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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众多文化和自然遗
产中，凝结着高超营造智慧、体
现着独特审美理念的古建筑，
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的关注。

近年来，一些年轻人积极
拥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动
了解和传播古建、汉服等，成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的新生力量。

从乌兰察布走出的冯中景，
就是这样一位年轻人。他通过
复刻古建的方式，让更多人看
到古建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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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记 者 刘 鹏 通 讯 员
张晓庆）近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举办党纪学习教育读书班。读书班
采取领导领学、专家辅导、警示教育、
研讨交流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学习领
会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

读书班上，市委党校副教授凌宏
波作了专题辅导，深刻阐述新修订

《条例》的重大意义、主要内容和实践
要求等，为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
纪律课。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市纪委
监委派驻市发改委纪检监察组组长
结合工作实际，对“六大纪律”进行全
面细致讲解，给大家上了一堂警示教
育、实践指导课。在深入学习理解的

基础上，集中组织观看了专题片《持
续发力 纵深推进》，市发改委领导班
子成员和党支部分别围绕“六大纪
律”开展研讨交流。

此次读书班的举办，使党员干部
对《条例》的丰富内涵、主旨要义有了
更深刻的理解，进一步强化了纪律规
矩意识，增强了贯彻执行《条例》的责
任感、自觉性，也为市发改委扎实开
展党纪学习教育打牢了思想基础。
下一步，市发改委将严格按照党纪学
习教育相关要求，持续强化党规党纪
学习，自觉把党纪学习教育成果转化
为忠诚、务实、廉政的实际行动，为全
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市发改委

举办党纪学习教育读书班

□人民日报记者 翟钦奇

“我一直把自己当做手艺人，或者
说木匠。”26 岁的古建手工博主冯中
景，笑起来有些憨厚。

由 3 万多个木质零件组成的阿房
宫模型，完成于两年前，是冯中景团队
的第一个作品。此后，团队又完成了
大大小小20个模型的制作。

2022 年，冯中景完成了他迄今为
止最满意的一件作品——黄鹤楼模
型。“前期绘图一个半月，制作则花了
两个多月，经常需要工作到凌晨。”冯
中景还记得，作品最终完成的那个深
夜，他望着包含1.7万多块木质零件的
黄鹤楼模型，“‘白云千载空悠悠’的场
景仿佛就在眼前。”

“小时候，我跟着做生意的父亲到
处跑。”从四川成都的武侯祠到山西大
同的悬空寺，从浙江杭州的灵隐寺到
北京的故宫，全国知名的木质古建，冯
中景几乎都去过。

在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就
读期间，《营造法式》等古建书籍令
冯中景痴迷。在老师的支持下，冯
中景成立了手工艺工作室，同时学
习了建筑测绘、设计等方面的专业
知识，积累了动手实践的经验。毕
业后，冯中景与朋友成立了内蒙古
本初造物工艺坊有限公司，从事古
建模型制作。现在，冯中景每周还
到母校为同学们讲解古建筑木质模
型的制作过程。

“团队有人专门负责视频制作，我

们记录下作品的创作过程，通过新媒
体平台传播。”团队的知名度如古建筑
模型一样，层层搭建，日积月累，逐渐
提升。

锉刀、锯子、砂纸，冯中景自然地
摆弄着，仿佛这些工具与他的双手本
就是一体。“打磨零件和拼接是最枯
燥、最耗时的步骤，我们的模型与古
建筑一样，都是榫卯结构，尺寸差一
点都不行。”冯中景说，开始时他们的
木料损耗率在 10%左右，现在已经可
以降到2%。

冯中景还有更长远的目标——将
制作模型的视频向海外平台推广。“我
希望用年轻人乐于接受的方式，更好
地向世界展示中华传统技艺的魅力。”
他说。

手工博主冯中景：积木复刻黄鹤楼

本报讯（记 者 孙国俊 通 讯 员
张斌）近日，卓资县200亩燕麦全生物
降解渗水地膜旱作高产关键技术研究
与示范试验田开始种植，内蒙古农业
大学专家现场进行指导。

在卓资县十八台镇厂汉梁村燕麦
全生物降解渗水地膜旱作高产关键技
术研究与示范试验田，内蒙古农业大
学的科研技术人员，就拌种、整地、播
种、施肥及病虫害防治等燕麦栽培技

术进行现场指导，并就后续田间管理
进行培训。

厂汉梁村种植大户庞六斤说：“通
过老师的指导，我对良种良法的重要
性及科学播种的必要性有了更深入的
了解。今年在我的地里试验种植，希
望能够提高产量，取得好收成。”

据悉，全生物降解渗水地膜是在
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支
持下取得的最新成果，具有免间苗、

