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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模范风采

2019年的夏天，代广龙以驻村“第一书记”的身份
来到了河南营子村这片陌生的土地，在这仅仅不到一年
的时间里，他带领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班子成员一道，
从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致富产业项目入手，抓班
子、带队伍、兴产业、促发展，从最初对农村工作的“一无
所知”到现在对大事小情的“轻车熟路”，带领河南营子
村迈上向贫困发起总攻的突围之路。

调研走访知民情。“群众反映什么？我重点解决什
么？现在群众最期盼什么？我必须主动去谋划什么？”
到任伊始，代广龙就给自己提了无数个问题。为尽快进
入角色，了解村情民意，白天他扑下身子，逐户上门走
访，坚持吃在村里，住在村里，了解村民们的生活情况和
主要经济来源以及种养殖情况，通过对51户贫困户的
走访调研，对全村的村情民意、班子情况、矛盾纠纷、产
业项目发展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到了夜深人静时，结束
走访的他便静下心来了解各级政府的扶贫政策，在研究
悟透各类政策后，他便帮助贫困户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产
业。一天天的走访，一次次的交流，他已然把这里当成
了第二个家，村里的老百姓也把他当做了最亲的人。

为民服务解难题。河南营子村因基础设施薄弱，小
同兴号组与毛盖吐组没有移动，联通信号，组里人与外
界联系不上，代广龙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多次与联通
公司进行沟通，为两个村民组免费安装了小型联通基
站。看到村民们每次出行都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
泥”，他又跑项目、要资金，一回不行两回，两回不行三
回……终于，他的诚心和坚持有了回报，协调旗交通部
门投资22.5万元，完成林西界至毛吐盖组1.3公里、河
南营子组至俄里木台 3.8公里、水泉组至小同兴号组
2.4公里沙石路建设任务。当崭新的道路呈现在村民
面前时，他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深深感受到了这位

“第一书记”的责任与担当。
脱贫致富促发展。代广龙深知，只有让群众富起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村子要发展，必须有产业”，他带领群众积极探索发展符合当地实际，能够
切实促进村集体增收、老百姓致富、群众广泛认可的产业项目。借助同兴镇是
旗内畜牧业大镇及河南营村距林西县统布牲畜市场比较近的优势，积极推进舍
饲牲畜业产业项目。目前村里养羊100只以上的大户16户，养牛20头以上的
大户40户。同时又积极协调养殖大户定期对养畜贫困户进行饲养培训，实施
科学养殖。对没有销售能力的贫困户进行代销，使养殖达到零风险，真正做到
了让群众富起来，让村子“活”起来。眼下，他又计划着脱贫致富新思路，带领群
众实验种植中草药。“要在有限的服务时间里，为村民们多做些实事”，这就是他
最大的心愿。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真情。从机关干部到驻村“第一书记”，
代广龙扎根基层，用双脚丈量土地，用热心打动民心，用真心换得真情，扎扎实
实地开展脱贫攻坚工作，让昔日落后的小山村焕发出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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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赵亚娟 特约记
者 段瑞淑）料峭春寒挡不住勤劳的
步伐，点种土豆、翻地整地、签订合
同、拾掇菌棚……连日来笔者在宇宙
地镇处处看到的是热火朝天的春耕
场面。

小土豆带来“开门红”。这段时
间每天早上五点左右人们就聚集在
刘营子村设施产业园区开始一天的
劳作：跟着播种机的步伐认真的扒
种，生怕缺苗断垄，仔细的拌肥、施
肥；采用机械全耕，地膜覆盖，小畦种
植方式把一块块“全副武装”的“闽薯
1号马铃薯”种子送回大地妈妈的怀
抱。

“这个土豆从种到收有100多天
就够了，等到阴历六月份收了土豆还
能再种一茬秋菜呢，那收入肯定赖不
了……”刘营子村党总支部书记王乃
春信心满满的告诉我们。其实不用
看秋收，单单是现在村里每天到种植
基地务工的农民多则50少则20人，
每天每人收入达120元左右，更值得
欣喜的是 10多户低收入家庭、贫困
家庭和弱劳动力和在刚刚复工复产
后就在今春实现了增收。当我们问
及销路的时候负责经营的经理孙玉
广告诉我们说：“这个土豆我们跟香
港和福建的客商签订了订单，销路是
没问题的，今年用这100多个棚探探
路，明年争取再扩大规模……”

