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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雪茹 见习记者 方圆

随着端午节的到来，预制菜迎来销
售旺季。在呼和浩特市一家大型综合
超市中，食品陈列区人头攒动，丰富多
样的预制菜让消费者频频驻足。

“趁着过节，难得孩子们都能回来，
我准备买点羊蝎子和烤羊腿的预制
菜。以前都是自己做，一桌子菜一家人
得忙乎一上午。但预制菜省时省力，味
道不比饭馆差，太方便了。这样省下时
间，一家人能坐下来好好说说话。”今年
53岁的赵女士一边挑选商品一边说道。

一份咸香诱人的羊蝎子，微波炉
“叮”几分钟即可上桌；一笼工序复杂
的烧麦，简单加热一下就可食用；汤鲜
味美的卤羊杂翻炒之后，便与餐馆口

味无异……简单快速地把餐厅“大厨
菜”搬上餐桌，这便是预制菜的魅力。

节日期间，市民王亚娟给家人准备
的餐品中增添了很多预制菜：手抓饼、
五谷杂粮粥、蛋黄包……“蒸一下、炒一
炒或者直接开水冲泡，就能吃上热腾腾
的饭菜，吃得好还效率高。而且现在预
制菜选择太多了，以前‘囤货’只能买点
速冻水饺之类的，现在羊杂汤、小龙虾、
花胶鸡、佛跳墙都有，全国各地的美食
都能存到家里，想吃啥等几分钟就能吃
到。”王亚娟说。

预制菜餐饮市场“走红”的背后，潜
藏着巨大的商机。

“聚腾源烧麦合作的外省餐饮门
店，从 6月初就陆续开始加大预制菜进
货量，为端午节的销售小高峰做准
备。 ■下转第3版

供给充足 消费旺盛

预制菜发力端午市场
本报6月23日讯 连日来，我区

各地强化责任意识、落实主体责任，紧
盯重点领域、深入隐患排查，持续开展
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6月 14日，呼和浩特市安全生产
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各成员单位召开全
市燃气安全工作推进会，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燃气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对各地区、各部门安全生产工作任务
进行再部署。会议要求，各相关单位
要按照“三管三必须”（管行业必须管
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
必须管安全）的原则，切实履行燃气安
全监管职责，从即日起开展瓶装液化
气安全隐患专项整治行动。

22日，鄂尔多斯市召开城镇燃气
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紧急会议，传
达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银川市兴庆
区富洋烧烤店燃气爆炸事故重要指
示精神，对全市城镇燃气安全隐患排
查整治工作进行安排部署。鄂尔多
斯市住建局、市场监管局、城市执法

局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城镇燃气安全
隐 患 排 查 整 治 工 作 督 导 检 查 的 通
知》，成立 2个督导检查组，立即奔赴
全市燃气企业及餐饮、学校、医院、农
贸市场、商场等人员集中区域进行安
全检查。全市各旗区也在第一时间
传达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迅速部署开展燃气安全
专项行动，对检查中发现的各类问
题，及时研判并当场提出整改意见，
督促立即整改。

在这一天，阿拉善盟和锡林郭勒
盟两地也开展了相关行动。阿拉善盟
阿拉善左旗消防救援大队对阿拉善左
旗巴彦浩特镇沿街商铺开展燃气消防
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并对全旗城镇燃
气等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安全生产风
险专项整治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坚决
预防和遏制燃气火灾事故发生。此次
检查主要针对各商铺的安全通道、配
电房、消控室，厨房的燃气灶具等进行
全面排查治理。同时，消防人员通过

现场张贴宣传单、讲解安全用气知识
等方式，进一步加大燃气安全的培训
教育力度，全力提高各商铺消防安全
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严防火灾事故
的发生。

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工信局、城管
局分别牵头，对重点餐饮经营单位、商
贸旅游节现场、夜市等开展燃气安全
检查。检查组先后对饭店、烧烤店、商
贸夜市餐饮经营摊点使用罐装燃气情
况进行检查。重点检查罐装燃气有无
年检、燃气设施设备使用是否规范、是
否安装燃气报警器，安全通道设置、人
员安全知识掌握等情况。

23日，兴安盟突泉县消防救援大
队深入餐饮类经营场所，开展端午消
防安全检查。防火监督员对各场所用
火用电制度是否落实，消防设施、消防
器材是否配齐配全、完整好用，疏散通
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等情况进行了
检查，并现场对单位员工使用灭火器、
报警、疏散人员、扑救初起火灾等技能

进行了抽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隐患，要求单位负责人立即整改。同
时，防火监督员提醒各单位负责人，要
切实提高消防安全意识，严格落实各
项消防安全措施，认真组织开展消防
安全自查和员工培训。

