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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

□本报记者 许敬

大年初一，包头边境管理支队满
都拉边境派出所的“95后”戍边伉俪王
鹏宇和妻子鲍雨朦依然坚守在岗位
上，守护着边境的安全稳定。

“我们的年，和所里的战友一起
过；我们的情，为家更为国！”王鹏
宇说。

王鹏宇和妻子鲍雨朦，都是满都
拉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今年春节他们
与战友们一起坚守岗位，并加大了到
村里巡逻走访的频率，以便及时排查
安全隐患、解决群众困难。

一大早，王鹏宇、鲍雨朦就穿上厚
厚的棉衣，准备开始一天的走访巡
逻。“这天气，说起风就起风……”鲍雨
朦说着，伸手帮王鹏宇放下棉帽护耳，
并把棉衣毛领竖了起来。穿戴整齐
后，夫妻俩一前一后出了门。

“夏天晒得爆皮，冬天冻到皲裂”
“20 公里做邻居、40 公里串串门”，
人们这样形容满都拉镇。可对于满
都拉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们来说，这里
是他们热爱和守护的地方。满都拉
边境派出所辖区面积 1850 平方公
里，常住人口只有 1500余人，辖区群
众居住分散，交通不便，有时候赶远

路来办业务却因手续不全无法办
理。为了不让群众多跑腿，王鹏宇、
鲍雨朦走访了辖区 300余户牧户，了
解他们在办理户籍业务时遇到过的
问题和困难，将解决办法、办理业务
所需材料等内容整理成宣传手册发
放给他们。对于群众不了解的材料
样式，鲍雨朦还会以简笔画的形式帮
他们做好注解，面对面向他们讲解政
策规定。不管是上班还是休息，只要
是群众的电话，他们都是第一时间接
听，从不拖延。

“这里的乡亲特别淳朴，把我们
当亲人一样。”王鹏宇说，他每次走访
都会把民警手册带在身上，与村民唠
唠家常，记下他们的困难诉求，不论大
事小情都尽力帮他们解决。

“我们要续写‘清澈的爱’，用青春
陪伴身旁的界碑，用脚步丈量边境的
长度。我们无比的骄傲与自豪，因为
我们站立的地方是中国！”1月 24日，
王鹏宇、鲍雨朦获评“中国网事·感动
内蒙古”2023年度网络人物。在颁奖
现场，他们以一场真情流露的舞台剧
让观众心田温润、潸然泪下。

“一家不圆万家圆”，在祖国正
北方八千里边境线上，像王鹏宇、鲍
雨朦一样的边境民警用忠诚守护着
一方平安。

戍 边 伉 俪 的 别 样 新 年

□本报记者 皇甫美鲜 郭奇男

“大家知道今年是什么年吗？”“爸爸
妈妈给你们准备好新衣服和好吃的
没？”……2 月 8 日，记者走进乌兰察
布市察右前旗平地泉镇南村研学基
地，一场别开生面的年画展正在进
行。几十位小朋友跟随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的宣讲员赏年画、听习俗，
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受浓浓的
年味。

“迎春接福”“农村城市化”“迎新鱼
灯会”一幅幅鲜亮的年画，渲染出浓浓
的年味。20个展板、100幅年画围绕

“新生活·新风尚·新年画”这一主题，
真实、生动描绘出新时代人民群众幸
福生活新图景，展现出新时代文明实
践新成果。年画内容丰富多样、贴近
生活，吸引了众多群众驻足观赏。

“听说这有年画展，就带孩子来看
看，感受一下浓浓的过年气氛。”参观
者王之琼高兴地说。

“快看，刘老师画的是什么？”“是
梅花，画得可真好！”距离画展不远处
的读书角，察右前旗农民书画家刘发
被村民和小朋友团团围住。只见他在
白色的纸上挥毫泼墨，点涂上黄色、红
色的颜料，仅仅几分钟，两幅线条细
腻、色彩鲜艳、形态逼真的“迎春图”就