中草药忙着“抢地盘”。今年该
镇继续推广“合作社+农户”的种植模
式，计划利用三地村旱坡地、弃耕地
带动一般农户、贫困户集约化种植中
草药，这不调子刚定下，中草药种植
合作社和三地村“两委”班子成员就
立即开动土地流转工作。受疫情影
响，三地村土地流转工作较往年相比
难度加大，但是该镇在引进中草药经

营主体的同时，加大
政策宣传力度，采取

“网络微信交流+入户
面对面宣传”相结合
的线上线下流转方
式，让农民“转”得安
心，“种”得放心。截
至目前，三地村已成
功 完 成 土 地 流 转
3000余亩，种草药种
植规模持续扩大。

食用菌又有“大
作为”。在很黑村与
双合永的食用菌棚里
种植户们在起垄、浇
水、装袋、扎眼、注水
……大家忙得热火朝
天。很黑村字 2018
年以来与双合永旅游
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
发展食用菌种植产
业。累计两年近利润
突破50万元，解决闲
置劳动力 100 余人
（含贫困户17人），有
效带动当地群众、贫
困户增收。而且周边的村民们看到
了食用菌种植的甜头，纷纷加入。今
年很黑村继续将双合永旅游农民专
业合作社发展壮大，积极借助当地

“土专家”、“田秀才”，重点从菌种培
育、基地建设等方面为食用菌产业发
展提供技术支持，并发挥示范推广作
用，辐射带动周边五个村，稳步推进
食用菌产业健康发展。

冷凉型蔬菜、中草药种植和食用
菌培育三大“基地”处处忙，忙出的是
宇宙地镇借优势谋发展，向特色要效
益的好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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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记者 王凤莲）张国
庆是万合永镇关东车村元房子组人，
出生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成
长在“种一坡、拉一车、打一簸箕、煮一
锅”的饥荒年代，每天看到的是父辈们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劳作。由于贫
困，十七岁时他就走向了打工之路，多
少个日日夜夜，餐风露宿，风雨交加，
他没有退缩，从手中的一块块砖，到一
垛垛墙，从一处处青砖绿瓦到一幢幢
楼房，让他深深体会到了人生的艰辛，
让他有了追求的理想。他一直执着地
走在追梦的路上，从建筑力工到技工
和包工头，再到返乡成立自己的建筑
队和旅游山庄，一路走来，今年 51岁
的他有过辛酸和苦辣，经历了从一个
打工仔到小企业老板的华丽蜕变，走
出了一条返乡创业，带动村民惠及乡
里的人生之路，他就是被村民誉为“好
人”的农民小企业家张国庆。

张国庆自己富起来了。却没有忘
记乡亲父老。他说：“走出大山，看到
外面的世界，才知道家乡有多落后和
贫困，我们关东车村就在大青山世界
地质公园脚下，但是村民依然过着老
守田园，传统种养，靠天吃饭的日子，

真是捧着‘金饭碗’要饭的人，我一定
要依托家乡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带
领乡亲们一起致富。”

2010年，张国庆首次返乡创业，
成功地为关东车移民新村盖了 41处
全砖瓦房，建房前期他本人垫付了全
部资金，至今村民们还有四十多万元
没有给他付清。

2012年，他又给元房子村民组花
费15万元打了一眼机电井，把二百多
亩旱坡地，变成了水浇地，解决了110
多人口吃饭问题。

2014年，为了带动家乡旅游，他
在元房子组新建了两层同时能接待
100多人吃住的“农家乐”小楼，起名

“庆隆山庄”。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而
来，满意而归，效益非常好，成了“农家
乐”亮点。关东车村民在政府的号召
和他的带领下，纷纷行动起来搞“农家
乐”，如今已有 18家 50多人从事“农
家乐”，年收入每年在二百多万元左
右。

