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24 日，市民在呼和浩特市老牛儿童探索馆参加“童乐闹元宵 文化共
传承”元宵节主题活动。猜灯谜、舞龙舞狮、做糖画、滚元宵、做花灯等精彩活
动，让市民感受到元宵佳节的独特魅力。 见习记者 陈杨 摄

猜灯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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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 代表委员履职故事

□本报记者 宋爽

“李委员,您什么时候有空，方便
接受采访吗？”

“记者同志好,今天真不巧,我现
在在调研路上，找时间回复一下你的
问题……”

为了让自己的提案更扎实精准，
更具可行性和操作性，“无调研不提
案”成了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水利厅
副厅长李彬准备提案的“量尺”。“四水
四定”“以水定绿”“深度节水控水”……
翻看李彬历年的提案，这些关键词既放
眼全国又着眼具体，体现了他扎实调研
后的多元视角和深度思考。

“这两天我再抓紧修改完善一下准
备提交的提案。”过去一年的履职锤炼，
让李彬对于政协委员这份职责有了更
深的认识和感受，他的工作笔记上详细
记录着与业务部门、一线水利工作人员
交流中收集的意见建议。在他看来，将
政协委员履职与本职工作相结合，找到
专业领域和人民群众所思所盼的结合

点，提案才能更有力量、更接地气。
锚定方向，就要把问题分析透彻。

李彬走过内蒙古的山山水水，在实地走
访中寻找一线素材、夯实工作基础、增强
提案质效。他认为，算好生态环保的大
账、长远账、综合账，才能既保护绿水青
山，又带来金山银山。“去年的两件提案，
相关部门都回复了书面意见，期间，多次
和我电话沟通。从实际情况看，高标准
农田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农田灌溉节约
用水水平持续提升，建言的力量，让我感
到欣喜，今后工作的方向性和积极性更
强了。”李彬介绍，结合工作经历和大量
的调研数据，今年他准备提交关于“三
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以水定绿”和
建立用水权制度的提案。

“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既是一份崇
高的荣誉，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一
年来，我时刻牢记‘懂政协、会协商、善议
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的要求，为
国履职，为民尽责。今后将继续发挥自
身优势，讲述百姓心声、传递信心希望，
写好委员作业、答好时代答卷。”对于
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李彬满怀期待。

李彬委员：脚踏实地调研 用心打磨提案

本报2月24日讯 （记者 于欣
莉）品味书香，欢庆元宵。连日来，我
区各地新华书店开展了丰富多彩又有
文化韵味的主题活动，不断弘扬中华
传统文化，与读者共享团圆喜庆的书
香佳节。

“华夏英姿（打一新兴词语）”“元

宵出门赏灯（打一常言俗语）”……垂
挂的国风条幅、高悬的花卉灯笼、上百
条的彩色谜面，让围观的大小朋友驻足
观看，有的盯着谜面冥思苦想，有的猜
出谜底豁然开朗，也有的搬出“救兵”解
围。2月24日，在内蒙古新华书店，一
场“书香满元宵 文化共团圆”主题活动

正在热闹举行，市民们积极参与，有的
赏字画、猜灯谜，也有的学雕版印刷、品
书香。

据悉，我区各地新华书店相继开
启“花灯闹元宵 团圆在今宵”“中华传
统文化研学”“巧手制花灯 非遗共传
承”“元宵吉祥诗朗诵会”等精彩纷呈

的元宵节活动，既有灯谜竞猜、传统文
化体验，也有古籍研学、楹联书法展
示，让读者多角度感受元宵佳节的独
特魅力。

“在书城三楼生活馆区，市民可以
任选灯谜。今年灯谜内容丰富多样，
涵盖了古诗、成语、历史、人物、传统文
化、新兴词语等，不仅丰富了市民文化
生活，也调动了人们对文化活动的兴
趣，为节日增添了书香暖意。”内蒙古
新华书店策划运营部部长于海莲说。

新 华 书 店 元 宵 节 活 动 精 彩 纷 呈

一把小剪刀、一根
筷子，再加上一双巧手，
一个个普通的面团在杨
国慧的手中变成了活灵
活现、造型各异的花馍
艺术品。

花馍是中国民间面
塑品,也称面花、花馒
头。花馍不仅可食用，
更是一种享誉中外的民
间艺术品，于 2008年被
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

