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盟市专线

行走皆“课堂” 山水润童心
□本报记者 高敏娜 实习生 张昕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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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

呼伦贝尔

阿拉善

“我是一名低保户,政府给我连续代
缴了 9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现在
又赶上新政策,嘎查通过集体经济收益给
我们参保人员每人再补助200元,地方另
外还给到龄人员多发放养老补贴413元,
退休时我的养老金能达到 600多元。”日
前,西乌珠穆沁旗浩勒图高勒镇巴彦宝拉
格嘎查的牧民娜仁高娃高兴地表示,得益
于锡林郭勒盟多支点可持续的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体系,退休后，自己的生活将更
有保障。

娜仁高娃所说的集体
补助，是锡林郭勒盟在自治
区率先实施的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嘎查村集体经
济组织补助试点工作，也是
该盟集体经济补助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工作的缩影。

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体系是城乡建设的重要
支撑，也是助力乡村全面
振兴的基础性工作。近年
来，锡林郭勒盟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门积极探索、大
胆创新，着力构建多支点可
持续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体系，稳步提升保障水平，切实兜牢兜准民
生底线，努力让城乡居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
成果，使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
充实、更具质感。

自2007年西乌珠穆沁旗在全盟乃至
全区先行开展牧区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
作以来，经过17年建设发展，锡林郭勒盟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
到好的转变，已建成多支点可持续发展的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体系。

在 2023 年，锡林郭勒盟在全区率先
启动开展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嘎查村

集体经济组织补助试点工作，采取“托底补
助+激励补助”方式，建立健全以“个人缴
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为筹资渠道的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通过探索创新、典
型引路、试点先行、稳步推进的模式，逐步扩
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集体补助工作范围，努
力夯实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筹资“第三支点”。

截至目前，锡林郭勒盟有锡林浩特市、
西乌珠穆沁旗、东乌珠穆沁旗、苏尼特左旗
通过嘎查村集体经济组织为 1096名牧民
补助资金14.8万元。

在此基础上，2024年，锡林郭勒盟积
极推进当地政府对参保人进行缴费补贴，
通过提高缴费档次来提升参保人员个人账
户养老金水平，进一步夯实多支点可持续
发展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体系。

与此同时，锡林郭勒盟深入实施“全民
参保计划”，依托信息系统准确核实应参未
参人员信息，针对性开展精准扩面，出台
《边境地区2023-2025年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参保扩面计划》，明确边境地区三年
参保扩面目标任务，积极开展全民参保示
范苏木、嘎查创建工作。

在创新开展边境地区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全民参保温暖行动”中，锡林郭
勒盟精准识别边境地区 15个苏木、45个
嘎查村未参保对象 2498 人，通过地方财
政、集体经济组织、农牧业合作社和社会
公益组织等给予居民参保缴费提供叠加
资助，提高城乡居民未参保人员缴费积极
性，进一步推动城乡居民应保尽保。

截至目前，锡林郭勒盟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参保人数达到近40万人，与2011年同
期相比，增幅达近150%。同时，该盟各地区

积极为低保对象、特困人
员、重度残疾人和符合条
件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等
困难群体代缴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费，2023年，累计
为他们代缴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费268.94万元，代缴
率 100%，进一步强化了
困难群体兜底保障，帮助
农牧区困难人员在共同致
富路上不掉队。

截止到 2023 年底，
锡林郭勒盟城乡居民领
取 养 老 金 待 遇 10 万
6700 人，月人均基本养

老金待遇水平达 269元，部分地区加大基
础养老金补贴力度，财政补贴最高的旗县
达每人每月 413元，人均月养老金最高达
648.78元。

2024年，在做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盟级统收的基础上，锡林郭勒盟开
展了基金盟级统支，并落实国家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再提高
20元，全盟月人均基本养老金待遇水平可
达到 289元，切实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质
量，让各族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实现共同
富裕在行动、在身边。

兜 牢 民 生 底 线
致 富 一 个 不 落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通讯员 田雪梅

通辽

锡林郭勒

戴草帽、穿水靴、踩泥巴、插秧苗……
在兴安盟扎赉特旗碧波荡漾的稻田里，32
个来自北京市丰台区的“京蒙协作小使者”
化身为小小“稻农”，体验手工插秧，切实感
受灿烂的农耕文化。