张国庆的工程队里全是关东车村
的村民，他的山庄也优先雇佣村里符
合条件的贫困户，在选用如牛羊肉、小
笨鸡、粗粮等食材时,他都会在本村购

买，为村民增收和脱贫搭建了平台，每
年在他这里打工的人，人均纯收入都
在2万元以上。

除了在基建和旅游服务上想办法
带头致富之外，他还做起了调整种植
结构，科学种田的大文章，张国庆投资
120万元开始筹建食用菌种植园，一
期工程试建了25个食用菌生产棚，种
植了灵芝、黄油菇、平菇、猴头菌等25
万棒，年用工120人，其中长期用工贫
困户15人，他们每月3000元，年收入
达36000元。今年园区二期工程已经
开始建设主体结构，将建成生产菌棚
100个，预计6月投入生产，用工也大
多是关东车村的村民，受益人口将达
到 200人，带动了村民特别是贫困户
增收。

2016、2017、2018连续三年，张
国庆为本村66户贫困户送去慰问金、
米、面、油等生活物资，并且尽可能的
给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在本人的实业
中安排岗位，有时还通过个人关系让
朋友帮忙给村里的人寻找就业岗位，
点燃了贫困农户增收致富的希望，增
强了他们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自主脱
贫的信心。2017年、2018年他还连

续两年出资、出车赞助村委会带领有
意愿搞旅游实体的村民到赤峰市喀喇
沁旗雷营子镇和克旗周边的旗县考察
学习开办农家乐的经验，为家乡父老
摆脱贫困献计献策、出资出力。2020
年1月16日，在农历小年前他又出资
10万元，为全村300余户常住户每户
送去价值 270元的一袋大米和一袋
面。

村里有人说张国庆傻，也有人说
他有点钱就不知咋“得瑟”，尽管如此
他还是一如既往，谁家有个大事小情
手头不宽裕的时候他会自掏腰包，忙
前忙后帮着张罗；村里有谁家老人生
病住院，他会买水果和营养品看望；谁
家孩子考上了大学，他会去祝贺。就
连本乡敬老院的老人都已经连续三年
在春节和重阳节收到张国庆送来的水
果、糖、饮料等礼物了。

这就是张国庆，一个用勤劳和智
慧富裕起来的农家汉子，一个致富不
忘乡邻，被村民经常嗔怪为“傻子”，并
带领村民走上致富路的“好人”。

张国庆 抱团取暖走上脱贫致富路

在家里他孝老爱亲，在嘎查他扶
危济困、帮助贫困家庭、老弱病残，带
领嘎查群众致富。他善良耿直、热心
助人感染了很多人。他是第二届克什
克腾旗道德模范、克旗科技兴牧带头
人、2012年赤峰市劳动模范，巴彦查
干苏木恩格日布拉格嘎查牧民额尔登
陶格陶。

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额尔登
陶格陶，因父亲对朋友的一个诺言，将
刚出生不到十个月的他过继到父亲朋
友的家。他的到来，给这个新家庭带
来了希望，养父养母更是对他倍加爱
护。

额尔登陶格陶自小善良仁义、聪
明伶俐过人，养父母身体欠佳，他小小
年龄主动承担起家务，边读书，边帮助
父母放养牲畜。即使上学读书时间不
如同学们充足，但他的学习成绩非常
优异，往往领先整个年级，老师、同学
们都说，以他的成绩考上好的大学是
没问题的。然而，他的命运又一次被
改变，怀揣着大学梦的额尔登陶格陶
正在全力备考，因养父母突出重病，身
为独子的他不得不放弃学业。在那个
物质匮乏的年代，上大学是为数不多
改变命运的渠道，放弃学业也意味着
他放弃了改变人生的机遇。回到家
中，他没有就此消沉，一边养牧，一边
担任起苏木学校的老师，这时他才十
七岁，让牧区孩子通过学习走出草原，
成为了他当时最大的心愿。

在当时没有机械化的年代，养牧
已是很辛苦的活，但是陶格陶仍然没

有放弃教师这个职业，由于师资力量
欠缺，他同时担任起多个科目的教学
任务，这一坚持就是11年，在这11年
间，他用知识给孩子们带来了光明和
希望，照亮了嘎查村孩子们未来之
路。因养父母需要照顾加之三个孩子
慢慢长大，他不得已辞掉了挚爱的教
师工作，专心帮助妻子撑起这个家。