杨国慧是通辽市开
鲁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花
馍 制 作 技 艺 项 目 传 承
人。在她看来，每一个
花 馍 都 是 有 生 命 的 个
体，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由她亲手制作的花馍深
受当地群众的喜爱。

走进花馍制作间，
杨国慧和工人们正在制
作龙年主题花馍。经过
配料、和面、压面、塑型、
粘配件等十几道工序，
一条金色龙身、红色龙
脊的含珠金龙呈现在眼
前，在白馍上点缀福字、
元宝、祥云等元素，一款

“金龙送福”花馍便制作
完成。

蒸好的花馍香味扑鼻、赏心悦目，
花馍上的颜色来源于南瓜汁、菠菜汁、
红曲米粉等天然食材，绿色安全。“我
们推出了龙、鱼、寿桃、聚宝盆等主题
花馍，其中寿桃订单最多，已经订出
600多对。”杨国慧说。

节假日期间，苹果、柿子、葫芦等
造型的花馍礼盒也受到顾客追捧，订
单不断，供不应求。精美的花馍寓意
新的一年生活蒸蒸日上，也“蒸”出了
人们满满的幸福感。

民以食为天，面食是国人饮食结
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人们寄托
情感的对象。为了丰富花馍造型，杨
国慧尝试着在花馍制作中融入草原、
蒙古包、牛羊等内蒙古元素。杨国慧
说，要在传承中创新，让更多人在品尝
营养健康、造型独特的花馍的同时，体
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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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薛来

2月 24日，农历正月十五，巴彦淖
尔市举行盛大的元宵节社火表演活动，
舞龙舞狮、威风锣鼓、腰鼓、太极扇、广
场舞、踩高跷、河套大秧歌、河套民俗表
演等群众节目轮番登场。现场锣鼓喧
天、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到处洋溢着欢
天喜地的气息。一支支社火表演队以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表演，为广大群
众带来一场精彩的视觉盛宴。

在临河区活动现场，一条条“巨
龙”蜿蜒盘旋，时而螺旋翻腾、蜿蜒遨
游，时而飞速游弋、腾空起舞，行云流
水的表演，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欢呼
声。在五原县，各乡镇、办事处的 11
支队伍惊艳亮相，为群众带来“热辣滚
烫”的精彩表演，活力四射的舞龙舞
狮、风趣诙谐的划旱船、情节生动的扭
秧歌等欢乐喜庆、年味十足的民俗表
演让观众大饱眼福。在磴口县，身着
盛装的表演者个个精神抖擞、踏着鼓
点，精彩的文艺节目相继上演，为广大
市民带来一场有颜值、有滋味、有文
化、有内涵的民俗文化盛宴。在乌拉
特中旗，火红的秧歌扭出元宵节的安
康，富裕起来的农牧民用优美的舞姿

表达着欢快的心情，充分展示了新时
代农牧民的精神风貌。

“和往年相比，今年的社火表演
更加火爆热烈，活动现场摩肩接踵，
希望我们的日子像社火一样红红火
火，也祝愿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
盛！”乌拉特前旗西山咀镇居民贺伟
平兴奋地说。

一场场精彩的社火表演，充分展
示出巴彦淖尔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
特的民俗魅力，社火表演紧密围绕
文化惠民、文艺为民的宗旨，进一步
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了传
统社火的传承与保护，为广大群众营
造出了欢乐、祥和、健康、文明的节日
氛围。

此外，各旗县区还举办了猜灯谜
活动。在杭锦后旗，一串串火红灯笼
高高悬挂，一条条谜面一字排开，将
活动现场映衬得喜气洋洋。“‘月月
上山留足迹’，我猜是‘朋’字。”“不
对不对，是‘蹦’字。”现场掀起了“头
脑风暴”，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互相
提示和讨论，一条条谜底纷纷被猜
中，大家兴奋地去兑换精美礼品，尽
情享受猜灯谜活动的乐趣，也让市
民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独特魅力。

