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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超 卢丹 通讯员
张家欣）近日，一辆特别的公交车亮相
集宁区街头。车身上巨幅的婚纱照片、
欢庆的喜字、红色的气球……吸引了众
多市民的目光。

身着中式礼服的新娘耿思佳挽着
新郎李志宇，在众多亲朋好友的陪伴
下，喜气洋洋地登上这辆“幸福专车”，
驶向婚礼现场。

用公交车当婚车，是新娘耿思佳提
议的。“我在网上看到有人用公交车作
为婚车，觉得不仅形式新奇，而且氛围
也特别好，亲戚朋友还可以互动游戏、
唱歌聊天，一起分享我们的幸福喜悦，

同时公交车绿色低碳、经济实惠，所以
就想大胆尝试一下。”耿思佳说。

对于老婆的提议，李志宇非常支
持。他们提前联系乌兰察布市公交公
司，了解到公交车当婚车价格不高，载
客量大，还可以让新人随心布置。婚礼
前夕，两人按照自己喜欢的风格亲手装
饰了婚车。

“公交婚车不仅是一种新时尚，也
践行了低碳环保、文明节俭的理念。这
是我们的首次尝试，还是非常成功的，
后续也希望给更多的新人提供难忘的
接亲服务。”乌兰察布市公交公司第一
分公司副总经理李雁永说。

公交婚车驶上文明新风路

□本报记者 朱旭敏 郝建国
通 讯 员 孙 璐 乔 娜 王 宾

春发其华，秋收其实。金秋时节，
在乌兰察布市的田间地头，处处是丰
收的景象。雪菊田里，村民们正穿梭
于金黄色的花海之中，指尖轻捻，一朵
朵盛开的雪菊便落入袋中；马铃薯田
里，农户们弯腰从土里捡拾着圆润饱
满的马铃薯；瓜果大棚内，蜜瓜、葡萄
等瓜果挂满藤蔓，散发着诱人的香甜
气息……

察右前旗：雪菊花开幸福来

时下，走进察右前旗三岔口乡南六
洲村的雪菊种植基地，一阵阵淡雅的花
香扑鼻而来，在秋阳的照映下，一朵朵
雪菊摇曳争艳，黄色的花蕊鲜艳明媚，
村民们正在采摘着雪菊花，田间地头呈
现出一派忙碌的景象。

南六洲村采取“基地+农户”模式
大力发展雪菊产业，不仅美化了村庄环
境，也为村民打通了一条致富的新道
路。雪菊种植基地负责人杨利介绍，他
今年种植了 60 多亩雪菊，每亩成品产
量能达到 150 斤左右，总产量将近 4.5
吨，除去人工成本后，每亩的毛利润能
达到10000元左右。

雪菊的丰收不仅为种植户带来了
可观的经济收益，也为周边村民提供
了家门口就业的机会。南六洲村附近
的村民姚桂莲，从雪菊一开采，就加入
采摘队伍，她对每天的收入较满意：

“我参加采摘雪菊 20 多天了，一天最
低采摘 20 斤左右，每天能有 180 元左
右的收入。”

商都县：马铃薯原原种喜获丰收

近日，希森薯业商都马铃薯技术创
新中心传来喜讯：经过精心选育与科学
管理的自治区试推广品种马铃薯原原
种喜获丰收。

在商都县七台镇喇嘛板村的马铃
薯原原种繁育基地内，农户们正精心
拔苗、筛土、分拣、装袋，处处洋溢着丰
收的喜悦。喜获丰收的马铃薯原原
种，圆润饱满，色泽诱人，宛如一粒粒
金豆子。

今年，希森薯业商都马铃薯技术创
新中心在喇嘛板原原种繁育基地种植
了8万株种苗，采用“公司+合作社+农

户”订单生产模式，公司负责提供种苗、
提供技术、回收原原种，合作社负责组
织农户在大棚规模化种植，预计能产出
原原种24万粒。

希森马铃薯种业有限公司组培中
心总经理黄兆文表示：“公司按0.25元
一粒回收，毛收入在6万元左右，去掉
所有的生产资料、人工费各种成本，纯
收入在 2 万元左右。此次原原种的丰
收，不仅是对希森薯业商都马铃薯技术
创新中心科研实力的有力证明，也是对

‘公司+合作社+农户’这一现代农业发
展模式的有效验证。我们将继续发挥
好这一模式，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
农业现代化的推进贡献更多力量。”