藏在心里多年的遗憾，时常提醒
着他，不能让自己的遗憾，延续在孩子
们的身上。陶格陶鼓励自己的孩子，
好好学习，上好大学。三个孩子都如
他所愿，全部考上了大学，也圆了父亲
的大学梦。大女儿考上了内蒙古师范

大学，以全区优秀大学生的荣誉毕业，
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内蒙古大学硕
士研究生，毕业之后，自主创业创立了
助听器公司，自己当起了老板，现有三
个分店。儿子，高分考上合肥工业大
学，也是嘎查第一个走出内蒙古的大
学生，毕业之后被世界五百强企业聘
用，担任内蒙古、蒙古国市场负责人，
工作之余读起了内蒙古大学经济学硕
士。二女儿，考上中央民族大学，在蒙
古国乌兰巴托大学拿到文学硕士学
位，现在赤峰市日报社担任责任编辑
工作。

随着孩子们成长，在他和妻子起

早贪黑的努力经营下，家里的牛羊日
益增多，日子也逐渐好转。自己的日
子好了，不能忘周边的人，他竞聘担任
村长，带领群众围绕市场需求、改良牛
羊品种，引进耐粗饲、适应力强、繁殖
力强的品种，这个举措大大增加了群
众收入。针对草场退化问题，他提出
适度饲养、轮牧等方法，让草场得到休
养生息，遵循蒙古人世代养牧、爱护草
原、尊重自然的传统。因马匹经济效
益较低，身边的牧民为了生计都放弃
了饲养马匹，陶格陶却坚持留下祖辈
传下来的蒙古马种，支持鼓励大家饲
养蒙古马，传承蒙古人与蒙古马的文
化，这一举动受到牧民的称赞。

教书育人、培养三个硕士、带领嘎
查群众致富，在陶格陶看来，都不是最
大的财富，用他的话说，“最大的财富
是两个九旬高龄的母亲”。两个家庭，
两个母亲，因一个诺言被紧紧联系在
一起。陶格陶说“我有两个家，两个父
亲、两个母亲，我得到的爱都是别人的
两倍，他们的爱我用一生都报答不
了”。考虑到两个母亲多年的风湿关
节病，每到夏天，他都会亲自陪着去热
水疗养，周到的照顾使老母亲腿疼的
毛病慢慢变好，到了九十多岁高龄也
走路无碍，现在自己的生母已九十九
岁，养母九十四岁，他说“没有什么比
这更加幸福的事”。

孝老爱亲乐助人
■鲍健 师砚

每当荞麦花开遍家乡的前坡和后
梁的时候，头一年加工的荞麦面便准
备在饸饹馆下架了，因为那白花花、香
兮兮的荞麦花一开，饸饹馆里的饸饹
面便发粘、不利口了。有时因饸饹馆
老板下架不及时，食客们便嚷嚷了：荞
麦花早落了，该换新面了！这时，老板
便爽快地笑道：“好的，好的，荞麦一打
下来，新面就送来了”。

加工饸烙面的作物叫荞麦，别名
净肠草，荞麦属，一年生草本植物；生
长习性：生荒地，路边。营养全面，具
有降糖、降脂、降胆固醇等功能……它
是一种在老家能救急的作物，生长期
短，五月末至六月初播种，九月末到十
月初收割；它被强行种植在贫瘠干旱
的黄土板儿上；如果六月份之前种植
经济作物的好地块遭遇到雹灾、虫灾、
或出苗不齐，为了降低损失，这些地块
就只能“翻荞麦”了。

关于主食，荞面饸饹是我的最
爱。如果在老家克什克腾旗，它有时
可以作为我的一日三餐。

关于小吃，荞面饸饹馆是克什克
腾旗经棚镇的一大特色。简简单单的
应昌路和解放路林林总总开了十几家
荞面饸饹馆。开饸饹馆有很多让人趋
之若鹜的优势，一是用人少，一般是夫
妻俩即可；二是原材料方便，一般老家
都种荞麦，秋收过后，家人就把磨好的
荞面送来了；三是管理不复杂，食客都
是纯朴的劳动人民和糖尿病患者居
多，点菜的少，吃的简单，还不挑毛
病。每当腊月回家过年的时候，我便
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去品尝经
棚镇每个饸饹馆的各自微妙不同的风
味。有时即使家里包饺子，我也会借
买盒烟的机会去吃一碗荞面饸饹。回
家就聊天说碰见了朋友在外面吃过饭
了。

