合适时间到合适地点观赏芍药花提供
指南。

呼和浩特晚报讯（记者 李娟）6月，芍药花
盛放的季节。锡林公园、满都海公园里朵朵芍
药竞相开放，姹紫嫣红的花朵争奇斗艳、美不胜
收。

6月 6日上午，记者来到锡林公园，看到芍

药园中的芍药花如约开放，花朵硕大、妩媚动
人。从单瓣到重瓣，从红色到粉色，每一朵芍药
花都有着独特的颜色和形状。

“锡林公园位于锡林郭勒南路东侧，南邻小
黑河，是一处环境优美的休闲型公园。近日芍
药花迎来赏花期，我们诚邀市民前来赏花。”锡
林公园工作人员介绍道。

据悉，锡林公园芍药园从 2014年开始筹
建，到 2016 年形成规模，目前占地面积约
4000 平方米。今年，新扩建的芍药园中的
芍药也生根开花，新增的品种更丰富颜色
更艳丽。

在满都海公园里，一朵朵娇艳的芍药花
随风摇曳，游人三三两两徜徉在花海中，纷
纷以花为景，用相机或手机定格每一个幸福
的瞬间。

“我们诚邀市民前来观赏芍药花，同时也呼
吁大家文明赏花，不要跨过护栏。让我们共同
守护 6月最美的风景。”满都海公园安全生产组
组长王玮说。

□呼和浩特晚报记者 安娜

事情还要从一个多月前说起。这天，呼和浩
特市土左旗公安局台阁牧派出所社区民警塔娜
和往常一样来到管辖的台阁牧村走访。该村租
住户王彦春老人的家是她每次入户必访之处。

“在外漂泊 49年了，如今年龄大了，身体也
不好，我想回家乡赤峰，请你帮帮我……”这是
一向少言寡语的王彦春十几年来第一次求人。

“叔，您放心，这个忙我们帮定了。”塔娜一
口答应下来。

王彦春告诉塔娜，自他有记忆时就随母改
嫁搬家到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先锋乡西山村。
17岁那年，在一次与继父发生争执后，他离家出
走。而这一别就是整整 49个春秋。此后，四处
漂泊的王彦春也曾无数次想回家，但由于没有
稳定工作和收入，连路费都凑不够，回家的梦一
次次破灭。

十几年前，王彦春跟着老乡来到了土左旗台
阁牧镇打工，住进了老板租下的台阁牧镇台阁牧

村一处民宅内。有了稳定的工作和住宿，王彦春
对生活充满了希望，盘算着攒些积蓄重返故土。
然而，就在去年，王彦春突发脑梗，还落下了半身
不遂的后遗症，自理都成了困难。靠打工为生的
他，没有了经济来源，幸得房东收留才算有个落
脚之处。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终于把埋藏心底
49年的话说出口：“我想回家！”

在外漂泊半生，老家始终都是他魂牵梦萦
的地方。

塔娜首先详细记录了王彦春的原户籍所在
地信息，而后联系到了赤峰市公安机关，但却

“查无此人”。然而，塔娜并没有放弃，根据王彦
春提供的其母亲、继父的相关信息，经多方联
系，在当地派出所和西山村村委会的帮助下了
解到，多年之前，该村确实有一名叫王彦春的男
子。虽然此时王彦春的父母已经过世多年，但
村里的不少老人都表示还记得王彦春，愿意证
明其身份。

带着这个好消息，塔娜联系到了土左旗台
阁牧镇台阁牧村委会委员呼伦，同时兼任该村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络员的呼伦多年来热衷公
益，尤其是最近一年来王彦春因病失去工作能
力后，总会隔三差五给他送去米面油等慰问品，
并帮他做饭、搞卫生。

塔娜和呼伦一起将此事反映至土左旗民政

局，希望通过社会救助的方式助王彦春早日回家。
“王彦春的父母都已过世，家中无直系亲

属，更无房无地。回到老家后，失去劳动能力的
王彦春该怎么生活？”土左旗民政局社会事务股
工作人员梁凯知道，送王彦春回家不难，困难的
是，回家之后这位无法自理的孤寡老人该如何
生活下去。于是，大家一番商量后决定，返乡之
行稍往后推，当务之急是联系当地村委会和民
政部门解决王彦春下一步的生活问题。

此后几天里，梁凯联系了赤峰市民政部门
和阿鲁科尔沁旗民政部门，并在 5月 29日得到
回应：“善后问题交给我们！”

就这样，土左旗民政局委派梁凯等三位工作
人员开车护送王彦春的返乡时间定在了5月30日。

为了让王彦春体面还乡，台阁牧派出所、台
阁牧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为他准备了新拐杖和营
养品，土左旗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为王彦春送来
了新衣裳。大家还带着王彦春洗澡、理发、下饭
馆……看着行囊越塞越满，王彦春几次落泪道：

“两手空空而来，大包小包而归，呼和浩特是我
的第二故乡，这份情，我终身不忘！”

5 月 30 日一大早，王彦春踏上了返乡之
旅。经过8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当晚到达赤峰
市救助管理站。

6月 6日上午，王彦春打来电话说，在当地
民政部门的安排之下，他已经回到了阿鲁科尔
沁旗先锋乡。先锋乡乡政府和民政部门积极安
置他的同时，公安机关也正在加紧为他重新落
户、办理身份证。王彦春的新生活马上就要重
新开启了。他说：“回乡的路虽漫长，却很暖心，
我感受到了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下一步，民政部门会根据情况对他进行社
会救助。”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社会救助综合服
务中心张站长在接受呼和浩特晚报记者电话采
访时表示。

“我想回家！”

多方助圆梦

重启新生活

历时一个多月的爱心接力——

漂泊49载 孤寡老人终圆归乡梦

以爱之名 不负“芍”华
芍药花开背后的
“气候密码”

相关链接

从17岁离家，如今已经66岁的孤寡老人王彦春在外漂泊49载。虽然一直未曾回家，但思

乡之情却始终未断。尤其在因病失去劳动能力后，“落叶归根”就是他最大的愿望。为了圆老人

归乡梦，管区民警、村委会干部、民政局工作人员展开了一场历时一个多月的爱心接力……

“49年的归乡梦成真了，我以后的生活也将有着落了……你们每一位帮助过我的人都是我

的亲人！”6月6日上午，已经回到家乡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的王彦春第一时间给呼和浩特市土

左旗公安局民警塔娜打来电话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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