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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郝帅鹏 通讯员
宣艳 王宁波）连日来，丰镇市抢抓
有利时机，针对冬季供暖存在的薄
弱环节，结合群众供暖实际需求，
拟定实施老旧管网更新改造、热力
站新建改造、用户室内温度检测试
点等方面的 9 个项目 28 项工程，着
力解决供暖运行中的难点堵点，强
化民生服务保障，把“温暖工程”作
为一项重要民生工程大力推进。
目前，各项工程已陆续启动并有序
推进。

在施工现场，机械车辆开足马
力，工人们争分夺秒，展现出一派繁
忙而有序的景象。特别是明珠小区
二级管网小回路改造工程、啤酒厂
新站建设工程和温州街换热站搬迁
工程等供热整改项目，已经率先开
工，为“温暖工程”的顺利推进奠定
了坚实基础。

“啤酒厂原换热站设计供热能
力 20 万平方米，实际供热是 36 万
平方米，供热能力不足。为了有效
缓解这个问题，我们将建设供热能
力 20 万平方米的新站。”中国华能
丰电能源公司热力部换热站负责
人杨帆介绍，新站建成后，可将
1700 户居民、约 11.5 万平方米供热
接入新站，惠及周边居民约 3485
户，同时可满足周边预留建设用地
的供热需求。

据了解，丰镇市此次供热管网
改造提升系列工程，将改造存在泄
漏隐患、热损失大等问题的管道29
公里，新建供热管网实现旧区一网
复线互联互通，新建换热站4座、改
造2座，并推行室内温度监测400户，加装或更换部分一网
及支线球阀。这一系列举措将全面提升丰镇市供热基础
设施的质量和效率。

内蒙古能源发电新丰热电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
长贾莉表示，公司将通过开展“冬病夏治”、智慧供热和管道
漏点治理等工作，主要解决二网管道老旧漏点多、局部循环
效果差等造成的部分居民室温偏低的问题。通过改造优化
一网水利热力平衡，使二网热负荷分配更加均匀，切实提高
供热质量和供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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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本报记者 孙国俊 通讯员 段舒婷

“现在市场打扫得非常干净整洁，而且商
品也新鲜，我们买着也放心。”近日，家住集宁
区康泰惠民园农副产品交易中心附近的居民
灵色在这里生活多年，在谈起市场和周边环
境的变化，她竖起了大拇指点赞。这也是附
近很多市民的真切感受。

近年来，集宁区在城市精细化管理上不
断探索，以“绣花功夫”提升城市品质、优化人
居环境，农贸市场的变化为城市发展增添了

新活力。
日前，记者在康泰惠民园农副产品交易

中心看到，市场内干净敞亮，周边的临街商铺
门口环境整洁、道路畅通，一幅既有烟火气又
整洁美丽的画卷呈现在眼前。

居民贺静住在康泰惠民园农副产品交
易中心附近，平时和家人一起到市场买菜。

“我经常来这里，东西挺新鲜的，停车也方
便，环境、卫生都挺好，买的东西比较放心。”
贺静说。

“市场改造后，各方面都弄得不错，卫生

干净，顾客也多。”王利军在康泰惠民园农副
产品交易中心经营水果店近10年，他见证了
市场内外软硬件设施不断升级改善的全过
程，在他看来，市场内干净整洁，商户诚信经
营，真是一件惠民的大好事。

家住虎山便民市场附近的市民刘营切实
感受到了市场环境治理的成效。“以前小区门
口偶尔有小商贩占道经营，现在有了便民市
场后，周边环境改善了，周围的居民都会来这
里买东西，市场内商品的价格也比较实惠，居
民们特别满意。”刘营说。

庞瑞霞作为虎山便民市场的商户，她感
慨道：“我之前打算自己做点小买卖，一直没
找到合适的地点。现在这个便民市场的开
设真得太好了。环境、管理都好，房租也合
适，每天客流量也多，给我提供了特别大的
便利。”

农贸市场虽说是市民家门口的“生活小
事”，但却是城市发展的“文明大事”。集宁区
通过精细化管理，农贸市场的“颜值”不断提
升，市民在市场内不仅买得舒心、吃得放心，
而且感受到了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集 宁 区：把“ 舒 心 ”装 进 市 民“ 菜 篮 子 ”