画成了，群众纷纷鼓掌喝彩。
一张张年画，透着浓浓的年味，承

载着满满的节日喜庆，记录着人民的
幸福生活。

“看到这么多漂亮的年画，让我想
起小时候过年贴年画的场景。和以
前的生活相比我们现在的日子越过
越好了，也越过越幸福了。每到农闲
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村里的文化活动
室扭扭秧歌、唱唱歌，村里的文化活
动也特别丰富，我们都会参与。”南村
村民王海英拉着自己的姐妹共同欣赏
着年画。

“按照中央宣传部文明实践局、文
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中国美术家
协会有关工作要求，我们举办了此次

‘赏年画·过大年’活动，我们将持续开
展系列活动，展现新时代文明实践新
成果，用文化暖心的形式紧密连接村
民对传统节日的记忆和对新春的美好
期盼，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察右前旗委常委、宣传部
长赵琴表示。

火红的灯笼挂在树梢上，小朋友
在村子空地上穿梭玩闹，广场上大爷
大妈们正欢喜地跳着广场舞，时不时
还能听见回村的人感叹，“今年家乡变
化真大，路宽敞了、广场干净又整
洁”。随着春节的脚步，南村人流渐
多、年味渐浓。

从 年 画 里 寻 找 年 味 儿

□本报记者 宋爽

“党建引领走在前，‘三变’改革促
发展……”大年初二上午，赤峰市翁
牛特旗毛山东乡房申沟村热闹非凡，
村民们通过快板《话“三变”》，表达着
对美好生活的赞美和对新春佳节的
祝福。

“如果前些年你们来我们村，我
接受采访心里都没底，过去这里土地
资源贫乏，集体经济薄弱。如今，村
民们将旱地承包给合作社统一经营，
不仅能拿到租金，还能得到分红。”村
民叶广祥打开了话匣子，“打工也不
出村了，我在合作社的养牛场干活，

按时领工资，这真得感谢党和政府的
好政策啊！”说话间，叶广祥脸上满
是笑容。

乡村面貌的嬗变，源于村里实行
的“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
股东”改革。2023年，房申沟村集体
经济收入达到 400万元。村集体、农
民、经营主体“三位一体”的有效联结，
让村民看到了致富希望、鼓足了发展
劲头。

人勤春来早，奋进正当时。改革
的东风，吹遍了翁牛特旗大地，5个试
点村，25 个跟学嘎查村，坚持“因地
制宜、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稳步推
进”的原则，依据各村地域优势、资源
禀赋，因地制宜探索契合村情的发展

模式，为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增添强
劲动力。

走进广袤乡野，道路宽阔整洁，
环境优美舒适，产业兴旺发达，乡风文
明和谐……处处呈现出乡村生活的富
足丰盈。

“藜麦花开满山坡，振兴之路喜事
多。”这句话在亿合公镇旱泡子村广
为流传。受气候等诸多因素的影
响，旱泡子村村民们以前一直靠天
吃饭。随着“三变”改革的推进，旱
泡子村党支部引进了藜麦种植企
业，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模
式，发展藜麦产业。此外，通过承接
藜麦种植等农业生产活动，228 名
村民得以就业。“今年热热闹闹好好

过个年。”村民郭凤祥兴奋地说。
白音套海苏木双河嘎查大力推

广玉米套种冬瓜模式，有效发挥玉
米的边际效益，促进人均增收 1 万
余元，村集体经济增收 50 余万元，
实现了兴产业、促就业、带民富的目
标。此外，双河嘎查还实施“党支
部+合作社+龙头企业+农户”的模
式，为种植户发展冬瓜产业吃下“定
心丸”。

从农村到牧区，一幅幅振兴图景
徐徐展开。高高挂起的红灯笼点缀出
浓浓年味儿，“烟火气”里升腾起新的
希望。乡亲们腰包越来越鼓，日子越
过越甜，更加坚定了感党恩、听党话、
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腰包越来越鼓 日子越过越甜

