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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郝飚

近年来，乌海市海勃湾区聚焦无物业小
区治理难题，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引领作用，
整合资源、下沉力量，精准施策、分类推进，探
索形成“党建引领+居民自治+数字赋能”的
无物业小区治理模式，有效推动无物业小区
管理蝶变升级。

党组织领办 变失管为接管

“希望有物业能来接管我们小区。”“楼下
的健身器材都坏了，想健身还得去别的小区。”
在2024年初，海勃湾区林荫街道大庆社区召
开的一次“有事多商量”议事会上，大庆北二区
小区居民代表纷纷对小区的建设提出了建议。

如何让小区居民生活得更舒心？大庆社
区通过倾听民意、调查需求、征求意见，确定
了方案。

“社区党委领办成立了乌海市乐邻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接管大庆北二区小区，并推行‘先
尝后买’，向居民立下3个月内完成环境卫生
整治、破损路面维修、电动自行车充电桩安装、
安装门禁等‘十个承诺’。”大庆社区党委书记

贾晨溪说，经过3个月的努力，小区焕然一新。
无物业小区治理的关键是破解“谁来抓”

“如何管”的问题。海勃湾区坚持党建引领，
探索建立“社区党组织领办+社会资本参与
承办”的无物业小区兜底服务模式，推行“企
业先期投入+先尝后买+低收费”三步走工作
法。为居民提供家政、家电维修、文化娱乐、
纠纷调解、民事代办等多元化点单服务，将物
业服务融入小区治理当中，推动业主和物业
企业建立和谐互信关系。

目前，海勃湾区林荫街道大庆社区、海北
街道长青东社区、凤凰岭街道新城社区、新华
西街道海达社区等 4个社区成立物业公司，
接管无物业小区33个。

多样化服务 变自管为共管

加强社区治理，既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
领导作用，也要发挥居民自治功能。在海勃
湾区海北街道长青东社区方兴家园小区，自
治化服务的有效实践解决了居民诉求，提升
了服务质量。

长青东社区组织居民选出楼栋长，定期
入户走访了解居民的情况和困难并建立台
账。依托社区物业议事厅，设立物业议事日，

每月和居民、社区工作人员、物业共同商讨小
区事宜，现场解决居民难题。同时运用“线
上+线下”模式，结合居民微信群、“有事找书
记”公示栏、“微心愿”墙等做法进一步了解居
民诉求，对反映问题逐一销号并在小区文化
广场进行公示。2024年与 2023年相比，该
社区业主投诉率降至50%以下。

同时，海勃湾区将方兴家园小区树立为典
型，持续构建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业委会和
物业服务企业共同参与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全面深化物业党建联建，推进小区党支部与业
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委员会“双向进入、交叉任
职”，形成“小区党组织+业主委员会+物业服
务企业+居民群众”共建共享格局。大力推行
楼长制，由社区党组织引领，选派 1931名党
员、居民群众等担任志愿楼栋长，发挥人熟地
熟事熟“三熟”优势，负责所在楼栋（道）的文明
宣传、安全监督、卫生监督等基层微治理工作，
实现“自己家园自己管”。开展“微心愿”服务，
组织发挥包联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多方力量，
解决居民诉求1800余件。

信息化服务 变人管为智管

“我们这儿因为是老旧小区，住户流动

性较大，征求大家的意见比较困难，去年我们
在每家门前贴了‘智慧门牌’，家里有啥要维
修的、小区里有啥要反映的，都可以直接扫码
填报信息。”海北街道和平三街坊的住户李庆
国说。

海勃湾区委社会工作部积极与海勃湾区
区域社会治理中心合作，致力将数字化建设
与民生实事有机融合，推动传统管理方式向
智慧管理转变，持续激发无物业小区基层治
理活力。

