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马佳敏）“有了这
个环境，孩子都变得爱阅读了。”“这
个共享自习室特别好，就在我家楼
下，近期我要考职称，家里有小孩，不
能安心看书，社区的共享自习室开放
以后，我天天来这里学习，真的很方
便……”近日，为更好地服务辖区居
民，拓展社区服务功能，丰富社区居
民文化生活，集宁区新华街街道南园
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利用社区读
书室改造的“共享自习室”正式开放。

家门口的“共享自习室”得到了
广大青年朋友的支持和一致好评。
早上9点，自习室就陆陆续续有人来

“打卡”，有的人看书，有的人沉浸答
题，大家各自学习，互不打扰。

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共享自
习室”位于通顺小区内南园社区读

书室，是一个集自习、阅读、休息为
一体的开放式学习空间，不收取任
何费用，面向考研、考公及各类资格
考试的学生以及有其他自习需求的
人群而提供的舒适安静的学习环
境。自习室开放时间与社区的工作
时间相一致，“共享自习室”提供免
费 Wi-Fi、暖气、饮用水、各类图书
资料等，给前来学习的居民营造了
良好的学习环境、阅读体验。

“共享自习室既提供了一个自
学的地方，也可以丰富居民文化生
活，营造全民阅读、终身学习的良好
氛围。接下来，南园社区将继续增
强社区服务效能，坚持党建引领，以
人为本，满足群众多元化需求，不断
提升居民的幸福感、满意度。”社区
书记秦巧霞说。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家门口的“共享自习室”营业啦

●市民在自习室沉浸式学习

□本报记者 鲍娜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市民们对居
住小区环境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小区里
的不文明行为不仅影响小区环境，还会伤
害邻里感情，影响城市形象。

近日，记者在集宁区走访时随机采访了
数位市民，据他们反映，有些居民会在楼道
里堆放杂物，甚至有人在墙体上乱涂乱画。
还有一些不文明的宠物主人会让宠物在电
梯里随意大小便，而有些人则会私拉电源给
电动车充电。虽然这些行为看似是小事，但
它们不仅影响城市的形象，还会给居民的生
活带来很多不便。

市民陈都文表示：“我家拆迁后，回迁
至一个仍在建设的小区，尽管有保安、保洁
和物业管理，但各种不文明行为仍然屡见
不鲜。由于小区内未规划停车位，业主们
经常随意停车，导致车辆剐蹭和邻里纠纷
频发，甚至有时需要报警处理。部分业主
私自占用公共区域，有人在门口放置鞋柜，
有人将杂物堆放在楼道内，有人从14楼拉
电线至一楼为电动车充电，甚至有人将电
动车抬到楼梯间充电和存放。生活在这样
的小区，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市民周涛说：“我母亲所居住的小区，
有人在电梯里抽烟，甚至有人在电梯里随
地小便。楼道里也经常摆放着杂物，导致
通行不便。更糟糕的是，还有人从高空抛
物，这简直是对他人的生命安全漠视。公
共区域的卫生情况也十分差劲。曾经有
一段时间，社区和物业联手进行了全面的
清理行动，但好景不长，各种不文明行为
很快又频频再现。尽管业主们在小区群
里多次谴责和提醒，但不文明行为依然屡
禁不止。我很难理解这些人的心理，他们
难道不知道这些行为给他人带来了极大
的困扰吗？”

市民李芳表示，她所在的小区算是比较
文明，但也有一些不文明行为让她感到困
扰。小区里遛狗的人经常不拴绳，一些体型
较大的狗使她非常害怕。有一次，走着走着
一只大狗就往她身上扑，吓得她不敢动弹也
不敢叫喊。狗主人还说自家狗不咬人，狗的

这种行为是喜欢她。去年夏天，在小区的公
园里，一只大狗扑倒了一个4岁的小女孩，
虽然没有咬她，但孩子还是被吓坏了。李芳
说：“小区是各个小家汇集成的大家，人们生
活在一起应该相互关心、理解和体谅。不文
明行为不仅会影响别人，也会对自己造成不
良影响。”她希望大家可以共同维护这个大
家庭，爱护小区，和谐共处。

针对市民反映的问题，记者采访了乌
兰察布市第一律师事务所的李律师。他
表示，居民在公共区域乱堆杂物的行为是
侵权行为，侵犯了邻居和其他业主的民事
权益甚至公共利益。对于那些屡教不改
的居民，业主大会或业委会可以依据《民
法典》第 286 条第二款的规定，要求行为
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
状、赔偿损失。同时，也可以依据《高层民
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
对违反者进行处罚。如果这种行为影响
消防安全或市容管理，可以向消防、城管
等部门投诉。

