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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2月21日 星期三要闻要闻 5
新春走基层

2024 年春节期间呼和浩特地区重点演出、展览展陈活动一览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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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14

15

活动名称

方锦龙和他的朋友们之《音乐诗经》

话剧《Hi，我找吕布》

2024 年新春音乐会——中国古典音乐之夜

儿童剧《刘小闯学画》

话剧《海上迷雾》

2024年新春音乐会——民族管弦乐
《绿色家园》

小黑河花灯展活动

2024呼和浩特欢乐冰雪节

2024呼和浩特春节、元宵节文化庙会

“万里茶道”沉浸式街景演出、
非遗体验活动、北疆故事曲艺展、舞林大会

“龙耀新春 幸福赛罕”民间社火大联欢暨非物
质文化遗产展示活动

“月映元宵 乐享团圆”元宵节活动

艺韵北疆——内蒙古自治区
美术、雕塑、书法、摄影跨年大展

“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主题展

北疆印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展
（文物展）

时间

2月 21日

2月 20-21日

2月 23日

2月 23-24日

2月 24日

2月 24日

1月1日—3月11日

1月 12日—2月底

2月15日—2月23日

2月15日—2月24日

2月 22日—24日

2月 24日—25日

2023年 12月 7日—
2024年 2月 25日

2023年 12月 21日
开展

1月1日—2月29日

地点

内蒙古乌兰恰特

内蒙古艺术剧院音乐厅

内蒙古艺术剧院音乐厅

乌力格尔艺术宫

内蒙古乌兰恰特

内蒙古艺术剧院音乐厅

小黑河沿线
（锡林路桥至昭君路桥）

大黑河军事文化乐园

玉泉区大南街大召广场

塞上老街非遗特色街区
大盛魁博物馆集群非遗廊道

赛罕区政府广场

丰州故城博物馆

内蒙古美术馆 3-12号展厅

内蒙古展览馆二楼西展厅

内蒙古博物院二楼临时展厅

主办单位

内蒙古艺术剧院

内蒙古艺术剧院

内蒙古艺术剧院

内蒙古艺术剧院

内蒙古艺术剧院

内蒙古艺术剧院

玉泉区文旅局

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

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

玉泉区文化和旅游局

赛罕区党委、政府

呼和浩特博物院

内蒙古文联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内蒙古博物院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何为文明——北疆印迹展教结合活动

北疆印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展
（图片展）

“铲”释北疆——新时代内蒙古考古成就展

故塞同风——内蒙古长城历史文化展

“龙耀新春 美丽赛罕”书画剪纸摄影作品展

生肖文物联展

“亮丽内蒙古”陈列、“飞天神舟”
陈列、远古世界——内蒙古地区的

远古生物及其生态环境陈列

“北疆桦歌”陈列、解放之路——内蒙古革命史
陈列、交融汇聚——公元八至十九世纪内蒙古

历史文化陈列

文明曙光——内蒙古地区石器时代与青铜时
代历史文化陈列、大辽契丹——内蒙古辽代历
史与文化陈列、边关岁月——东周至南北朝时

期历史文化陈列

“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主题展

“文字中的亮丽北疆——
内蒙古生态文学主题作品展”

“向未来——弘扬蒙古马精神文学作品展”
“携手同心——内蒙古民族团结主题作品展”

1月1日—2月29日

1月1日—2月29日

1月1日—2月29日

1月1日—2月29日

2月2日—2月25日

2月10日—24日

常设陈列

常设陈列

常设陈列

长期陈列

长期展览

内蒙古博物院二楼
南侧临时展厅

内蒙古博物院新址一楼
（原革命历史博物馆）

内蒙古博物院新址一层
（原革命历史博物馆）

内蒙古博物院新址一层
（原革命历史博物馆）

赛罕区文化馆

昭君博物院

内蒙古博物院二楼

内蒙古博物院三楼

内蒙古博物院四楼

内蒙古展览馆二楼东展厅

内蒙古文学馆

内蒙古博物院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

赛罕区文体旅游广电局

呼和浩特博物院

内蒙古博物院

内蒙古博物院

内蒙古博物院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内蒙古文联

序号 活动名称 时间 地点 主办单位

□本报记者 格日勒图
通讯员 张海芳

“大年初二，没想到自己机缘巧合
能在赛汗塔拉为母马助产，也算是龙
年的一大幸事，家人都开玩笑地说我
今年一定会‘马到成功’！”

2月 14日，包头市民张爱爱在接
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开心地说。因为小
时候曾经在农村见过村民为母马接
生，这让她有勇气在紧急关头勇敢上
前，做了一件连自己都不敢想的事。