同一天，乌海市海南区城市管理
综合执法局、商务局、市场监督管理
局、应急管理局、拉僧仲街道办事处、
乌海市公安局海南分局及海南区消防
救援大队等到城区餐饮场所开展燃气
安全宣传，并开展燃气安全检查。期
间，每到一处餐饮场所，工作人员都详
细讲解了燃气安全知识、燃气安全注
意事项及相关应急处置措施，并通过
发放《液化气安全使用须知》宣传单，
进一步提高场所负责人对燃气突发事
件的防范意识，引导场所开展燃气安
全自查，防患于未然。

（综合本报记者 郑学良 刘宏
章 巴依斯古楞 郝雪莲 高敏娜
郝飙 通讯员 吴芳芳 苗欣 报道）

拧紧“安全阀” 筑牢“防护墙”
——我区各地开展强化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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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23日讯 （记者 刘晓
冬）6月 21日至23日，孙绍骋深入呼和
浩特市部分县区就开发区运行情况进
行专题调研。

孙绍骋来到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
发区、托清经济开发区、武川县农畜产
品加工区，详细了解开发区的机构设
置、人员编制、管理运行、综合效益等
情况。每到一处，他都坐下来同相关
同志深入交流，特别是对体制机制问
题非常关注，问得很细。

孙绍骋说，开发区在完成“五大任
务”、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从目前开发区存在的突出问
题看，根子就在体制机制上。机构设
置叠床架屋、职能重叠交叉，运行机
制不顺畅，办事效率就不可能高，发
展效益也很难提上来。解决这些问
题，扬汤止沸不行，必须釜底抽薪。
有关方面要结合主题教育，抓紧摸清
全区开发区运行情况，进一步把问题
理清，把对策谋实，从体制机制入手
实打实地解决问题，不能爱惜羽毛，
不能不理旧账。我们要做的是，给子
孙后代留产业而不是留包袱。要以提
高效益为目标，加紧优化开发区管理
机制，理顺开发区和行政区的关系，
理顺经济管理职能和社会服务职能，
增强开发区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开发
区的设立、整合、退出都要从实际出

发，勇于打破条条框框的束缚，一切
从有利于提高办事效率和发展效益来
谋划推进。

孙绍骋说，要坚持集约节约导

向，严格锁定开发区边界，提高土地
利用效率和开发强度，不能总想着
铺摊子。不论是建设园区道路还是
企业厂房，都要精心规划布局，执行

规范标准，切忌贪大求洋。要加强
精细化管理，提升开发区的形象和
品质。

于立新参加。

孙绍骋在呼和浩特市调研开发区运行情况时强调

采 取 釜 底 抽 薪 的 办 法
理顺开发区管理体制机制

本报 6月 23日讯 （记者 冯雪
玉）6月 23日，自治区文旅厅发布数据，
端午假期第一日，全区接待国内游客
242.37 万 人 次 ；实 现 国 内 旅 游 收 入
14.02 亿 元 。 其 中 接 待 一 日 游 游 客
158.63 万 人 次 ，接 待 过 夜 游 游 客
83.73万人次。

端午节期间，亮丽内蒙古迎来了

旅游旺季，全区各地紧抓时机，推出
精彩纷呈的活动，迎接端午假期的到
来。据飞猪等 OTA(在线旅行社)平
台数据显示，内蒙古端午出游预定火
爆，或超“五一”假期。全区各盟市依
托资源优势，用烧烤、露营、采摘、旱
雪、泵道等多种方式打开端午假期，
吸引广大游客前来。

自治区文旅厅提醒广大游客，端午
假期民俗活动多、加之汛期到来，各地
高温、多雨天气频繁，生产经营单位假
日期间要将安全生产放在第一位，做好
节日期间值班值守；出行游客要密切关
注天气变化和预警信息，确保出行安
全，多方合力共保大家端午安康，力保
端午假期全区文旅市场安全平稳有序。

端 午 假 期 首 日 内 蒙 古
接 待 游 客 242.37 万 人 次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14.02亿元

□本报记者 刘宏章

这些天，阿拉善盟飞播造林
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每天清晨，
阿拉善左旗吉兰泰飞播机场里，
随着巨大的引擎轰鸣声，一架架
满载飞播种子的运-5B飞机从
机场腾空而起飞向飞播区，开始实施飞播造
林作业。

“今年阿拉善左旗的飞播重点治理区域
在亚马雷克沙漠，这里是巴丹吉林沙漠和乌
兰布和沙漠交汇握手的地方，大约飞播长200
公里，宽3-10公里的一个区域。”阿拉善左旗
林业工作站站长刘宏义告诉记者。

据了解，今年阿拉善左旗飞播工作预计
持续到7月底。主要对敖伦布拉格镇图克木、
巴音毛道和西尼乌素三个嘎查新播16万亩，
对银根苏木达兰图如嘎查 4.6万亩生态薄弱
区进行补播。