李律师说：“不文明行为看似是小事，但
它们反映出一些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对文明、
法律和消防的意识相对薄弱。为了改变这
种状况，需要各方共同努力。首先，小区居
民需要提高自己的文明素质，并主动维护公
共环境。其次，小区物业部门应加强日常管
理，并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来规范各种行
为。此外，相关部门也需要在小区内加强宣
传教育，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平，帮助业主改
变不良习惯和不文明行为。每个居民都是
小区文明的积极参与者，如果他们能够像爱
护自己的家一样爱护小区，减少不文明行
为，增加礼貌沟通，那么我们的生活将会更
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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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作为一名乡村干部，他勇担使
命，坚定信念，勤勤恳恳完成各项业务工作，
为乡村振兴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就是察右
中旗铁沙盖镇点力村党支部书记刘永胜。

“要真正改变一个村庄，首先要当好‘领
头羊’，带领村民过上好日子。”这是刘永胜
作为一名村党支部书记的初心与使命。自
2012 年担任点力村党支部书记以来，刘永
胜一直致力于改善点力村的现状。

在刘永胜的带领下，通过对“村两委”班
子进行合理的调整，积极吸收年轻大学毕业
生加入“村两委”工作，这不仅为“村两委”注
入了新鲜血液，还使得班子结构更加合理、
高效，“村两委”班子“拧成一股绳”、齐心协
力为村庄的发展出谋划策。为了更好地服
务村民，刘永胜多次组织召开“村两委”、党
员和村民大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同
时，新建的党群服务中心和农牧民科技培训
服务中心为村民提供了便捷的学习、培训和
办事的平台，大大提高了村民的科技文化知
识水平。

为了改善村民的生活环境，刘永胜带领
“村两委”和驻村干部制定了详细的帮扶计
划和措施。他们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实施易

地搬迁188户409人、危房改造71户133人，
全村街巷硬化15公里，修建便民超市、医疗
卫生室、文化广场，打人畜饮水井7眼，还修
建总长1000 米的防洪坝，极大地改善了人
居环境。为增加村集体收益，经过多方考
察，新建果园50亩，为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好处。

除了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脚踏实地为
民办实事，刘永胜还深切关心着村民。当村
民郝宝元突发脑出血时，刘永胜迅速将他送
往医院，并慷慨地捐出2000元，以帮助患者
及其家庭渡过难关。

“我是一名村支书，群众信任我，选我当
支书，我就要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只要群众
有获得感、满足感，我个人的得失不算什
么。”刘永胜说。

在点力村工作的 11 年里，刘永胜用脚
步走遍了村里的每一寸土地，带领全村干
部群众凝心聚力搞建设，坚定信心谋发展，
切实为群众办好一件件小事、实事，用自己
的言行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执着追求，
书写了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担当与责
任。

（郝建国 通讯员 张晓冬）

□郝建国 通讯员 张晓冬

栩栩如生的鱼、振翅高飞的
鹰……一块盘根错节的树根、一
截斑驳畸形的枯木，经过那顺乌

力吉的雕刻打磨，变成一件件栩
栩如生的艺术品。

走进察右中旗库伦苏木那顺乌
力吉的工作室，摆满了大大小小百
余件根雕作品，每一件都栩栩如

生。那顺乌力吉正对着一棵盘根错
节的树根，聚精会神地雕刻着。那
顺乌力吉一手拿着锤子，一手握着
刻刀，眼神专注，力道适中，伴随着
有节奏的敲打声，木屑纷纷落地。
那顺乌力吉时而快速，时而缓慢，不
停地用工具进行细微地调整。随着
时间的推移，干枯的树木逐渐有了
艺术品的轮廓。

“根雕是个细致活儿，完成一件
根雕作品，要经过选料、出坯、抛光、
打磨等多道程序。根雕技术讲究七
分天成三分人工，既要保证树根的
天然性又要使之独具特色，这也是
根雕艺术的魅力所在。”那顺乌力吉
说。

那顺乌力吉坦言，他对根雕艺
术的热爱源于内心。自从迷上根雕
艺术后，他就对树根、枯木充满了好
奇心，觉得它们身上蕴藏着一种神
奇的美感。为了熟练掌握根雕技
术，那顺乌力吉通过不断向根雕前

辈请教和潜心钻研来提高自己的技
艺。

“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根雕师，
不仅需要天赋和热情，更需要不断
地学习和实践。只有熟练的雕刻技
巧，加上大胆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才
能让平凡的树根变成充满生命力与
灵气的艺术品，才能展现出独特的
艺术风格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那顺
乌力吉说。

20 余年的潜心钻研，那顺乌力
吉的根雕技艺愈发纯熟，他的作品不
仅在当地备受赞誉，也吸引了不少远
方的客人，很多买家开车来实地选
购。雕刻之余，那顺乌力吉也会通过
微信、快手等网络平台进行售卖。“根
雕不仅仅是一件艺术品，更是对传统
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大家认可我的手
艺，喜欢我的作品，就是对我的肯定。
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喜欢并从事根
雕行业，让根雕艺术在草原上绽放更
加绚丽的光彩。”那顺乌力吉说。