社火表演“闹”龙年

本报巴彦淖尔2月24日电 （记
者 薛来 实习生 王煜）2月 23日，
巴彦淖尔市第七届黄河三盛公流凌文
化旅游活动在磴口县启动，期间将举
办全国短视频大赛，以及“远上云间”
沿黄风情骑行体验活动、“漫步黄河”
徒步耐力赛、“主播带你迎流凌”直播
宣传等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

“本次活动将充分展示黄河流凌
壮观景象、弘扬黄河文化，把具有原生
态魅力的黄河风情旅游打造成宣传巴
彦淖尔的靓丽名片，是一场传递友谊、

弘扬文化、促进交流的盛会。”磴口县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孟乐介绍，“希望全国
各地游客走进磴口、感受磴口、畅游磴
口，在活动中释放压力，在游玩中品味
美丽乡愁，在观赏中找寻心灵归宿。”

近年来，磴口县以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深入挖掘沿黄区域历史文化、
自然山水、民俗风情等旅游资源内涵，
持续打造冬春季文旅活动品牌，不断扩
大旅游知名度和影响力，为全市文旅产
业高质量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黄河三盛公流凌文旅活动启动

2 月 24 日，舞龙艺人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与游人共舞。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龙腾
狮跃闹元宵”民俗展演活动在呼和浩特市举行，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在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中感受祥和喜庆的节
日氛围。 本报记者 王磊 庄圆 摄

与“龙”共舞

2月 23日，呼和浩特市的小学生和家长一起在文化商城内购买文具。随着中
小学开学时间的临近，书包、文具、图书等纷纷进入热销阶段，前来购买“开学装
备”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买文具 迎开学

本报 2月 24 日讯 （记者 于
欣莉）学民俗、做花灯、猜灯谜、品元
宵……连日来，我区退役军人事务系
统相继开展“关爱退役军人 喜迎元
宵佳节”“情暖老兵齐欢聚 红红火
火闹元宵”“正月十五闹元宵 红红火
火人团圆”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与广大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一
同欢度佳节。

热热闹闹猜灯谜，红红火火闹元
宵。2月 22日，包头市青山区育才社

区活动中心热闹非凡，充满欢声笑
语，青山区退役军人应急救援战旗
分队联合育才社区共同开展“情暖
老兵齐欢聚 红红火火闹元宵”主题
活动。大家学民俗、猜灯谜，围坐在
一起，一边品尝香甜软糯的汤圆，一
边忆军旅、话当年，活动现场洋溢着
欢乐、祥和、喜庆的节日气氛。此
外，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等地各
退役军人服务站举办“平安喜乐闹
元宵 喜气洋洋话团圆”退役军人元

宵节主题活动，邀请辖区内退役军
人和现役军人家属共同参与，其乐
融融。

据悉，我区通过开展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特色活动，不断弘扬拥军
优属光荣传统，把党和政府的关怀温
暖送到退役军人的心坎上，进一步提
升退役军人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
荣誉感和归属感，切实让退役军人暖
心、安心、舒心，营造尊崇军人职业、
尊重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

浓浓元宵情 温暖老兵心

□本报记者 马芳

正月十五下午两点半，呼和浩特
市赛罕区金地广场锣鼓喧天，人头攒
动。附近居民早早搬着凳子坐在台
下，等待好戏开演。

“连续三天的戏曲大联欢，让我们
在家门口过足了‘戏瘾’，这个大年真
红火热闹！”七旬老人张大娘边说边竖
起大拇指，为精彩的戏曲盛宴点赞。

为庆祝元宵节，由呼和浩特市赛
罕区委、政府主办，呼和浩特市赛罕区

文体旅游广电局承办的2024年“龙耀
新春 幸福赛罕”元宵节戏曲大联欢，2
月 22日至 24日在赛罕区金地广场连
续演出3天。歌舞、晋剧、二人台以及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4场活动，让市民
近距离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魅力。

晋剧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2月
23日，晋剧专场表演中，演员们精心打
磨的传统晋剧《明公断》，旋律婉转流
畅、曲调优美，以富有磁性的唱腔、韵
味十足的表演，将戏曲人物刻画得栩

栩如生，展现了晋剧的独特魅力。老
戏迷王大爷说：“我一直非常喜欢戏
曲，年龄大了出门不方便，很少有机会
看现场表演，听说有晋剧专场，早早就
过来了，现场看戏的感觉真好。”