荞麦生长的时令性很强，成熟期
短，顶着花长，多数花儿还未结实便遭
遇霜冻，结束了生长。所以荞麦花也
是农村喂猪的绝好饲料，喂出的猪膘
肥肥的、绿绿的、香香的。荞麦快收获
的时节最怕大风了，有时只一阵风荞
麦粒子就撸净了，垄沟垄背黑压压的

……记得小时候，每到荞麦快成熟的
季节，父亲每每抬头望望天空，对我们
说：“起勾云了，要刮大风。”

便带着我们连夜也要去收割荞麦
……

应昌路有一个”老三区饹饹馆”，
是一对老夫妇开的，男的收银兼职服
务员，妇人压饸饹，可能是年龄大的原
因吧，上饭非常慢，我是个急性子，心
里火烧火燎的，但看着两人那蹒跚的
背影，也在心里忍下了，还时不时去光
顾一下他们的小店，因为我也是老三
区人。有的饸饹馆如果你光吃一碗饸
饹不要个炒菜，老板就露出一种若有
所失或不屑一顾的神情，这种饸饹馆
慢慢地我也就不去了。

秋收季节，如果怕招风而未刮风
却提前割倒的荞麦，就叫伤镰了，这种
情况割倒的荞麦不容易掉粒儿，而产
生的猪饲料荞麦花就很多；趁湿把荞
麦敛成铺子，待半干的时候拉回场院，
等干透的时候就可以打荞麦了，打荞
麦很简单的，即不能上碌碡串，也不能
用连斤敲打，因为那样三角状的荞麦
粒就破碎了；打荞麦只要用木杈轻轻
敲打，然后上下一翻，荞麦粒子便脱落
在下面了。

我最喜欢去的是老供销宾馆对过
的“老家饸饹馆”了，也是老三区一对
夫妇开的；每当亲戚朋友小聚，互相电
话问“去哪里呵？”，不用说，“老家饸饹
馆”便是了；一人一碗饸饹，一小碗炸
辣酱，有时要一盘辣豆腐或一盘老式
辣子肉丁，有时一人一瓶啤酒或一人
二两白酒；一碗热乎乎的散发着荞麦
花清香味儿的饸饹面，平平淡淡的、真
真切切的凝聚着亲情、友情……

原来的荞麦面是带皮儿加工的，
面是黑黑的，饸饹也是黑黑的，因为很
多荞麦皮也粉碎到面里去了，所以小
时候不怎么爱吃饸饹，总是嘲笑村里

放羊的老田干一家，甭管啥时辰打完
荞麦，一定要连夜加工荞面，压上满满
一大盆饸饹，全家风卷残云般的吃掉，
老田干还振振有词地说：“好吃的坚决
不过夜，鸡不叫就是今天”；第二天别
人问：”老田干，夜来后晌吃几碗饸
饹？”，老田干骄傲地一扭头，“啍！三
碗不过岗”。印象最深刻的是农村老
人去逝，早饭都是吃荞面饸饹，因为做
荞面饸饹即快、又省事儿，有酸菜卤子
也不用炒菜了，吃的还痛快；因为人
多，和的面也多，始终用一锅饸饹汤
煮，所以最后一波吃的全是短短的饸
饹头，因此人们开玩笑说：啥时候吃你
的饸饹头呵？即是说，你啥时候死
呵？这些善意的玩笑和那黑黑的“饸
饹头”是童年的一抹记忆。

现在加工荞面先进多了，首先吹
去荞麦里的泥土，然后加适量的水脱
皮，加工出的荞面白白的，做出的饸饹
也是白白的。

解放路林业宾馆对过有一个“富
缘小吃”店，虽未冠以“饸饹”二字，但
也是名副其实的饸饹馆；这也是一个
夫妻店，男人中等身材，略有些驼背，
脸上总露出谦和的微笑，他也是负责
收银兼职服务员，女主人看长像是蒙
古族，专管压饸饹，我印象中这小店大
概有十几年了吧！是啊，不知利润薄
厚，这一碗碗饸饹养活着多少勤劳俭
朴的家庭，让我们的多少肠胃畅享朵
颐之福。