本报讯（记者 郝帅鹏）5月12日，
市林业和草原局举办 2024 年“5·12 林
草生物灾害防控宣传周”。

“这种植物是外来入侵物种刺萼龙
葵，由于刺萼龙葵适应性极强，极耐干
旱，繁殖能力极强，且蔓延速度很快，与
农作物和有益杂草争水、争肥、争空间
造成排挤性危害，所到之处，会导致土
地荒芜。”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
挂横幅、展示醒目的宣传板报、发放宣
传册（单）以及现场解答的方式，向市民
们详细讲解了《森林法》《草原法》《生物
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关于刺
萼龙葵、美国白蛾等重大林草有害生物
的防控知识。

“我们深知林草生物灾害对生态

环境和农业生产的巨大威胁，因此，我
们希望通过这次宣传周活动，能够深
化公众对林草生物灾害防控的认识，
加强大家的防灾减灾意识。我们将采
取多种创新且富有成效的方式，向广
大群众普及林草生物灾害的防控知
识，引导他们积极参与到保护林草家
园的行动中来。”市草原工作站植保股
股长侯鑫狄说。

市民田利清说：“这次林草生物灾
害防控宣传周活动让我大开眼界。我
了解到了很多以前从未注意过的有害
植物，它们不仅会对我们的生态环境造
成破坏，还会对农作物的生长产生不良
影响。通过工作人员的讲解，我深刻认
识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加强林草生物灾害防控 创建和谐绿色家园

我市启动林草生物灾害防控宣传周

本报讯（记者 刘鹏）5月10日，记
者从“启新聚势 云谱新篇”乌兰察布联
通云“骨干云池”发布会上了解到，乌兰
察布联通云骨干云池建成并交付使用。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柴悦出席发
布会。

“骨干云池”是中国联通专门为行
业客户提供一体化定制云服务的线上
云枢纽。部署于我市的“骨干云池”全
量交付后机柜总数超百个，单层面积
500 余平方米，直连国家级骨干网，时

延小于5ms，到本地其他运营商时延小
于2ms，网络可靠性高达99.99%。

中国联通乌兰察布分公司相关负
责人表示，乌兰察布作为中国联通全国
布局下的地市级云池节点，将融合数字
经济场景创新、创新打造5G边缘云、物
联感知云、智链协同云、智能视频云、自
主可控云、数海存储云、混合云等七大
场景云，以安全可信、云网一体、专属定
制、多云协同等优势助力乌兰察布数字
经济发展。

乌兰察布联通云“骨干云池“建成使用

□本报记者 云娜 通讯员 钟真君 罗鹤婷

“咱们大五号地多、地好，每年菠菜、
玉米的产量在全乡都是数一数二的，但
是地多的同时咱们农民的投入也就大，
每年开春农民愁的不是种啥、咋种，而是
种子、机器和人工钱。”近日，兴和县民族
团结乡大五号村种植大户张利东在村“两
代表一委员之家”季度工作会上如是说。

近年来，兴和县民族团结乡充分发
挥“两代表一委员”在基层社会治理工
作中的重要作用，真正发挥“两代表一
委员”“上承党组织、下接党员群众”的
桥梁纽带作用，切实让老百姓的“急难
愁盼”问题有处可解。

建强阵地，让群众“话有处说”

“两代表一委员之家”建立以来，民
族团结乡立足工作实际，精准施策，由
乡党委书记任“两代表一委员”工作领
导小组组长，亲自带头抓落实；乡人大
主席任联络室主任，党委副书记、组织
委员任副主任，各村党支部书记任联络
站站长，负责整体工作推进。这一制度
的实施，实现了代表履职有依据、干事
有平台、作用能评价，推动“两代表一委
员”任期履职走深走实。

同时，为更好地服务群众，民族团

结乡“两代表一委员之家”在全乡22个
村设立了意见箱，并利用驻站人员联络
卡、代表证等将代表委员联络信息在全
乡范围内公开公示，亮明身份。代表委
员轮流驻站值班，主要负责接待来访群
众、调解矛盾纠纷、收集村情民意、宣传
党的各项工作、政策等。自乡联络室设
立以来，已经接待来访群众160余人。

提升服务，让群众“难有人帮”