省除草、不灌溉且出苗好、产量高等
特点，地膜厚度只有 0.007 毫米，具有
保水和渗水等功能，可以实现春夏无
效降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同时，通过
膜上覆土技术还能延长地膜有效使
用寿命，并以“春雨贵如油，有雨膜下
留”方式解决半干旱地区缺水问题，
为旱作高产奠定水资源基础。此外，
该地膜绿色环保，180 天降解 50%以
上，365 天降解 95%以上，能有效消除

农田白色污染。
内蒙古农业大学燕麦创新团队副

教授米俊珍表示，燕麦是卓资县的主
导产业之一，由于降雨较少，干旱缺
水，限制了燕麦的产量提升。针对此
情况，今年在卓资县示范推广旱作燕
麦覆膜穴播栽培技术，此项技术在多
年的研究示范过程中能提高产量15%
以上，希望今年在卓资县有一个很好
的效果。

卓资县200亩燕麦全生物降解渗水地膜旱作高产试验田开种

□本报记者 王锦鹏 通讯员 连冠华

近年来，市委巡察办积极融入旗
县市区委对村巡察工作，向下嵌入式
开展摸底调研指导，推动对村巡察工
作补短板、破难题，进一步厚植为民情
怀，提升巡察质效。

向精用力，让制度带动工作“专”
起来。2023 年以来，市委将对村级党
组织巡察纳入全市巡察工作规划，定
期研究部署工作；市委巡察工作领导
小组加强统筹谋划，领导小组组长 10
次对村级巡察工作作出重要批示，结
合我市实际制定印发了《关于高质量
推进对嘎查村（社区）巡察工作的指导

意见（试行）》，制度分为7个模块，形成
了精准分类、整合力量、人员选配、优
化流程、分层整改等方面的有效做
法。去年6月，组织召开了全市对村巡
察工作全面摸底和试点工作调度会，
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全面摸清11个旗县
市区的对村巡察工作情况；10月，召开
了全市对村（社区）巡察工作推进会，
就对村巡察工作进行了专门部署，指
导推动解决对村巡察存在的实际困难
问题，推动对村巡察工作抓实抓好。

向下摸底，让探索带动工作“立”
起来。针对村级党组织的不同特点，
区分类别，因地制宜，指导 11 个旗县
市区把握差异性、突出针对性，市委
巡察办成立调研指导组，多次深入各
旗县市区指导对村调研摸底和经验
总结工作，并对试点旗县进行蹲点指
导，明确目标任务，传导责任压力，推

动对村（社区）情况全面摸清底数，不
搞统一模式，在原有分类方式的基础
上不断优化，防止“一刀切”，共建立
了村情档案 1535 份，并梳理整合存在
的困难问题。

向深拓展，让创新带动工作“强”
起来。市委巡察办结合实际进行“点
题”后，各旗县市区采取有效措施逐项

“破题”。如，商都县结合村多、人口稠
密特点，在对村精准分类、细化巡察流
程、优化巡察方式上加强探索，灵活运
用“加减乘除”四则工作法破解群众的
揪心事、烦心事。察右中旗结合实际
在完善巡村人才库、加强信息化应用、
健全巡村体制机制等方面加强实践探
索，制定《关于让岗待退人员参与巡察
工作的办法》、运用“巡察掌中宝”，采
取“三进、三谈、四访”新方式提高对村
巡察质效。集宁区重点围绕破解巡察

社区难题上用力，建立对村（社区）巡
察专业人才库，探索将村、社区两委干
部纳入巡察队伍。四子王旗主要围绕
地广人稀和牧区特点进行探索，开设
了“村级监委主任学习讲堂”，在苏木
乡镇建立“巡察宣传阵地”，并根据农
村牧区春耕秋收、牧区接羔保育、社区
节前走访慰问救助等繁忙时间节点有
针对性地开展巡察。一系列的突出做
法有效打通了巡察“最后一公里”，助
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新修订的巡视工作条例，充分体
现巡视巡察工作的人民立场，首次把
对村（社区）党组织纳入县、市、区、旗
党委巡察范围。”市委巡察办有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要深化对村（社区）党
组织巡察工作，选取2个旗县作为授权
乡镇巡村试点，以更深层次强化指导
督导，适时召开村级巡察现场推进会。

推动对村巡察工作，乌兰察布——

厚植为民情怀 提升巡察质效

本报讯（记 者 王锦鹏 通 讯 员
张明成）自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
开展以来，商都县严格按照上级党委
有关要求，把握时间节点，精准发力，
高质高效推进“五经普”各项工作。

对全县 210 名普查员开展集中培
训，提高普查员的整体能力水平。在
正式登记过程中，针对存在的问题，进

行了分乡镇、分专业再培训，并分成 5
个组，深入各乡镇、各社区进行现场指
导，期间召开工作推进会7次，确保了
数据质量。

积极登记上报。截至 5 月初，商
都县共登记一套表单位 57 家，上报率
为 100%；非一套表单位 2982 家，上报
率为 100%；投入产出调查单位 17 家，