□本报记者 陈春艳 通讯员 汤彦冬

大年三十早晨 8点钟，呼和浩特
铁路公安局呼和浩特公安处乘警王
宇豪收拾停当，准备值乘 K772 次列
车从杭州返回呼和浩特。

当天人不多，旅客陆续上车，王
宇豪在站台巡视。看到一位拄拐杖
的老人提着行李步履艰难，他紧走几
步接过行李，将老人送上列车，并不
忘叮嘱：“车上有事就找我。”

列车启动，王宇豪开始巡视车厢，
从车尾到车头，花费了近一个小时。“大
家好，我是本次列车的乘警，请您妥善
保管随身物品，防止丢失或被盗。”这段
安全提示语，他早已熟记于心。行李架
上一个拉链裂开的双肩背包引起了王
宇豪的注意，他把包里快要挤出来的衣
物使劲往里塞了塞，尝试几次总算拉上
了拉链。“这趟列车里程长，得多提醒他
们几句。”王宇豪说。

从东南到西北，沿途 24个车站，
跨越 1700 公里，单程 33 小时 3 分。

晚上 7点 29分，列车经停信阳站，那
是王宇豪的家乡。“我已经3年没在家
过年了。”26岁的王宇豪说。

小年那天，趁停车的 17分钟，王
宇豪和父母在站台匆匆见了一面。

“我妈给我带了两大包东西，有我最
爱吃的罐焖肉。春节期间，我跟父母
的相聚时间渐渐从‘天’变成了‘小
时’甚至是‘分钟’，地点也从家里改
到了站台。”王宇豪感慨道。

站台，承载着团圆，也见证着别
离。回忆随着列车飞驰，远处传来阵阵

鞭炮声，王宇豪回过神来。他立即拨通
了母亲的电话，给家里人拜年。聊了几
句，母亲怕耽误他干活，催促道：“儿子，
你好好工作，咱们以后有的是时间。”

万户团圆日，过“家门”而不入。
大家一块包饺子、唠家常，列车乘组
20多人一起吃了顿丰盛的年夜饭，王
宇豪感觉倒也别有一番风味。“我吃
到了饺子里的硬币，还有虾、牛肉很
多菜！”他开心地说。

时光飞逝，晚霞消散，终点渐
近。大年初一傍晚 6点多，列车抵达
呼和浩特。“和我轮班的同事刚结婚，
回家了。从去年腊月二十八到今年
正月初十，我都要在车上。”王宇豪
说，“明天继续出发！”

站 台 上 的 团 圆

□本报记者 高敏娜
通讯员 曾令刚

新春来临之际，兴安盟突泉县九
龙乡十家子村迎来了一件喜事，村里
为1400多名村民发放了分红款。

在十家子村集体经济分红仪式
现场，村民们自觉排成一队，领取新
春红包。攥着红彤彤的票子，村民们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村民喜领分红的背后，是十家子
村做大村集体经济“盘子”、鼓起村民

“钱袋子”的生动实践。
“一个人 200元，俺家 5口人，领

了1000元。”村民蒋更武喜笑颜开地
揣起红包。

据了解，2019年以前，十家子村
集体经济收入来源主要靠机动地发
包，收入单一且有限。如何让村集体
资源动起来、活起来，成了摆在村两
委班子面前的一道难题。

2019年初，经过考察和反复研究
论证，在民主议事决策后，十家子村决
定改变原有机动地的发包模式，优化种
植结构，与合作社共同经营村里的机动
地，并实施“旱改水”项目，发展水稻产
业。一年下来，村集体经济纯收入达到
45万元，比往年增加了27万元。

“村里每年都会拿出大部分收益为
群众分红，剩余资金用于改善村民居住
环境、维持产业运转及公共设施维修等。”
十家子村党支部书记李友说，村里已连
续5年为村民们分红，资金达95万元。