“村里环境问题能改善吗？”“我们
今年种植的还有没有生产补贴。”……
近日，在村级“联络点”，村民正将他们
的烦心事面对面反映给前来倾听了解
民情民意的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
员们。代表们认真倾听群众心声、用心
记录民情，并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一对
一认领群众的心愿。

“代表和委员们来自各行各业，大家
共商共议，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
过程中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代表委员的公
信力、影响力和协调力。”民族团结乡人大
代表、大五号村党支部书记徐风团说。

自大五号村“两代表一委员之家”建
站运行以来，人大代表、党代表、政协委员
深入基层一线，在得知全村支柱产业发展
存在资金链隐形缺口的问题后，积极与兴
和县农行进行对接，详细了解县农行专项

助农贷款政策，对全村11个自然村87户
有资金需求的农户进行登记并及时联系
上级相关部门进行反映，最终敲定由村
委会联合县农行为村内有需要的合作
社、家庭农场和种养殖大户提供贷款服
务。目前，在代表委员的助力下，大五
号全村累计贷款2000多万元，有效解决
了农户手续繁、贷款难、利率高等问题，
为村民的致富增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今年以来，民族团结乡各联络室、
站、点累计接待群众500余人次，按照“三
进门”“四分类”“三办理”的工作方法，到
目前，全乡代表委员们累计走访入户800
余户，参加交流座谈会12次，收集有效意
见建议23条，帮助村民解决实际问题36
个，代办信访事项13件。全乡逐步构建
起以党建为引领、基层治理“全覆盖”、民
生诉求“快响应”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

办好实事，让群众“言有所应”

在完成好规定动作外，民族团结乡
“两代表一委员”结合自身优势，将代表
委员工作与经济发展、乡村建设、基层
治理、民主法治、社会民生、生态保护六
大重点工作相结合，通过找准履职尽责
的切入点和着力点，着力办好群众所
急、所需、所盼的民生实事，以实际行动
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努力成为带民致

富的“助力员”、推进重点工作的“监督
员”、政策法规的“宣传员”、意见建议的

“收集员”、矛盾纠纷的“调解员”，让群
众看到显著变化、得到真正实惠。

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优势以
及交通区位优势，冷凉蔬菜种植一直是
民族团结乡的特色产业。代表委员们在
走访调研中有种植大户反映，当前蔬菜
种植还停留在初级阶段，缺乏配套的仓储
保鲜、物流运输设施，建议尽快完善。代
表委员将这一建议向党委、政府反馈后，
经乡党委、乡政府牵头，在黄土村建设了
1680㎡集分拣、包装、仓储、运输为一体的
集散中心，又投资383万元建设蔬菜包
装车间，主要为当地冷凉蔬菜的运输销
售就近提供包装材料。现在日产量可
达到 3 万个泡沫箱，蔬菜产业链得到
进一步完善，并带动增加就业岗位 15
个，村民实现就近就地增收。

同时，民族团结乡“两代表一委员”
积极参与社会治理，通过“大排查、大起
底、大化解”行动在全乡共计排查出矛
盾隐患76件，已办理68件，正在办理6
件，未办理2件。

走访调研入民心，为民服务“零距
离”。“两代表一委员”将继续往基层跑，
加强与群众联系，不断推动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督办解决，真正成为群众与
党和政府之间沟通的“连心桥”。

上承党组织、下接党员群众，兴和县民族团结乡——

“两代表一委员”为民服务零距离本报讯（记者 郝帅鹏）5月11日，
乌兰察布市北疆文化研究基地在集宁
师范学院揭牌成立，并为首批特聘 13
位研究员颁发聘书。

自治区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朱晓俊，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建军，
集宁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朱玉东出席
活动。

据悉，为充分挖掘和深度展示乌兰
察布本土特色文化资源，助力北疆文化
品牌打造，加快推进北疆文化建设步
伐，让根植在乌兰察布大地上的北疆文
化资源在新时代活起来火起来，经市委
研究决定，依托集宁师范学院成立乌兰
察布市北疆文化研究基地。乌兰察布
市北疆文化研究基地将有效发挥基地
的组织优势、人才优势和资源优势，当
好北疆文化研究阐释“领头雁”，以高质
量的研究成果回答好北疆文化建设的