扎赉特旗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以丰富的
旅游资源和秀丽的自然风光著称。在这
里，小朋友们欣赏着蓝天白云下的“绿色海
洋”，尽情地感受草原的宁静与和谐。看马
头琴表演、赏四胡演奏、尝烤全羊美味，各
族青少年手拉着手围着篝火欢快地舞蹈。

“在篝火晚会上，我们品尝到了美味的
烤全羊，欣赏了蒙古族小朋友表演的节目，
这次研学之旅让我们感受到了令人新奇的
美好生活。”北京第五实验学校学生刘佳倩
说。

“学生们通过此次研学活动收获都很
大，希望以后能有更多机会让他们和兴安
盟的孩子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北京第五
实验学校教师苗壮介绍说，这次研学团队
跨越千里来到扎赉特旗收获满满，不仅在
探索发现中树立了生态理念，更在交流互
动中增强了团结意识。

连日来，兴安盟的研学市场持续升温，
各大景点、研学基地都能见到研学团队的
身影，小朋友们在这里探索自然奥秘、寻访
红色足迹、体验农耕文化，开启了一场场难
忘之旅。

6月的阿尔山山水清丽、梦幻纯净，来
自北京广渠门中学金帆艺术团的百余名师
生，在此开启了“相约阿尔山”研学活动。

在阿尔山“森林之眼”，学生们登高望
远，感受大兴安岭的巍峨震撼；在依山傍水
的白狼小镇，大家学习制作“树皮画”，体验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感受浓郁的林俗
文化；在阿尔山松贝尔口岸，学生们齐唱
《我和我的祖国》，激昂的歌声久久回荡在
国门上空；在明水河镇西口村，跟随当地
村民学习柳编技艺，将细细的柳条编织成
各种造型的实用工艺品。研学期间，金帆
艺术团的学生们还在阿尔山论坛中心举
办了文艺演出，管乐团和合唱团的精彩表
演，给当地群众带来了一场不同凡响的视
听盛宴。

“我们将歌声带到这座美丽小城，希望
通过这次研学交流，搭建起京蒙中学生艺

术交流平台，让我们共同分享和谐之美，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北京市广渠门中学
学生王凯奇说。

今年，兴安盟文化旅游体育局与兴安
盟教育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兴安“萌”娃游
兴安研学实践教育活动的通知》，充分发挥
兴安盟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优势，推动本
地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创新发展，让学生全
方位认识家乡、了解家乡。同时，兴安盟深
入挖掘文旅资源，不断创新研学业态，为兴
安盟文化旅游产业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
力，兴安岭上兴安盟正逐渐成为研学游的

“宝藏打卡地”。
去兴安盟科技馆汲取科学知识，在科

右前旗人民检察院参加法治研学初体验实
践教育活动，亲身体验消防员的救援生活
……如今在兴安盟，学生们的研学内容丰
富多彩。兴安盟鼓励学生亲身参与农耕、
采摘、非遗传承等体验类活动，感受劳动的
艰辛与收获的喜悦。让学生通过参观博物
馆、纪念馆等文化场所，了解兴安盟的历史
文化，增强文化自信；通过走进大自然，了
解兴安盟的森林、草原、地质地貌等，充分

认识大自然对兴安盟人民的馈赠。
今年以来，兴安盟成立了研学旅游联

盟，制定了相关的兴安盟研学旅行标准，并
推选出14家符合盟级标准的研学旅行商以
及22个盟级研学旅游基（营）地。推出六大
主题、16款研学旅游产品，在研学课程设计
的过程中不仅融入了兴安盟红色文化、农
耕文化、草原文化和森林文化等北疆文化
内容，同时还开发了一系列具有教育意义
的文化体验活动。

“我们积极响应国家关于研学旅行和
素质教育的号召，开展研学实践教育活动，
推动兴安盟文化旅游产业和教育事业深度
融合。这些新举措的实施，让文化旅游资
源得到了更加充分的挖掘和利用，形成了
一系列研学实践教育活动产品，丰富了青
少年学生的教育实践和生活体验，提升了
孩子们的综合素质。”兴安盟文化旅游体育
局局长乌兰格日乐表示，兴安盟将持续开
发适合盟内外广大青少年学生的“教育+旅
游”融合产品，为青少年提供更多优质的研
学实践教育机会，让更多的学生和游客领
略这片土地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