“富缘小吃”主食荞面饸饹，卤子
是和荞面最搭的酸菜卤子和芥菜缨卤

子；每人一碟芥菜丝，一碟咸白菜，一
头大蒜，这些是免费的，还有“一路盐”
的咸鸡蛋，供客人自选。吃旱餐的人
很多，大多都是忙着去上班的工作人
员，饸饹馆实在是太小了，只有四张长
条桌，吃饭的认识不认识都在一张桌
上挤，直到挤满为止。一次去吃早餐，
偶然和一位副旗长坐在了一桌，因为
吃饸饹太快，别人都说我是吃饸饹的

“打草机”，没想到，同时上的饭，我刚
吃半碗，副旗长已经喝剩下的仅有的
一口汤了，我哑然失笑，差点喷出饭
来，心想，饸饹这玩意儿真是好东西
呵！

压饸饹的工具叫”饸饹床子”，以
前是木制的，又笨又蠢，压饸饹的时
候，前头放在锅台里边，外头放在锅台
上面的砖上，骑在大铁锅上，可能是做
工不精细或者杠杆原理没掌握好，压
饸饹特别吃力，这活计一般都是男人
干，小时候在家里，我是母亲必备的帮
手；现在的饸饹床子先进多了，有台式
带链条的，有便携式手拧的。

饸饹面口感的好坏关健在和面
上，面太硬压出的饸饹也硬，不适应胃
病患者和老年人，面太软又不保条；和
面要用温水最好是煮过饸饹的饸饹
汤，加少许盐，煮的时候要多煮一会
儿，不要相信开锅就熟的说法，吃热汤
的直接捞，吃凉汤的要过水，然后浇上
卤子，一碗软硬适度、香气爽口的荞面
饸饹就端上来了。

春节寂寞而无奈地过去了，我又
匆匆踏上高原的旅程，虽然青海喇家
村发掘出了四千多年前古老的面条，
更加有力地佐证了青海面食制作的悠
久历史，可我仍满城寻寻觅觅，哪有一
处飘着荞麦花香的饸饹馆呵？远在万
里他乡，想吃荞面饸饹，想家乡的荞面
饸饹馆，也——想——家……

2020年3月14日于青海海西州

荞麦荞麦荞麦···荞面荞面荞面···荞面饸饹荞面饸饹荞面饸饹
■付蕴东

巡 视 公 告
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规定，

按照自治区党委统一部署，自治区党委第三巡视组从2020年3月26日至5
月28日对赤峰市开展煤炭资源领域专项巡视。

巡视期间，巡视组重点聚焦违规违法获取、倒卖煤炭资源，违规违法
配置煤炭资源，涉煤腐败严重污染政治生态，煤炭资源领域问题扩散蔓延
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开展监督检查，主要受理反映赤峰市各级领导班子和党
员领导干部以及其他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涉
煤领域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
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其他不属于巡视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
交由有关部门认真处理。

巡视组在巡视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76-8828144（受理时间
为：上午8:30至下午18:00）；专门邮政信箱：内蒙古赤峰市A001号；专门
电子信箱：DSXSZCF@163.COM，联系信箱：1.松山区瑞享玉龙国宾馆（玉龙
大街60号）西门北侧；2.赤峰市党政综合楼东侧市人防办公交站点；3.松山
区玉龙大街众联广场北门6路公交站（路南）；4.松山区永业广场华联购物
中心北门东侧入口处；5.松山区友谊大街松山区政府公交站点（路南）；6.
元宝山区平庄城区太阳神小区西门公告栏；7.元宝山区元矿灯光场（宝山
街与青年路交汇口）党群服务中心门口；巡视组接访地点：赤峰市党委政府
联合接访中心二楼201室。欢迎广大干部群众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等方
式向巡视组实事求是反映情况，受理信访截止时间为5月28日。

自治区党委第三巡视组
2020年3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