“在公司和合作社的大力支持下，
我们的原原种产量和质量都上了一个
大台阶，大棚的收益一年比一年多！”马
铃薯原原种种植农户翁建说。

凉城县：头茬蜜瓜“甜蜜”上市

立秋过后，瓜果飘香。凉城县蛮
汉镇元山子村盛昌专业合作社温室

大棚里的蜜瓜也陆续成熟，“甜蜜”
上市。走进盛昌专业合作社种植户
刘有钱的蜜瓜大棚，一个个圆润饱
满 的 薄 皮 蜜 瓜 掩 映 在 绿 色 的 藤 蔓
下，满园清香扑鼻而来。瓜农们正
在忙着挑选采摘、称重、打包装箱，
为外销做准备。

“我今年种了14亩蜜瓜，预计产量
在 10 万斤左右。这种瓜耐放且甜、比
较好卖，我们实行的是订单农业，基本
是2.6元一斤，已经全部卖出去了。我
们打算明年扩大规模种植，再盖 10 多
个大棚。”刘有钱高兴地说。

盛昌专业合作社现有大棚 11 个，
全部种植网纹蜜瓜，采摘期持续一个
月，带动周边村民 20 余人就业。在盛
昌专业合作社务工的村民雷润仙说：

“今年我从他们一栽瓜的时候就开始在
这里干活，每天能挣个一百四五十元，
离家也近，挺好的。”

蛮汉镇生态优良，早晚温差大，这
里种出的蜜瓜品种好、色泽亮、甜度
高、脆爽多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蛮
汉镇大力发展经济效益好的特色产
业，目前已建成 35 个产业大棚，真正
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优势产业。
这里的吊瓜、蜜瓜不仅成为农业增效、
村民增收的“大产业”，也为乡村振兴
注入强劲动力。

乌兰察布：田野起欢歌 共迎丰收年
□本报记者 李 璟

通 讯 员 宋东升 苏日娜

进入秋季，黄旗海镇“玫瑰红”李子迎
来大丰收，绯红的颜色不仅映红了农民的
脸，也甜透了他们的心。

近年来，黄旗海镇积极探索乡村发展
新路径，通过整合优势资源，走出了一条
独具特色的农文旅融合发展之路，带动群
众增收，敲开乡村振兴的“致富门”——

“在镇党委、镇政府大力发展‘庭院
经济’的带领下，我们移民区60%的农民
利用房前屋后闲置的土地种植‘玫瑰红’
李子。黄旗海镇还组建了‘土专家 林秀
才’志愿服务队，手把手带领农民高效种
植，解决难题。在销售方面我们将线上
线下相结合，吸引消费者前来采购。我
们希望通过好吃的‘玫瑰红’李子吸引更
多游客，将‘玫瑰红’李子种植产业打造
成集旅游观光、休闲采摘为一体的特色
农业乡村富民产业，在满足广大市民近
郊游需求的同时，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
效，带领辖区居民走上致富路。”黄旗海
镇团结社区党支部书记李佃成介绍说。

2001 年移民区建成以来，李子种
植规模逐步扩大，产量逐年增加，带动
了整个黄旗海镇的李子种植产业，黄旗
海镇也成为了乌兰察布远近闻名的李
子采摘基地。农户刘秀清的家中种植
了将近400多棵李子树，平均每年产量
1000 多斤，平均年收入达 5000 多元。
她说：“我院子里种的李子树已经 7、8
年了，每年结李子以后就有来采摘的，
这几年我们就是网上卖，今年我们社区
支部书记跟京东快递沟通给6.5折，比

往年的收入高挺多，费用挺低，但是今
年的李子不算太多，在网上已经都销售
完了，销售得挺好。”

为了培育优质李子品种，黄旗海镇利
用农闲时节进村开展果树栽培技术培训，
围绕果树修剪、施肥、嫁接、花期冻害等方
面开展手把手的现场教学，帮助种植户解
决重茬病、坐果率低等实际困难，全面提
高农户的李子种植技术水平。因此，“玫
瑰红”李子皮薄肉脆、香甜多汁，在常温条
件下可以贮藏约15天，积累了良好的市
场口碑。农户白奋将大爷骄傲地说：“游
客一般吃完这的李子，都说别处的李子不
如这的好吃，都还要来这买。”

酒香也怕巷子深。黄旗海镇多方
面拓宽“玫瑰红”的销售渠道，打造线下
销售平台，举办李子节、展销会，开发民
俗体验、果园采摘、农业观光互为一体
的旅游项目；搭建线上销售渠道，除了
邀请主流媒体定期宣传特色农产品、网
络主播直播带货，还鼓励农户网络售卖
自产自销。每年进入成熟期后，前来