□赵静

寒冬来临，室内阅读受到居民
青睐，图书馆、社区图书室里迎来读
书热潮。对于老年人来说，冬季少
了户外活动的时间，却也让他们有
了更多时间在室内静享阅读时光。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
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这是苏
轼《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中的诗
句，这句诗告诉我们无论何时都要
保持奋发向上、不断进取的精神状
态，即使年老体弱，也应该时刻保持
勇气和激情，不断追求进步和提高
自己的能力，与时间一争朝夕……”
在集宁区桥东街道东民建社区的图
书室里，一场“银龄读书会”正在这
里进行，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分享各
自的书单和感悟，一起诵读经典。
72岁的梁雁向大家分享了《东坡集》
中的诗句以及自己对诗句的感悟。

“现在天气寒冷，户外活动已经
不适合我们老年人了，每天下午我
们都会来社区的图书室里看会书，
与几个志同道合的邻居一起聊聊阅
读心得，互相学习。”梁雁老人说，

“除了古诗词，我还喜欢读一些历史
类的书籍，四大名著是我国古典文
学的经典之作，我都有细读过，每一
次拜读收获都不同。”

记者在书桌上看到，除了书籍，
社区还为老年居民提供老花镜、放
大镜等阅读工具，方便老年读者使
用，窗台上的绿植也美化了读者的
阅读环境。

据东民建社区工作人员介绍，
进入冬季，图书室的读者数量增
加，尤其是老年读者居多。“现在已
经进入‘数九天’，老年人户外活动
受限制，有阅读需求的老年居民会
就 近 选 择 社 区 图 书 室 来 消 磨 时
间。除了此次的银龄读书会，社区
还举办了‘书单分享会’‘一老一小
共读一本书’等阅读活动，希望通过
形式多样的活动来创新阅读方式，
丰富老年居民的冬季文化生活。”社
区工作人员表示。

在虎山街道文化区社区的图书
室，几位老年居民正在阅览图书。
66岁的陈康正在翻阅《中华上下五
千年》。“历史类、哲学类都是我喜欢
看的类型。读书的好处太多了，增
长知识开阔眼界的同时，也能让人
心平气和，陶冶情操。现在年纪大
了，眼睛不好，更多的时候我用手机

‘听’书，也很方便，不仅解放双手、
双眼，还不耽误看书。”陈康说，“现
在社会快速发展，不看书不阅读无
法跟上时代的步伐，坚持看书，坚持
学习是一个好习惯。”

走进乌兰察布市图书馆，在阅
览室里，记者看到很多读者正在伏
案看书学习，其中也有不少中老年
读者。

65 岁的曹邺是一名退休老教
师，每天都会去图书馆。一本书，一
个笔记本，曹邺会将书中的心仪句
子抄写下来。“看了一辈子书，退休
了这个爱好也割舍不掉，翻翻这本，
看看那本，遇到好的句子、文段就抄

下来细细品读，看不完就借上回家
慢慢地读。”曹邺说，“外出活动有外
出的愉悦，坐在这里读书有读书的
乐趣，不管是外出活动还是屋里读
书，我们都收获了晚年的快乐和健
康。”

55岁的雷月琴正在书架前挑选
心仪的图书，雷月琴告诉记者，自己
一直喜欢看书，有空就会来图书馆
借阅图书。“夏天的时候喜欢和朋友
们在公园里散步，拍照。冬天太冷
了，我们会选择室内的活动。每半

个月我都会参加茶店的读书分享
会，一边品茶一边读书，遇到好的书
籍就忍不住想买下来。后来听朋友
们说可以来图书馆里借阅，看完了
还回来，经济又方便，于是图书馆就
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地方。”雷月琴
说，“天气虽冷，我们的户外活动减
少了，但我们的生活依旧丰富多彩，
书籍的世界太广阔了，静下心来去
品读，不但可以见识不同的人和生
活，还能去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开启
心灵之旅。”

书香
乌兰察布

冬日图书阅读受老年人热捧

●读书会上，大家分享阅读感悟

▶工作人员为居民免费贴手机膜

本报讯（记者 马佳敏）“在家门
口就能免费贴膜，真是太方便啦！”
居民王大爷拿着刚换好膜的手机高
兴地说着。近日，集宁区常青街道
东长青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
维多利鑫远科技有限公司在辖区开
展“便民服务进社区，办好身边微实
事”主题活动，教老年人如何更好地
使用智能手机，同时工作人员还为
居民免费贴手机膜、更换手机壳。

活动中，工作人员针对老年用
户对智能手机使用不太熟练的情
况，开展了《教爸妈快速学会使用智
能手机》的教学课程。针对有贴膜
需求的老人，工作人员耐心地为老
人们的手机贴膜。

东长青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根据居民需求，持续为辖区居民提
供更加实际、更具特色的志愿服务
活动，得到了居民们的认可和点赞。

社区帮助老年人“玩转”智能手机

最美
乌兰察布人

根雕艺人那顺乌力吉：巧手雕琢让枯木“活”起来

●那顺乌力吉正在雕刻

赋能乡村振兴赋能乡村振兴
共享美好生活共享美好生活

村党支部书记刘永胜：
努力当好乡村振兴“领头羊”

小区里的不文明行为，
你身边有吗？

▲楼道里摆放各种杂物

▶电梯里被丢弃的饮料瓶

人人参与创城人人参与创城
文明共建共享文明共建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