面对多种原因导致物业无法入驻的小
区，海勃湾区以滨河街道和海北街道为试点，
依托“海区e家”信息化平台的常住人口数据
和建筑物信息基础，构建起“一人一档、一房
一档”数据库，按照统一标准和规范，精准生
成“一房一码”，并以“智慧门牌”的形式张贴
在住户家门口。居民只需扫描门牌上的二维
码，即可查询了解各类政务服务事项的受理
范围、办理流程和所需资料等内容，足不出户
即可办理水电燃气缴费。发现身边安全隐
患、不文明行为也可随拍即报，真正实现官方
信息“掌上查”，政务服务“掌上办”，社区维护

“掌上通”，让基层治理和便民服务“一码承
载”。目前，海勃湾区累计安装“智慧门牌”
5.71万个，回访诉求7000余件。

三种服务“解锁”无物业小区
海勃湾区

□本报记者 薛一群
通讯员 杨景欣 胡建华

冬闲人不闲，学习“充电”忙。通
辽市开鲁县保安农场四分场职工邢
彦斌，每天都通过“开鲁农牧业”APP
观看农技专家的讲解，学习先进种植
技术。

据了解，“开鲁农牧业”APP，汇
聚了来自中国科学院等科研院所的
院士、专家团队及技术骨干，为农户
提供农技知识、专家指导、直播培
训、社会化服务、农作物行情价格等
几十项免费服务。目前，APP 的使
用已覆盖全县 217 个行政村、12 个
国 营 农 牧 林 场 水 库 ，注 册 用 户
139609 人，发布农技科普短视频
1448 期，有效观看量达 1694 万次，
开 展 线 上 直 播 139 次 ，累 计 培 训
24.81万人次。

近年来，开鲁县着力打造国家
级数字乡村试点县，紧扣产业振兴
和乡村治理的瓶颈问题对症施策，
搭建“数字开鲁”大系统，推进“数
字+N”大改造，建立“用数据说话、用
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

新”的全环节全链条数字管理机制，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开鲁农牧业”APP为群众发展
农牧业产业提供技术支撑，促进了
农牧产业服务纵向延伸，而“开鲁党
建”APP作为基层治理的“前哨”，让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不断
提升。

2022 年，开鲁县依托全县党群
服务中心体系和城乡网格组织架
构，开发县镇村三级党群服务中心
信息化平台和“开鲁党建”APP，纵
向贯穿县、镇、村、网格 4 个社会治
理层级，横向连通 67个县直职能部
门和 10个镇直机构单位，有机整合
条块资源，构建“双向赋能、上下直
通”的数字化治理体系，织牢民生

“幸福网”。
乘“数”而上，加“数”前行。开

鲁县积极探索“数智数治”治理模
式，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建设数
字社会、数字政府、数字经济，以数
字化转型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和治理方式变革，推动农业生产经
营管理现代化、农村治理精准化、公
共服务在线化和农民生活数字化，
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数字支持。

数字技术助力基层治理

□本报记者 郭奇男
察右中旗融媒体中心记者 高伟

随着时代的进步，越来越多的老
年人在享受天伦之乐的同时，开始积
极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追求更高的
生活品质。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老
年大学，如同一座知识的灯塔，照亮
了老年朋友们的晚年生活，让他们的
生活每一天都充满色彩与活力。

“我特别喜欢舞蹈，以前因为各
种原因，没能实现这个愿望。现在
退休了，就和几个老姐妹约好，一起
报了老年大学的舞蹈班。通过学习
和交流，现在我的心态特别好，变得
更加自信了。”察右中旗老年大学学
员王爱仙开心地说。

记者走进察右中旗老年大学，刚
踏入教学楼内，便听到阵阵欢声笑语
和悠扬的乐曲声。在音乐教室，合唱
团的成员们引吭高歌，一首首经典老
歌经他们演绎，绽放出全新的魅力。
书法教室里，老人们正挥毫泼墨，那
一笔一画，无不彰显出他们对传统文

化深深的热爱与执着。在旗袍走秀
班里，老师发出口令，学员们对着镜
子，仔细地琢磨着每个动作要领，个
个精神饱满，摇曳生姿，别有一番韵
味。在太极拳教室，十余名学员动
作规范、整齐划一，展现出“银龄”的
靓丽风采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察右中旗老年大学充分考虑
老年人的兴趣和需求，精心设置了
民乐、书法、绘画、马头琴、非洲鼓
等一系列艺术课程，为老年人打造
了一个充满艺术氛围的学习乐园，
周一至周五的课程被安排得满满当
当。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年人逐渐
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退休后
去老年大学参加一些集体活动，不
仅锻炼了身体，也丰富了他们的银
龄生活。