□本报记者 王塔娜 摄影报道

6月21日，赤峰实验幼儿园的孩子们在老师带
领下走进赤峰博物院辽代历史文化博物馆，欣赏着
充满创意的国防教育主题系列作品。自6月 1日，

“青春筑梦国防 强国复兴有我”第二届赤峰市青少
年国防教育主题系列作品展在这里开展以来，每天
都有不少市民被吸引前来参观孩子们的佳作。

活动现场，展出621件形式各异、独具风格的
作品。其中，绘画作品描绘了强大的军事装备、英

勇的军人形象、激烈的战斗场景，体现出国防力量
的震撼；书法作品书写着与国防相关的名言警句、
诗词，传递出保家卫国的信念；手工作品包括精致
的军事模型、富有创意的国防主题工艺品，展示出
学生们对国防元素的巧妙运用；征文作品记录了
学生们自己对国防教育的深刻感悟。

据悉，本次活动共搜集作文、绘画、手工、书法
作品等 2000多件作品，经学校推荐和专家评议，
最后对参赛的147名作者及15名指导教师进行表
彰，并将621件获奖作品集中展览。本次展览将持
续至7月2日，期间免费向市民开放。

本报阿拉善6月24日电 （记者 刘宏章）6月 17日，“到人
民中间去-2024年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骑月”阿拉善盟乌兰牧骑
系列活动正式启动。

当日上午9时许，在阿拉善左旗额鲁特社区名都万和城小区，
随着悠扬的音乐声演出正式拉开帷幕，乌兰牧骑队员们为社区居
民群众送上了舞蹈《祝福》、女声独唱《故乡的绿洲》、笛子独奏《白
马》、呼麦演唱《升腾》、马头琴齐奏《凯旋》《万马奔腾》等群众喜闻
乐见的文艺演出，一个个独具特色的精彩节目让社区居民沉浸在
乌兰牧骑队员精湛的表演中，演出现场不断响起阵阵掌声。

“乌兰牧骑是流动的小舞台，是队伍短小精悍的‘文艺轻骑
兵’，乌兰牧骑以天为幕、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欢乐与
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乌兰牧骑队员会努力把每一次的
演出任务圆满完成。”刚与队友表演完节目的阿拉善盟乌兰牧骑
队员谢雪雯说。

据阿拉善盟乌兰牧骑负责人高阳介绍，在自治区乌兰牧骑月
期间，为了落实自治区乌兰牧骑“学、创、演”工作部署，阿拉善盟
乌兰牧骑以“到人民中间去”为主题，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北疆文化——阿拉善·善文化”等重点，充分发挥新时代红
色轻骑兵作用，深入农牧区、社区、学校、边防部队等地，开展惠民
演出、采风创作、交流展演、走边关提素质活动、结对指导、线上宣
传等六大类共31场次系列活动，在全盟营造浓厚文化氛围，让群
众充分感受到文化惠民活动带来的温暖。

乌兰牧骑系列活动正式启动

仲夏时节，走进通辽
市奈曼旗青龙山镇甘薯种
植基地，村民们正在移栽
今年的新红薯苗，插苗、封
土、滴水等有条不紊，一派
繁忙景象。

正在现场指导村民种
植的闲农雅果农业有限公
司负责人曹献云说：“去年
甘薯卖得特别好，今年我又
承包了 1000 亩甘薯地，引
进甘薯品种自己育苗，不但
可以节省成本，而且种出来
的甘薯品质好，可以鲜食，
也可以做甘薯粉条。”

长期以来，奈曼旗青龙
山镇依托甘薯产业，凭借鲜
食和手工粉条两大类产品

深得消费者喜爱，历经多年的发展，逐步形
成了集甘薯种植、存储、加工、销售于一体的
全产业链生产模式，不仅让这里的村民实现
脱贫致富，还成为远近闻名的“甘薯小镇”。

近年来，通辽市积极引导发展特色作物
种植，扩大特色种植规模，增强农牧民致富
的内生动力，鼓起农民钱袋子，为乡村振兴
注入新活力。今年，通辽市通过集中规划种
植品类，有意识地开发利用沙荒地、未利用
地，抓好闲置设施改造重建，集中力量强化
配套设施、推进社会化服务，形成组织化、规
模化、区域化建设布局，全力打造区域竞争
优势。同时，积极整合乡村振兴衔接、京蒙
帮扶等项目资金，加强对设施农业的扶持，
主动引进龙头企业牵引适度规模经营，切实
把项目资金、技术力量、组织保障向设施农
业园区集中投入，确保做一片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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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呼伦贝尔6月24日电 （记者 李新军 呼伦贝尔市
融媒体中心 徐璐）日前，在海拉尔区君尚奥特莱斯项目现场，施工
有序推进，钢结构、砌抹工程、外立面架子、橱窗、保温修复工程等已
全部完成，一二三层吊楣、柱子及外立面橱窗等施工正在紧张进行。