如今，十家子村集体经济产业从
之前的单一土地发包，逐步发展为涵
盖光伏产业、农机具租赁等多种模
式。2023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
130万元，并成为2023年全区嘎查村
集体经济发展典型样板村。

“今后，十家子村将进一步优化
村集体经济收入分配方式，在满足全
村户籍人口分红的基础上，拿出一部
分资金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积分考核
实施方案》落地见效，激励村民们积
极主动参与乡村治理。”李友说。

李友表示，只有产业兴旺，村民
的日子才能越过越红火，“钱袋子”才
能鼓起来。未来，十家子村将持续发
力，不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切实
提高村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1400 多 名 村 民 喜 领 新 春 红 包

大家围成一团，
你和面、我擀皮、你调
馅儿、我捣蒜，饺子的
形状也创意百出，各
式各样。你一句我一
句，相互说笑斗嘴，一
片欢声笑语……

这一幕发生在
除夕夜的锡林郭勒
盟苏尼特右旗消防
救援大队。

“我们消防救援
人员过年有个特点，
都是穿着战斗服吃
年夜饭。每年的年
夜饭，也是最容易有
险情的时候，大家都
要穿上灭火救援服
才能上桌，以备随时
出警，确保群众过个
平安年。”消防员赵
铁柱笑着说。

春联、福字、彩
旗，这些充满喜庆气
息的新年元素，通过
一帮年轻人的巧手
遍布整个大队。

新春佳节坚守岗
位，这对消防救援人
员来说再正常不过
了，想家的时候就给
父母打个电话、发个
视频以解思念之情。
一份责任、一份担当，
广大消防员默默坚守
在自己的工作岗位
上，每年的这个时候
都是他们最忙碌的时

候，或战斗在火场一线，或坚守于巡逻车
上，守护着人民的万家灯火。

消防员李强说，今年是他入伍的第
5年，他很想念父母，但他也觉得很光
荣，因为他们的坚守，让更多的人可
以团团圆圆过大年。

消防员蔡进明表示，坚守岗位是
他的职责，春节不能回去和家人团
聚，虽然心里有点遗憾，但为了大家
过好年，他认为很值得。

春节期间，广大消防员重点对商
场超市、商业娱乐集中区、夜间营业
场所等地开展专项检查，确保公共场
所的消防通道不堵塞、企业单位的消
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到位、消防设施
设备稳定运行。他们用坚守守护着
万家的团圆与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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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蔡冬梅

“各位村民大家新年好！新的一
年开启新的希望，追梦人的脚步永远
铿锵有力！”视频中，包头市土默特右
旗美岱召镇何家圐圙村党支部书记王
宝世正在给村民们“云拜年”，话语振
奋人心。

这两天，在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美岱
召镇，一场特别的拜年活动正在火热进
行中。各村党支部书记纷纷行动起来，
录制拜年视频，共同为村民们“云拜年”，
新颖又接地气的方式收获了父老乡亲们
的一片点赞。

面对镜头，平日里很少拍照的村
党支部书记们既紧张又激动，他们经
过反复认真练习，不断调整语音语调，
直到达到自己满意的录制效果。

视频中，各村党支部书记精神抖
擞，笑容满面，他们用亲切又真挚的

家乡话为村民们送上了新春的美好
祝福，感谢村民们在过去一年中的
辛勤付出，介绍着各自村子的发展
成果和未来规划。同时，也寄语新
的一年，希望大家能更加团结一心，
共同努力，为村庄的发展作出更大
的贡献。

在为村党支部书记点赞之余，村
民们也纷纷留言：

“这样的拜年方式太接地气了，让
人倍感亲切！”