察右中旗老干部服务中心主任
贺永胜说：“我们老年大学将不断优
化课程设置，提升教学质量，努力为
老年人提供更多学习交流的平台，
让他们在老年大学这片乐土上，继
续绽放人生光彩，书写属于自己的精
彩篇章。”

老年大学为银龄生活添彩

寒冬腊月，在位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沙
圪堵镇的内蒙古福鑫物流贸易有限公司内，一
台报废的自走式玉米联合收获机正在被工作人
员“大卸八块”。这也是准格尔旗首家农机报废
回收企业运营以来，报废拆解的第一批农机。

这台收获机的主人陈雄是十二连城乡柴
登村的种植户，他说：“这台机器已经使用了
10年，由于效率低、维修费用高，决定将其淘
汰。以前，像这样的废旧农机直接当废铁卖，
卖不了多少钱。现在农机报废不仅得到了报
废补贴，还享受了更新补贴，总计达3万元，相
当于给这台旧农机发了一笔‘退休金’。同时，
我还购置了一台新的收割机，又获得了4万多
元的补贴，以旧换新总共补贴了7万多元。”

准格尔旗作为全国第七批率先基本实现主
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农作物耕、
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达到81.5%以上。准格
尔旗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积极落实农牧业机械
报废更新补贴政策，旨在加快农牧业机械结构
调整，提升农机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

按照国家关于农牧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

相关工作的要求，2024年 11月，准格尔旗首
家农机回收拆解企业——内蒙古福鑫物流贸
易有限公司正式运营，负责全旗的农机报废回
收拆解工作，实现了旗域内全流程农机报废工
作，让农民足不出户就能将废旧农机变现，享
受到政策红利。

公司总经理杨向荣说：“我们对已达到报
废年限和失修的农业机械实行免费到户回收，
并进行环保无害化报废拆解，政府相关部门也
积极协助企业和农户完成信息登记，尽可能简
化报废流程。仅一个月时间，我们已经收回报
废农机 12台，农户享受政策补贴资金 11.921
万元。”

准格尔旗坚持“农牧民自愿、政策支持、方便

高效、安全环保”的原则，加大耗能高、污染重、安
全性能低的老旧农机淘汰力度。补贴范围涵盖
了拖拉机、播种机、联合收割机等9种农机。

此外，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相关规定
落实到位，确保了农民在报废旧农机的同时，
能够购置到更加先进、适用、节能环保的新农
机。准格尔旗农牧民购买机械的趋势呈现出

“先进、全程、节能、高效”的特点，植保无人驾
驶航空器、北斗驾驶辅助系统、各类收获机械、
大马力拖拉机等其他先进配套机械已经开始
进入寻常农户家。

“为给明年春耕提前做好准备，按照补贴
政策，我一次购买了 3台不同类型的拖拉机，
我们的种植模式已经实现了全程机械化。”鄂

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荣浩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大路镇小滩子村村民张荣先说。

根据政策，准格尔旗农牧民购买农机可以
享受中央、旗级补贴，中央农机购置补贴按照

“自主购机、定额补贴、先购后补、旗级结算、直
补到户”方式实施；旗级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按
照“书面申请核准、自主购机、核定补贴、旗级
结算、直补到户”方式实施。办理过程实行“开
放购机、持据申请、购补脱钩、简化办理”的政
策，利用农机补贴手机APP、微信服务交流群，
让信息跑路，申请受理、资格审核、机具核验、
牌照办理、受益公示等基本实现“一站式”服
务、“只跑一次”，使全旗农机购置补贴工作更
加科学、透明、规范。

准格尔旗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乡村振兴
室主任刘欢表示：“目前，准格尔旗拥有277家
农机作业服务组织，各类农机具达 8511 台
（套）。我们将继续加大农业机械报废更新政
策的宣传力度，提高群众知晓率，将国家的好
政策真正落实到我旗农民群众的身上，推动全
旗农业机械提档升级。”