理论和实践问题，讲好北疆文化故事，
唱响北疆文化品牌，真正把研究基地打
造成为研究北疆文化的重要高地、推广
展示北疆文化独特魅力的重要平台，为
奋力书写北疆文化建设图卷上的乌兰
察布篇章贡献智慧。

“我非常荣幸能够成为乌兰察布市
北疆文化研究基地的一员，担任研究员
之职。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坚定地履
行自己的使命，专注于红色文化领域的
理论阐释，致力于推动北疆文化成果的
多元化和丰富性，并推动其实践应用。”
被聘为乌兰察布市北疆文化研究基地
特聘研究员的熊春霞表示，将与来自不
同领域的研究员进行广泛的交流和合
作，共同为打造乌兰察布市北疆文化的
繁荣与发展贡献力量。

随后，与会人员前往集宁师范学院
中华再造善本库进行了参观。

乌兰察布市北疆文化研究基地揭牌成立

本报讯（记者 李璟 通讯员 金鑫）近日，
化德县公安局救助一只国家“三有”《国家保
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
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以下简称《三有名
录》）保护动物琵嘴鸭。

5月4日晚8时许，化德县安康小区一名群

众报警称有一只“小鸭子”受伤了。接警后，
化德县公安局环食药侦大队民警迅速出警，
到达现场后经细致辨认，发现“小鸭子”是一
只琵嘴鸭，是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当
时，琵嘴鸭翅膀受伤，状态并不太好。民警立即
将其送往化德县野生动物保护站进行救助，待其

伤势痊愈并具备独立生存条件后放归大自然。
琵嘴鸭是一种特别的最少见的鸭，列入

《三有名录》，体长约50厘米，雄鸟虹膜金黄
色，雌鸟淡褐色；嘴先端扩大成铲状，雄鸟嘴
黑色，雌鸟嘴黄褐色但嘴峰黑褐色；脚橙红
色。通常栖息于湖泊、河流等水域，常见水边

慢速游动。主要以浮游生物、水生植物、软体
动物为食，也吃少量昆虫幼虫、鱼等。

近年来，随着森林生态资源宣传保护力
度的不断增加，化德县逐渐形成了全民参与
保护野生动物的良好氛围，对野生动物的保
护意识深入人心。

化德县警方救助一只国家“三有”保护动物琵嘴鸭

活动中，为乌兰察布市北疆文化研究基地首批特聘研究员颁发聘书。
本报记者 郭小燕 摄

5月12日母亲节
当天，市直属幼儿园
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
母亲节主题活动。

活动中，老师向
孩子们讲述了母亲节
的由来，并通过各种
生动、新颖的方式渗
透感恩教育。同时，
孩子们为妈妈制作各
种各样的创意礼物，
表达对妈妈深深的爱
和祝福。
本报记者 唐璇博 摄

聚焦五大任务 推动六个工程

制作创意漆扇制作创意漆扇

绘制创意花束送给妈妈绘制创意花束送给妈妈

本报讯（记者 孙国俊）
5 月 11 日，以“赓续红色基
因、建设北疆文化”为主题
的乌兰察布市2024年第二
季社会科学普及集中活动
在市博物馆启动。

启动仪式上，市美术
馆、四子王旗地质公园服务
中心、凉城县贺龙革命活动
纪念馆等11个单位被命名
为第九批“乌兰察布市社会
科学普及基地”并授牌。首
都博物馆原副馆长、二级研
究员黄雪寅作了《融合之美
——拓跋鲜卑的追梦路》社
科普及主题报告，黄雪寅以
拓跋鲜卑从嘎仙洞到龙门
石窟发展的历史轨迹为线
索，以内蒙古及周边地区出
土的鲜卑文物为依据，站在
中华民族大一统的角度，阐

述了鲜卑族与中原文化融
合发展之路上的多彩文化，
揭示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可
圈可点的文化交融。

“推进北疆文化建设，
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
时代的召唤，能够更好地传
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完成好习近平总书记交
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和全
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两
件大事，在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中闯新路、进中游注入强
大精神力量。”聆听报告后，
大家纷纷表示，要充分认识
和深刻理解新时代新文化
使命，运用好、传承好红色
文化，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乌兰察布新篇章提供强大
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赓续红色基因 建设北疆文化

全市第二季社会科学普及集中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