上报率为 100%；个体抽样调查户 620
家，上报率为100%，户均增加值为16.2
万元，上报率 100%，户均增加值居全
市第二。

同时，针对审核验收过程中存在
异议的数据，及时返回普查小程序，由
普查员核实后再重新上报。截至5月
初，该县法人单位基本情况表验收

3039家，验收率100%，通过率80.01%；
企业法人主要经济指标表验收 1935
家，验收率100%，通过率73.37%；行政
事业单位主要经济指标表验收514家，
验收率100%，通过率97.09%；其他表验
收590家，验收率100%，通过率81%；个
体抽样调查户验收 620 家 ，验收率
100%，通过率100%。

把握时间节点精准发力，商都县——

多举措加大经济普查确保取得实效

本报讯（记者 李璟 通讯员 陈琳
董静）“亲身经历完法庭的庭审过程，
感受到了法庭的庄重和威严，知道了
法官、律师这些是干什么的。这次模
拟法庭让我受益匪浅。从此以后，要
好好学习，争取当一名真正的检察
官。”近日，四子王旗人民检察院开展
模拟庭审活动，邀请神舟希望小学部
分教师、学生代表共30余人参加。

活动中，检察干警带领教师学生
走进检察院，参观未成年人询问室
（宣告室）、心理咨询室、一站式取证
救助室、阅览室等场所，让同学们近
距离接触和感受检察工作，深入了解
检察机关的机构设置、主要业务职能
以及四子王旗检察院近年来在未成
年人权益保护方面扎实推进的各项
创新举措。

本次模拟法庭活动以一起典型
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为蓝本，让学
生们分别扮演审判长、审判员、公诉
人、辩护人、法警等角色，按照正规
的法庭程序进行开庭、举证、辩论、
宣判等环节，从“书记员”宣读法庭
纪律、传“被告人”到庭、到“公诉人”
宣读起诉书、“辩护人”进行辩护、

“被告人”最后陈述……同学们根据
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融入情景，上演
一场真实的庭审。

整个过程中，检察官们全程指
导，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学生们讲
解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法律
知识。同时，教育引导学生们在日
常学习生活中自觉做到学法、知法、
懂法、守法、用法，使同学们切实感受到法律的神圣与威严。

“本次活动是四子王旗晨曦未检工作室普法进校园由教、授走向实践的一次生
动尝试，我们将不断创新和丰富法治宣教方式，提升我旗未成年人法治意识。”四子
王旗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赵春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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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国俊 通讯员 赵振兴 刘日芳）
端午节期间，丰镇市精心策划组织了一系列丰
富多彩的全民阅读主题活动，大力弘扬和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浓厚的全民阅读文化
氛围。

系列活动别出心裁地融合了“知”端午、“拼”
端午、“舞”端午、“诵”端午、“绘”端午、“品”端
午、“赛”端午等内容，推出了“方寸之间话端午
——邮票里的端午故事”微信展、“书香北疆 粽
情端午”线上阅读集粽活动、“粽”情夏日·“阅”
享端午阅读推广暨亲子手工香包制作活动，为市
民们带来了一场丰富的文化盛宴。

其 中 ，亲 子 手 工 香 包 制 作 活 动 备 受 瞩
目。老师们耐心讲解端午节的习俗，并亲自
指导孩子们制作香包，让孩子们在亲手制作
的过程中感受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孩子们
在家长的陪伴下，亲手制作出形状各异、色彩
斑斓的香包，既锻炼了动手能力，又增进了亲
子之间的情感交流。同时，孩子们还以清脆
的童声朗诵端午节的经典诗词，用稚嫩的声
音 展 现 了 他 们 对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热 爱 与 自
信，让端午节这个传统节日更加温馨而富有
意义。

据悉，活动中，丰镇市内的 102 家草原书屋
和 16 个图书馆总分馆（图书流动服务点）同步
举行，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让市民在浓
厚的文化氛围中度过了一个别样的端午节。

此次全民阅读主题活动，不仅让市民深
入了解了端午节的文化内涵，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还激发
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传承意识。下一步，丰镇市将继续举办更多类
似的文化活动，为书香丰川建设增添更多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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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察右前旗北八小
学二年级一班的诚信教育主
题班会上，老师与学生一同分
享诚信故事。

近年来，我市各中小学坚
持把诚信教育与养成教育、法
治教育等有机结合起来，让学
生能够全面理解诚信的理念，
培养综合素质和责任意识，有
效提升了全市师生的诚信意
识和道德素养。

本报记者 刘志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