“书记好样的！”
“也祝书记新春快乐！一年来辛

苦了。”
“愿我们村越来越好！”
……
村民们表示，土默特右旗美岱召

镇各村党支部书记“云拜年”的这种方
式，拉近了干群关系，增强了基层党组
织的凝聚力，让大家对新的一年充满
信心和期待。

“云拜年”接地气暖人心

本报巴彦淖尔2月12日电 （记
者 薛来）大年初三，巴彦淖尔市五原
县居民王宏伟一家 10口人向五原印
象古郡湖滑雪场进发，在冰天雪地里
享受悠然假期。“年前县里举办了第二
届冰雪节，可我们两口子工作忙，没时
间带老人和孩子去，现在趁着春节假
期，我们一家人来滑滑雪，感受一下不
一样的年味儿！”王宏伟高兴地说。

滑雪场里人流熙攘，有的玩冰面
雪圈、有的打雪仗、有的骑雪地摩托、
有的打卡拍照，一派热闹景象。摔倒

后的“哎呦”声、雪圈冲浪的尖叫声、纵
横驰骋的欢笑声，汇聚成了一首春日
里盛大的冰雪交响乐。不少游客一大
早就装备齐全地投入银装素裹的世
界，呼吸着清新空气，享受冰天雪地里
独有的情趣。“这次回来发现家乡的变
化很大，尤其是这个滑雪场让我感觉
特别有趣，游玩的项目非常多，让我深
切体会到了冰雪的乐趣。”从北京赶回
老家过年的辛沐容说。

“借助‘十四冬’的春风，我们县
的冰雪旅游产业也跟着沾光，越来越

多的居民纷纷走出家门欣赏冰雪表
演、尝试各类冰雪运动，度过了一个
愉快的假期。”五原县文旅广局局长
李雪琴说。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各旗县区大
力挖掘冬季旅游资源，融合传统多彩
民俗，推动文化旅游产业快速发展，让

‘冷资源’转化为‘热经济’，努力实现
旅游拉动产业、集聚人气、带动商业，
让广大市民和游客充分感受冰雪文旅
资源的情韵，进一步提升巴彦淖尔的
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

五原县冰雪活动持续火热

相约十四冬 魅力内蒙古

2月 10日，快递员魏尚杰将快递送到呼和浩特市民手中。春节期间，在呼和浩特市，有很多快递小哥依然坚守在岗位
上，保障年货快速顺利送到千家万户。 本报记者 白雪 摄

春节派送不打烊

□本报记者 郝飚 通讯员 张靖爽

伴随着“十四冬”的日益临近，走
出家门感受运动的快乐成为不少乌海
人闲暇时的选择。

在街头、在公园，骑行、跑步、滑雪等
运动成了城市的一道风景线。在冰雪世
界，人们可以畅享从雪道飞驰而下的乐
趣，还可以与好友开上雪地越野车，体验
速度与激情；在公园的冰面之上，大人们
和孩子一起滑冰车，唤起童年的记忆；在

城区道路上，人们约上三五骑友共同享
受骑行运动的酣畅淋漓。

近段时间，乌海市民牛文义几乎
每天都会和两三个骑友骑着自行车，
以甘德尔山为中心进行“环三区”骑
行，这是他最喜欢的运动方式。

在乌海湖畔的滑雪场，摄影爱好
者王维正兴致勃勃地拿着相机给滑雪
的孩子们拍照。“孩子们滑着雪板惊叫
着冲下来，或坐着雪圈笑得合不拢嘴，
那种感觉很美妙、很有趣。总之，我用
镜头记录下了乌海不一样的美。”王维

说。
“‘十四冬’马上就要开幕了，咱也

趁热感受一下滑雪运动。我从网上预
订的票，连续两个周末，我们家人都是
在滑雪场度过的，在冰雪运动中欣赏
着乌海美丽的风景。”市民李响伟说。

不止骑行和滑雪，不少市民选择
奔跑在城区的街头或公园，而在空地、
广场上，人们练着太极、跳着舞，或是
在家附近的球场里挥汗如雨……不论
是哪种运动方式，都为春日的乌海增
添了动感的气息。

“十四冬”点燃群众运动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