“项目招商势头良好，诸多名品入驻，奥莱购物广场预计8月
末试营业，将为当地群众和游客打造一站式购物平台。”项目负责
人孟勇介绍。

记者在呼伦贝尔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2024年，该市
计划实施产业类市级重点项目95个，总投资333.2亿元，年内计
划投资82.1亿元，目前已开复工项目94个。

今年的呼伦贝尔市重点项目名单中，一批新开工项目分外亮
眼。截至目前，阜丰公司50万吨氨基酸及其配套附属设施、扎兰
屯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二期工程等一批重点产业项目顺利实
施，鄂温克旗伊敏露天矿3500万吨/年生产系统完善项目、绿色
农畜药产品升级技术改造项目等18个技改项目加快建设，完成
投资6.47亿元。

95个产业类重点项目有序推进

本报包头6月24日电 （记者 格日勒图 实习生 刘鸽）
近日，包头市 2024年污染防治攻坚战行动方案出台，明确了 59
项具体措施，强调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蓝天、碧水、
净土三大保卫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今年以来，包头市全面推进美丽包头建设，印发《关于落实
“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任务的实施方案》《关于落实
“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2024年重点任务清单》，将生
态安全屏障建设考核、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以及国家、自治
区下达的各项约束性指标相衔接，压紧压实各地区和部门责任。

包头市依托在线监控、无人机巡查等科技手段严厉打击环境
违法行为。加强工业企业污染治理，包钢全厂超低排放改造比自
治区要求提前2年完成，电解铝、水泥等行业企业全面达到大气
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要求，全市37台燃煤发电机组全部实现超
低排放，城市建成区实现燃煤锅炉“清零”、煤炭燃料的工业窑炉
全部采用清洁能源替代。

包头市大力发展“公转铁”和运输车辆新能源替代，建成华云
新材料热电厂铁路运煤专用线；在全区率先打造“散改集+新能
源”的煤炭清洁化运输示范，成功应用于华电包头河西电厂、希望
铝业电厂、包头第一热电厂，有力保障多式联运“一单制”试点的
全面推进。

包头市生态环境局不断加强科技信息化建设，构建全市网格
化精准监测平台，建成覆盖城区的微型空气质量监测站和激光雷
达扫描系统，开展颗粒物源解析并有效应用分析结果，实现了全
市细颗粒物（PM2.5）浓度由 2015 年的 44 微克/立方米下降至
2023年的28微克/立方米，空气质量六项污染物指标连续3年保
持达标。

59项措施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赤峰

呼和浩特

国 防 展 览国 防 展 览““ 零 距 离零 距 离 ””

本报呼和浩特6月24日讯 （记者 皇甫秀玲）6月 16日，
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军民融合办、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团委指
导，中国航天科技国际交流中心、自治区军民融合发展研究中心
联合举办的2024年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内蒙古赛区选拔赛
在呼和浩特市举办。

本次选拔赛以“赓续航天精神、开拓商业航天”为主题，设有
航天创意、太空探测竞技、航天科学探究与创新设计3个竞赛单
元及载人航天主题专项赛，包括星矿探测挑战赛、无人机操作技
能挑战赛等12个具体比赛项目。来自全区268支队伍、700余名
师生分为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3个组别参赛团队，通过实地操
作、线上答题进行激烈角逐。

据悉，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是教育部公布的面向青少年
的全国性赛事活动。活动旨在弘扬航天精神、传播航天文化、普
及航天知识。

此次比赛过后，将从评选出的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中，择
优推荐获奖者代表内蒙古赛区参加全国决赛。

2024年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
内蒙古赛区选拔赛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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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青少年国防教育主题系列作品展赤峰市青少年国防教育主题系列作品展。。

老师为孩子们讲解展览的作品老师为孩子们讲解展览的作品。。

本社地址：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 邮政编码：010040 邮箱：qxxw2004@163.com 广告公司电话：（0471）6635799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471）6635955 广告许可证：内市监广登字［2020］01号 本报（呼和浩特）由内蒙古日报社印务中心承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