农机农机““以旧换新以旧换新”” 补贴惠农助农补贴惠农助农
□本报记者 毛锴彦

准格尔旗

开鲁县

红山区

石拐区

二连浩特市

察右中旗

冬日暖阳的照耀下，呼和
浩特市托克托县新营子镇黑
城村沉浸在一派忙碌而又甜
蜜的氛围之中。

当地传统手工生产的非
遗美食麻糖，在此时迎来了产
销旺季。一间间麻糖工坊内，
工人们正加紧生产。

工坊里，糖团在呼和浩特
市级麻糖非遗传承人、村民王
明在和几位拉糖师傅的手中缓
缓变长、变细，逐渐显露出自然
的纹理，并泛出金色的光泽。

他们的每一次拉伸，都宛
如一场甜蜜的艺术创作，赋予
了麻糖独特的灵气和魅力。

王明在家的手工麻糖传
承百年，制作工艺极为讲究，
口感始终如一，加上拉糖过程
极具观赏性，前来观看和购买
的人络绎不绝。

现在，王明在的麻糖已经开
始借助互联网平台销售，成功将
市场范围从“口口相传”的周边
地区拓展到北京、广州等城市。
实现了网上订购模式，把零售业

务发展成为批发销售。
“这项制作技艺到我这里

已经传承五代了，近几年，前
来购买麻糖的顾客，已经不单
是为了品尝传统手工麻糖的
味道，更多的是为了欣赏和观
摩非遗美食的制作过程，体会
传统文化的魅力。”王明在说。

记者了解到，目前黑城村
麻糖工坊有 15 家。“黑城麻
糖”一直使用黄米、麦芽熬制，
历经泡米、蒸米、搅拌、发酵、
熬糖、拉糖等近 10道工序，过
程耗时 24 小时，且基本依靠
人力完成。

相传，走西口的人们定居
到现在的托克托县新营子镇
黑城村，这一技艺也随之带到
了黑城村，代代传承，至今已
有200多年的历史。

“目前正值生产旺季，同
时也是农闲时间。黑城村每
天能出产麻糖 4000 多斤，每
年预计售出麻糖 36万斤。”黑
城村党支部书记白玉林告诉
记者。

本报巴彦淖尔 1月 21日电 （记者 图古
斯毕力格）乌拉特前旗昌吉冰雪娱乐综合乐园日
前正式开园，为市民冬季休闲游乐再添新去处。

走进位于乌拉山镇塔布村的昌吉冰雪乐园，
记者看到，飞驰而下的雪圈滑道，单人、多人冰车
场地，刺激好玩的雪地挖掘机，还有八爪鱼、雪地
摩托车等丰富多彩的项目让人目不暇接，众多游
客正在体验不同项目，玩得不亦乐乎，尖叫声欢
笑声此起彼伏。“这里的项目很多，也适合孩子玩
耍，我们玩得很开心。”正在陪孩子玩雪圈的市民
戴禄开心地说。

据了解，昌吉冰雪乐园配备了全年龄段冰雪
游乐设施，让大小朋友们在“家门口”尽情享受欢
乐时光，体验冰雪运动带来的畅快。“我们昌吉冰
雪乐园的冰面达到 60亩，每一个娱乐项目都充
满惊喜和乐趣，让大家畅享别样的冰雪之乐。”塔
布村党支部书记贾保田说。

近年来，乌拉特前旗依托村企联动、产业撬
动、文旅拉动的综合策略，积极推动乡村风貌与
特色产业深度融合，并融入黄河鱼产业与冰雪经
济，为发展规划增添新亮点，让乡村“美丽经济”
展现蓬勃生机。

冬季休闲游乐再添新去处

本报锡林郭勒 1月 21日电 （记者 巴依
斯古楞）1月 20日，记者在二连浩特市环宇国际
出口物流园区“司机之家”看到，货车司机或围坐
在一起喝水拉家常，或翻阅杂志，或在活动室打
台球。他们还可以通过屋内的电子大屏幕随时
了解自己车辆的配货情况。