那是在大年初二，张爱爱和家人
一起来到包头市赛汗塔拉城中草原健
身。上午 10点多，当张爱爱和三位姐
姐走到赛汗塔拉偏北一片草地时，远
远就看到白色蒙古包附近有几匹马正
在觅食，这为春天的城中草原增添了
生动的景象。

“快看！那匹马怎么躺在地上了，
是不是腿受伤了？”张爱爱的姐姐无意
中看到其中一匹马突然卧倒，就大声
叫起来。

大家顺着马的方向望去，隐隐看
到有一匹马倒在草地上，两条后腿抽
搐着，似乎十分痛苦。旁边的一匹马

也绕着马桩不停地踢踏、徘徊、嘶鸣。
“肯定是拴马绳把马勒住了，咱们

过去看看！”说话间，张爱爱她们疾步
走到马儿跟前。

眼前的情景令她们大吃一惊，原
来那匹卧倒的马儿正在分娩。伴随着
阵阵隐痛，母马娩出胎衣，一大坨白色
透明膜状物掉落在草地上。不一会
儿，小马驹从白色胎衣中拼命挣扎探
出头来。

“这匹马生马驹了！”张爱爱大声
惊呼。此时，母马由于长时间生产体
力不济，头都抬不起来，小马驹也似乎
无力从胎膜中脱身出来。几分钟过
后，母马回头望了望小马驹，眼神中充
满着无奈。

“天这么冷，这么长时间小马驹都
出不来，拖下去怕有危险，谁能帮帮
忙？”张爱爱焦急地四处张望。情急之
下，她们拨打了 110报警电话。很快，
就有一位派出所民警与她们取得了联
系。

在等待民警与马主人联系的过程
中，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看着小马驹
无助的眼神，张爱爱和大家焦急地商
量怎样才能让小马驹顺利出来。

“要不我们帮忙把胎膜撕开？”张

爱爱说，她小时候曾见过村里的叔叔
帮助母马生产拽出小马驹的情形。

“你见过，那你快帮忙拉一下吧。”
围观的人们焦急地说。

“我也没经验，有些不敢上手！”张
爱爱虽然这样说，但她已蹲下身子，双
手拽住了小马驹的两个前腿。小马驹
也很配合，后腿一蹬，胎膜瞬间脱落。

“生了！生了！”陆续赶来围观的
人们情不自禁地拍起手来，为这个新
生命的到来欣喜欢呼。

想到天这么冷，两匹马的状态让
人们实在无法放心，他们就一直守候
在马的身边，等待马主人的出现。

就在这时，他们看到步行道上驶
来一辆园区巡逻车。原来，这正是民
警联络后得到消息的城中草原工作人
员。张爱爱上前向他们告知了情况，
他们很快给马主人打通了电话。

“赶快来吧，你家小马驹生下来
了！”听到工作人员报告的好消息，电
话那头的女主人十分高兴。当得知是
一位女游客帮忙接的产，她在电话里
连声说着“谢谢”。

机缘巧合，能在大年初二城中草
原为母马“助产”，2024年的春节着实
让张爱爱她们记忆难忘。

难 忘 的 春 节 记 忆

□本报记者 高敏娜

大年初一清晨，阿尔山市白雪皑
皑，大山深处更显寂静。当新春的第一
缕阳光洒向山坳里几间简陋的平房时，
67岁的兴安边境管理支队伊尔施边境
派出所护边员王玉发便开始“骑马踏
巡”。

“我的作业区都在边境前沿，边放
牧边巡边，守国守边就是守家！这里哪
有沟沟坎坎，哪座山头有手机信号，都
在我的脑海中。”王玉发紧了紧身上厚
厚的棉服，用干净的毛巾小心翼翼地拂
去界碑上的积雪，用笔将界碑上的字描
得鲜红明亮。随后，他拿起望远镜观察
着边境线上的风吹草动，把观察到的边
界情况一一记录在笔记本上。

1月24日，在“中国网事·感动内蒙
古”2023年度网络人物颁奖典礼上，王
玉发被授予 2023年度十大网络人物。

获奖归来的他仍同往常一样，每天早早
起床，在人迹罕至的中蒙边境线上巡
视。

“我在阿尔山市中蒙边境戍边 20
多年，巡边工作就像每天放牧一样，已
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这条巡边路
我会一直坚定地走下去，直至走不动为
止。”王玉发家的牧点距离边境线仅5公
里，自加入护边员队伍以来，他便把巡
边守边当成自己的事业，现已累计巡边
近万公里，常态化协助派出所开展巡边
踏查近千次，核查边境地区务工、从业
人员800余名，救助群众70余次，先后
获评自治区“优秀边民”、兴安盟“十佳
护边员”“最美戍边家庭”等荣誉。