2月24日下午，随着经典剧目《拜
大年》《接婆婆》的登场，一场具有浓郁
地方特色、独特艺术风格的二人台盛
宴缓缓拉开帷幕。虽然天气寒冷，但
是现场气氛火热，二人台艺术团演员
们的精湛表演赢得观众的热烈掌声和
一致好评。

据介绍，此次元宵节惠民演出由

赛罕区文化馆演职人员以及多个专业
歌舞团体参与，演出内容涵盖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流行节目，旨在展
示呼和浩特市的多元文化、多样魅力，
为人们带来丰富多彩的节日体验。

为了让年味儿更足，让群众零距
离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魅力，活动现
场增设了非遗专区，展示赛罕剪纸、二
人台服饰、面塑、蒙古族服饰、木雕等9
个非遗项目。附近居民孟凡说：“这 3
天的惠民演出真精彩！不仅让我们感
受到了热闹的新年气氛，也让传统节
日过得更有文化味儿。”

家 门 口 的 戏 曲 大 联 欢

■上接第 1版 库伦旗丰收乐农资店
负责人铁山说。

在新发农资店内，库伦旗农牧和
科技局工作人员正在对农资产品进行
严格检查，重点对农资经营门店进销
货台账是否齐全、是否存在经营假劣
及过期产品、经营品种是否备案等进
行检查，切实保障农资产品质量，为群
众守好春耕备耕第一关。“我们将继续
加大对农资市场的执法检查力度，做
到全旗 8个苏木乡镇全覆盖，对检查
过程中发现的假冒伪劣产品进行严厉

打击，对不法行为依法依规作出处罚，
确保广大农牧民买到放心、安全的农
资产品。”库伦旗农牧和科技局农牧业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一中队中队长王磊
表示。

据统计，全旗化肥需求量6.7万吨、
现已入户 2.6 万吨，种子需求量 3600
吨、现入户980吨，农膜需求量110吨、
已储备30吨。在满足全旗农业生产需
求的同时，常态化开展执法检查，净化
农资市场，确保广大农牧民用上放心农
资，全力保障春耕生产有序进行。

农资储备足 全力保春耕

■上接第1版
该基地是国家第二批大型风电光

伏基地重点项目，占地面积约为 10.5
万亩，配套建设 6座 220千伏升压站，
由国家能源集团国电电力综合能源内
蒙古有限公司规划建设。项目建成
后，每年将向山东省输送57亿千瓦时
的绿色电能，为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强大的电力保障。

作为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
地，内蒙古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风能
资源技术可开发量居全国首位，也是

我国太阳能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之
一。 目前，内蒙古共获批库布其中北
部、库布其南部、乌兰布和及腾格里4
个“沙戈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
总规模4800万千瓦，占全国批复总规
模的 43%。项目全部实施后，内蒙古
电力外送能力将突破 1亿千瓦，稳居
全国第一。

随着国电电力蒙西鄂尔多斯采煤
沉陷区300万千瓦光伏基地项目等大
基地项目的稳步推进，将为自治区经
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上接第1版 宰商骗商、违约毁约、
拖欠民营企业账款等失信行为，开展
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定期向社会
公布严重失信政府机构名单。

加快诚信建设地方立法，健全信用
承诺、评价、监管等制度机制。自治区人
大常委会把制定社会信用条例作为今
年的重点立法项目，2月22日召开重点
立法和重点监督项目工作协调会，统筹
推进《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信用条例》立法
工作和实施诚信建设工程监督工作，加
强同相关上位法和国家相关规定的有

效衔接，尽早推动《条例》出台，为自治区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保驾护航。

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以诚立身、
以信示人，当好诚信内蒙古的“代言
人”。据通辽市科尔沁区委组织部副
部长杨立岩介绍，科尔沁区将诚信建
设纳入到干部教育培训计划中，不断
增强公职人员诚信意识。

诚信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
识，是个体安身立命之本。立规矩，让
诚信建设的刚性约束实起来、硬起来，
内蒙古将笃行不怠、驰而不息。

用制度力量“守护”诚信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