“这样的天气，别说在室外，就是在车里也很
难熬。”喝着热茶，蒙古国货车司机尼玛高兴地
说，在等待装卸货的时间里，真心感受到了家的
温暖。

二连浩特市总工会为了更好地服务中蒙货
车司机群体，打造了这座总面积 430 平方米的

“司机之家”，包含休息、用餐、淋浴、如厕、物流信
息等 12项功能，为货车司机提供“喝口热水、吃
口热饭、洗个热水澡、睡个安稳觉”的暖心服务。

截至目前，二连浩特市口岸工会联合会先后
建成职工之家、职工心理辅导室、多功能篮球场、
司机之家、职工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职工培训
室、职工诉求中心、工会驿站、中蒙俄司机驿站等
16个工会服务阵地。其中，职工心理辅导室于
2022年被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评为自治区级心
理辅导室，职工书屋于今年获中华全国总工会

“职工书屋”荣誉称号。

打造“司机之家”温馨港湾

本报包头1月21日电 （记者 格日勒图）
1月 20日，记者从包头市五当召综合保障中心获
悉，今年五当召综合保障中心委托北京国文琰文
物保护发展有限公司负责文物藏品的保护修复
工作，于近日顺利通过验收，五当召60件精品文
物重获“新生”。

五当召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是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收藏的清代壁画、唐卡、坛城、瓷器、
法器及各种生活器物不但数量众多、造型精美，
而且蕴含着丰厚的多民族文化交融历史信息，具
有极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研究价值。

由于历时久远和人为原因，五当召的部分可
移动藏品出现了本体糟朽、扭曲变形、残缺不全、
颜料脱落等情况。2024年8月，五当召综合保障
中心委托北京国文琰文物保护发展有限公司承
担了五当召铜塔、长号、满达、净瓶、嘎巴拉碗、供
碗等60件文物藏品的保护修复工作。技术团队
通过复原研究、分析测试、病害清理、本体修复等
方式高质量完成全部修复任务。

近年来，在各级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五
当召综合保障中心以“让文物活起来”和“让文物
说话”的科学范式，持续推进文物修复工作，
2021年实施了五当召第一期唐卡、法器等可移
动文物修复项目，完成了 102件珍贵唐卡、法器
的修复工作，曾荣获“2022全国十佳文物藏品修
复项目”。

五当召60件精品文物重获“新生”

本报赤峰1月21日电 （记者 王塔娜）近
日，记者在内蒙古自治区A级物流企业宣贯大会
暨内蒙古物流枢纽推进会上获悉，红山区商贸服
务型物流枢纽获评“2023 年自治区级物流枢
纽”，成为蒙东地区首个自治区级商贸服务型物
流枢纽。

红山区商贸服务型物流枢纽的核心是赤峰红
山物流园。该物流园是国家示范物流园区、国家电
子商务示范基地、自治区级服务业集聚区、自治区
级现代化综合物流园区、自治区级小型微型企业创
业创新示范基地。园区具备物流仓储、专业市场、
快递电商、信息产业、陆港保税五大产业集群，初
步形成了以生活物资、电仓、进出口产品、建材、高
端物资仓储和汽车贸易为主的发展业态。整个园
区共有内部道路43条、总里程41.33公里，达到了

“八通一平一监控”。2017年至 2020年，赤峰红
山物流园连续4年被评为“全国优秀物流园区”。

作为蒙东地区首个承载自治区级商贸服务
型物流枢纽建设的旗县区级载体，红山区打造融
入“通道+枢纽+网络”的自治区物流枢纽运行体
系、推动物流业提质增效降本的发展新局面，为
优化物流链、稳定供应链、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
链提供了有力支撑。今后，红山区将以获评“自
治区级物流枢纽”为契机，深入挖掘铁路、公路、
空港等集聚集成国际国内要素资源枢纽功能，构
建“通道+枢纽+网络”高效物流运行体系，为培
育城市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蒙东首个商贸服务型物流枢纽授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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