“庭院”采摘李子的游客络绎不绝，不仅
有效促进了农旅产业发展，而且为当地
农户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游客苏
忠霞说：“我们是从集宁过来的，早就听
说黄旗海镇移民区的玫瑰红李子好吃，
我们休息的时候也经常会过来摘李子，
顺便去不夜城游玩。”

昔日一棵苗，今朝李满枝。如今，
“玫瑰红”李子已经成为黄旗海镇一张
闪亮的名片。下一步，黄旗海镇将继续
推行“农业+采摘游、乡村游”等模式，
着力打造集旅游观光、休闲采摘为一体
的特色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察右前旗

种下“玫瑰红”走上致富路

本报讯（记者 李璟）9月12日，市
卫健委联合集宁区卫健委在集宁区人
口文化广场开展以“预防出生缺陷，守
护生命起点健康”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进一步向群众宣传普及出生缺陷防治
知识，有效预防和控制出生缺陷。

活动现场，通过展示出生缺陷“三
级预防”宣传标语卡，向群众进行生动
形象的图文科普。还设置了义诊台，为
群众提供产前筛查、优生优育义诊咨询
服务，宣传出生缺陷防治相关知识。通
过医护人员耐心讲解，使来往群众对婚
前、孕前、孕期、新生儿和儿童各阶段的
出生缺陷防治知识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预防和减少出生缺陷，把好生命
起点关，是保障全民健康的重要基石，

是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和妇幼健康的关
键手段。此次宣传活动对于推动全市
重视出生缺陷预防工作、群众关注妇女
儿童健康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市卫
健委妇幼健康科负责人袁毅介绍，近年
来，市卫健委高度重视妇幼健康和出生
缺陷防治工作，围绕婚前、孕前、孕期、
新生儿等各个阶段，实施了免费婚前、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农村牧区增补叶
酸、新生儿疾病筛查等项目，有效降低
了出生缺陷的发生。

据了解，活动当天，全市各级妇幼
保健院同步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宣
传活动，进一步引导大家重视、学习掌
握和正确运用防治知识，科学预防、健
康孕育。

市卫健委组织开展预防
出生缺陷日主题宣传活动

□常耀宗

乌兰察布之夜自2023年开街运营
以来，以其独特的文化氛围与丰富业态
铸就了“不夜城”的美誉，吸引了大量游
客前来游逛、消费，成为乌兰察布向外
界递出的一张文旅名片。“不夜城”火热
出圈，受到了游客的广泛赞誉，其缘由
何在？

从宏观上说，“北京向西一步，就是
乌兰察布”此为其一；其二，作为“避暑
之都”的乌兰察布，天气凉爽舒服亦是
一大主因。从微观上看，乌兰察布之夜
之所以火热出圈的原因在于其“自身
硬”，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不夜城”街景新颖亮丽、内
涵包罗万象，夜游的魅力悄然铺展开
来。全长500米的街区，汇集了古风古
韵、现代文化、智能夜游等多元主体“凝
聚力”，形成了集美食品鉴、儿童娱乐、
沉浸体验、打卡互动、演绎欣赏等功能
于一体的时尚新地标，可为游客带来

“玩、赏、逛、吃”多层次的全新体验。在
这里，有展示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国潮机
器人，也有展示农特产品的非你莫薯、
麦香、柿柿如意、安格斯肉牛、田牧雪
糕，还有展现各民族团结奋进、锐意进

取的蒙古马，以及多种文化元素相嵌相
容的别致建筑，招引诸多游客来此打卡
拍照。在这里，既有七彩滑世界、惊险
刺激的天空步道、彩虹滑道等大型娱乐
项目，又有网红大秋千、蹦蹦床等一系
列亲子互动游乐项目，还有精彩的马戏
表演……一步一景，一步一娱，赋予“不
夜城”更广的场景、更多的内涵，使其获
得了生机与活力，为人们增添了几多雅
致与惬意。

聚人气与汇商气有效结合。“不夜
城”从内部机制入手，采取了开放式运营
策略，敞开大门，免收大门票，广大游客
进出自由，随意游览，如此一来集聚了大
量人气，进一步激发了消费信心，提升了
消费热度，实现了人气商气“双提升”。

其次，多元文化元素融合很好地满
足了游客的精神文化需求。“不夜城”以
精致国潮文化为主线，游客在体验昭君
出塞、汉唐鼓舞的同时，还能体验篝火
盛会、塞上弦乐等蒙古族风情。街内提
供的汉服租赁、民族服饰、妆造拍摄等
服务，可以沉浸式体验汉唐风情，无不
透露出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让人陶醉
其中，流连忘返。在雄壮美妙的音乐伴
奏下，丰富多彩的活动和独具特色的
文化展示，为观众带来精彩的视听文