“我们计划在‘十四五’到‘十五五’期
间，对亚马雷克沙漠进行治理，形成阿拉善

左旗第三条飞播治沙带，不仅对保护黄河
还有临策铁路、京新高速起到积极作用，还
对当地农牧民的生活生产也能起到保护作
用。”刘宏义说。

记者在乌兰布和沙漠西南缘的一片飞播
区内看到，花棒、沙拐枣、白沙蒿等沙生植物
郁郁葱葱，有些植物的枝干甚至达到了2米多
高，让曾经荒芜的大漠焕发出勃勃生机。

“飞播造林作为阿拉善生态建设的主要
措施之一，具有规模大、速度快、成本低等优
势，与阿拉善地广人稀的特点相符合。如今，
飞播造林治沙已成为阿拉善生态建设的最大
亮点和全国治沙的示范。”刘宏义说。

27万平方公里的阿拉善盟，是国家“三区

四带”生态安全战略格局“北方
防沙带”的重点区，境内巴丹吉
林、腾格里、乌兰布和沙漠分布
面积9.47万平方公里；全盟沙化
土地总面积 19.69 万平方公里，
占 全 区 沙 化 土 地 总 面 积 的
49.45%，是自治区乃至祖国西
部生态安全的咽喉和要塞。

为了改善恶劣的生态环境，近年来，阿拉
善盟发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
罢休的蒙古马精神，围绕建设祖国北疆重要生
态屏障的战略目标，坚持“保护与建设并重，保
护优先”的林草发展方针，以天然林资源保护、

“三北”防护林、退耕还林还草等国家重点生态
治理工程为依托，以社会公益造林项目为补
充，采取“灌乔草相结合，以灌为主；封飞造相
结合，以封为主”的林草治沙技术措施，大力推
进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在长期与风沙的抗争博
弈中，逐步形成了飞播造林种草、围栏封育、
人工造林种草“三位一体”的防沙治沙生态屏
障建设格局，使全盟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改
善，自然植被得以休养生息。 ■下转第3版

飞播造林 围栏封育 人工造林“三位一体”——

阿 拉 善 盟 在 沙 海“ 绣 ”出 新 绿 洲

“感谢自治区12385残疾人服务热线耐心、细心、富
有爱心的服务，让我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对残疾人的关
心关爱……”这是呼和浩特市残疾人王女士写给自治区
12385残疾人服务热线的一封信。

今年 5月，王女士因意外导致骨折，了解到自治区
残联为残疾人购买了意外伤害保险，她致电保险公司申
请理赔，但受理进度较为缓慢。随后，她拨打了自治区
12385残疾人服务热线请求协助。接到诉求后，12385
残疾人服务热线的工作人员及时与保险公司进行沟通，
每日致电保险公司了解和监督报险进度，协助王女士在
两天内完成了保险理赔。

近年来，自治区 12385残疾人服务热线的开通，畅
通了残疾人信息咨询、诉求表达渠道，对建立有序的残
疾人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等具
有重要意义。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为提升12385残疾人服务热线
服务质效，自治区残联相关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多次深入
呼叫中心，了解客服工作流程、残疾人诉求热点和残疾
人满意度等情况，要求客服结合工作实际和职责任务，
积极参加自治区残联举办的培训班，了解掌握康复、教
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惠残政策，发挥好残疾人服
务热线的功能，切实为残疾人排忧解难，推动主题教育
成果从理论学习向实际工作中延伸，引导广大残疾人感
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5月30日上午9时47分，视力残疾人姚先生致电自
治区 12385残疾人服务热线，反映自己与父母同住，却
因房屋登记在父亲名下，导致无法申请困难重度残疾人
家庭无障碍改造的问题。客服代表认真记录下姚先生的
诉求，耐心向他讲解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相
关政策，并第一时间将他的诉求上报自治区残联。自治
区残联收到转办工单后高度重视，及时通知属地残联了
解情况。当天11时36分，属地残联向自治区残联反馈，
已与姚先生取得联系，认定其符合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
无障碍改造条件，已纳入本年度改造名单当中。从姚先
生来电到解决他的问题，用时仅1小时 49分钟，姚先生
对残联和12385残疾人服务热线的办事效率赞叹不已。

按照“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总要求，自治
区12385残疾人服务热线将深化主题教育与推进服务提
质增效紧密结合起来，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提升来电接办质量与效率，树立真心真情
为残疾群众服务的理念，把更多精力放在真抓实干上，把
更多心思花在如何解决实际问题上，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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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赛牛谁更端午赛牛谁更““牛牛””
6 月 22 日端午节，通辽市科左后旗三十一届“双合尔·楚古兰”暨第四届赛牛会在阿古拉镇举行。

作为一项延续了三百多年的民间文化聚会活动，祭敖包、摔跤、赛马、好来宝、民歌演唱会等活动，每年
都吸引周边各族群众参加。 本报记者 鲍庆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