山川辽阔，人心赤诚。在兴安盟
130.283公里长的边境线上，有这样一
群和王玉发一样的人，他们心怀祖国、
忠诚誓言，全力配合边境派出所管边控
边、守边护边，筑起边疆安全的铜墙铁
壁，他们就是兴安边境管理支队的护边

员队伍。
“我在阿尔山开宾馆已有15年了，

在宾馆营业中，我时刻注意收集信息，
及时劝阻一些因好奇私自前往边境线
的旅客。同时，我还积极协助民警在辖
区开展边境法律法规宣传教育，让越来
越多的人了解守护边境的重要性。”护
边员柳慧春自豪地说，在王玉发的影响
下，阿尔山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护边员
队伍。

截至目前，阿尔山护边员队伍已发
展到 164人，提供情报信息 586条，开
展清边踏查1800余次，协助民警核查
人员2500余人，在打击跨境犯罪、服务
案件侦办、宣传边境政策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

130.283公里不长，却印满了兴安
盟护边员与风共舞、踏冰卧雪的印迹。
王玉发和其他护边员年复一年，用脚步
丈量每一寸国土，用岁月考验不变的初
心，忠诚守护着祖国的“北大门”。

守 国 守 边 就 是 守 家 ！
□本报记者 魏那 王塔娜

2月1日，赤峰市红山区城南村，室
外温度零下17℃，记者到访村民孙彦
家。“走，咱们上里屋唠去，热乎着呢！”出
门迎接的孙彦边说边指引记者往里走。

推开房门的瞬间，一股暖流扑面
而来。90 多平方米的房子，干净敞
亮，丝毫闻不到煤烟味儿。孙彦告诉
记者，供“大暖”后，不用自己烧锅炉
了，也不用再起夜添煤了，最主要的是
取暖费1年只需2000元，比自己烧煤
省了足足4000元。

“供‘大暖’暖和又省事。”谈到平
房区集中供暖，孙彦高兴得合不拢嘴。

2023年 12月 1日，赤峰市红山区
铁南街道城南村和曲家沟村应村民呼
声，与赤峰市住建部门积极沟通，通过
实施平房集中供暖项目，让 742户平
房居民享受到了集中供热。

“现在，村民家里不仅干净了，就
连天空都比过去清亮了许多。”城南村
委会主任孙军高兴地说。

供热改造暖人心，汩汩暖流热

寒冬。
近期，赤峰市全面贯彻落实自治

区党委政府部署的“六个工程”重点任
务，聚焦实施“温暖工程”，围绕热源挖
潜、热网铺设、热力站建设、用户端改
造等方面做足文章。特别是针对部分
老旧小区供热效果差、城中村居民分
散取暖污染大等问题，通过实施技改、
城中村接入集中供热和新型智慧供热
等措施，提升居民居住环境，保障群众
温暖过冬。

“以前，我们小区暖气温度低，最
高只有15℃，改造后达到了25℃。”红
山区二毛一生活区居民石凤贤说，现
在房子热了，心也是暖的。

二毛一生活区是上世纪 80年代
建设的老旧小区，供暖是老式的“上供
下回”系统，管道内网过细，加上使用
时间长、管道堵塞严重，造成用户供暖
温度偏低。2023年，赤峰富龙热力有
限责任公司免费给该小区 4号楼 45
户居民进行了旧网改造。

“把原来的‘上供下回’改成现在的
‘单户单供’后，用户的室温平均提升了
5℃左右。”赤峰富龙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运行分公司安管办主任程亮说。
2023 年，赤峰市及早布置“冬病

夏治”工作，对锅炉、管网、换热站、庭
院管网等进行检修维护，设施设备检
修率达到 100%；组织热源企业与煤
矿企业签订煤炭供应长期协议，当下
赤峰市供热企业储煤 167.265 万吨，
超过15天供热运行煤炭需求量；设立
36个信访接待室和85部投诉电话，开
展“访民问暖”活动，及时解决居民反
映的用热问题。

据介绍，目前，赤峰市有供热企业
28家，城中集中供热能力 1.5 亿平方
米，供热面积约 1.3亿平方米，供热用
户约 99.1 万户，集中供热普及率达
85%以上。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两
会精神，在赤峰市中心城区持续应用
大温差供热技术，深入开展现有热电
联产热源挖潜，扩大供热能力，将新建
供热管网 23.1公里，改造庭院供热管
网70.5公里，楼内地盘管103公里，惠
及居民1.8万户，确保‘温暖工程’落地
落实。”赤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
长刘艳军表示。

“温暖工程”热了房暖了心

近日，呼和浩特市青城公园
滑冰场，小朋友在追逐嬉戏。据
现场教练介绍，寒假、春节期间，
很多家长给孩子报名学习滑冰，
感受冰雪运动的快乐。

本报记者 牟野 摄

快乐滑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