化盛宴。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提升游客体验

感，今夏，“乌兰察布之夜”打造了沉浸
式大型情景歌舞剧《金雕飞起的乌兰察
布》。该剧演绎了历史长河中发生在

“乌兰察布”这片热土上的动人片段，从
远古先民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到古
代丝路的热闹繁华，从乌兰和察布的浪
漫爱情故事、西口文化与草原文化的融
合到今天乌兰察布的蓬勃发展，50分钟
的古今“穿越”，震撼的视觉效果，将乌
兰察布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和民族风
情展现得淋漓尽致。赤峰游客刘佳琪
说：“来乌兰察布之夜观看《金雕飞起
的乌兰察布》歌舞剧后，深入了解了乌
兰察布这座城市的发展脉络，很有感
触，也非常震撼，特别喜欢这座城市。”
可见，文化就是软实力，软实力发挥作
用的过程就是发挥影响力，产生吸
引，让人们在其中体悟中华文化的无
穷魅力。

再次，文旅融合促进了经济社会双
向发展。每当夜幕来临，火爆全国的淄
博烧烤、大连鱿鱼、长沙臭豆腐等各种
小吃以及具有当地特色的卓资山熏鸡、
丰镇月饼、凉拌莜面、烤土豆等琳琅满
目的美食，深受游客喜爱。璀璨灯光

秀、国潮电音、泼水活动、舞狮表演、啤
酒电音节等系列活动场景点亮了乌兰
察布之夜。今年，“不夜城”开街营业两
个月来，客流量突破 220 万人次，营业
额达1400万元。这标志着不夜城正在
填补乌兰察布“夜经济”发展的空白，拓
宽了我市夜间消费新领域。同时，在

“不夜城”的带动下，当地就业市场也迎
来了新机遇。据统计，其直接带动就业
2000多人，实现收入2600万元，间接带
动就业3100人，实现收入5200万元，从
而提高了当地群众的生活质量。

此外，“不夜城”的运营拉动了周边
相关产业的发展。乌兰察布高铁站日
均新增客流量5500人，全旗日均新增游
客超10万人，近期周边酒店住宿全部客
满，8月线上住宿企业营业额增长40%，
成为察右前旗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随着文旅项
目持续更新、不断迭代升级，相信，乌兰
察布之夜必将成为乌兰察布新的文化
地标和网红打卡地！

乌 兰 察 布 之 夜 何 以 火 出 圈

□本报记者 孙国俊 通讯员 金鑫

今年以来，化德县深入贯彻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强化措施保障，切
实抓好矿山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有效
促进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保护
协调发展。

严格新设矿业权准入。严把新设
矿业权门槛，出让前期，从生态保护、资

源保障、土地利用等方面出发，充分考
虑矿区生态环境条件，对新设矿业权必
要性、可行性、合规性进行专题论证，拟
定出让范围。

积极推进绿色矿山建设。按照生
产规模、新建、改扩建、生产矿山分类实
施绿色矿山建设，指导编制绿色矿山建
设方案，督促矿山推进建设和落实问题
整改，积极申报纳入绿色矿山名录。

规范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坚持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严格开发利用
方案审查，严控剥挖范围，避免以山脊
为矿界，遵循自上而下、分台阶开采，切
实做到最终边坡高度最小化、最终底盘
面积最大化。

强化矿山生态修复监管。全面排
查矿山生态修复问题，对不再受矿山生
产活动影响区域进行“边生产、边修

复”，针对复垦复绿效果不佳问题，督促
矿山编制“一矿一策”修复方案，及时补
植整改到位。

加强矿山日常执法监管。加强
开采方式、范围、矿种、“三率”指标
执行情况监管，对超层越界违法采
矿行为，责令立即退回矿区范围并
依法查处，限时复垦复绿，恢复生态
功能。

化德县强化措施保障矿山生态环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防空法》办法精神，为深化全市民众人民防空观念，勿忘国耻，铭记历史，
焕发爱国热情，我市定于2024年9月18日在全市范围内组织防空警报试鸣。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警报试鸣时间
2024年9月18日上午9:30-11:30
二、警报试鸣种类
（一）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三次为一个周期（180秒）；
（二）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十五次为一个周期（180秒）；
（三）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
三、注意事项
警报试鸣期间，请各部门（单位）、学校、企业、社区维持好正常的工作、生

产、生活秩序，并注意识别警报信号种类。
特此公告。

乌兰察布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4年9月12日

关于在全市范围内
组织防空警报试鸣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