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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夕阳红”演唱团到武警赤峰支队执勤二大队克什克腾中队开展“八一”慰问演出活动，为官兵们送去节日的问候和祝福。 摄影 宿国娟

本报讯（通讯员 李艳慧）为进一
步增强辖区青少年暑期安全防范意
识，减少和防止暑期安全事故的发生，
引导辖区青少年度过一个平安快乐的
假期，近日，青山社区妇联联合经棚派
出所开展了关爱暑期儿童安全知识科
普活动。

活动中，派出所民警紧紧围绕防
溺水安全、交通安全、防拐防骗、消防

安全、居家安全等几个方面展开，并列
举了几起重大安全事故案例，用直观
的事实和数字警示青少年时刻注意自
身安全，增强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并为孩子们讲解在遇到险情时如何自
我保护和准确报警的方法，提高了孩
子们辨别危险的能力，为他们的健康
成长奠定了基础。大家听的意犹未
尽，非常认真，现场气氛活跃，孩子们

都积极踊跃发言。民警还详细地为青
少年讲解近年发生的溺水事件以及注
意事项，以典型事例警示青少年不能
私自下水游泳；不能和同伴结伴游泳；
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或水情险恶的地方
玩耍；看到有人落水不能盲目施救等
等。

本次安全讲座，让青少年们受益
匪浅，不仅培养了未成年人安全意识，

还体现出社区对未成年人的多层次关
心和保护，让大家充分认识到安全的
重要性。通过此次讲座，增强了青少
年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对突发事件的
处理能力，使暑期变得更加安全，营造
了“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的氛围。

西拉沐沦街道青山社区妇联联合经棚派出所开展关爱暑期儿童安全知识科普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意布格勒）为进一步规范达日罕乌拉苏木辖区内烟花
爆竹市场经营秩序，强化安全监管，近日，达日罕乌拉苏木人大组织部分人
大代表联合苏木派出所、司法所、安监办到辖区内烟花爆竹零售点开展烟花
爆竹安全生产专项检查。

此次共检查烟花爆竹零售点 3 家。主要对烟花爆竹零售点的经营许
可、选址布局、外部安全距离和面积、建筑物结构、消防安全和电气安全等方
面进行了逐项检查；重点对是否存在“下店上宅、前店后宅”、烟花爆竹零售
点周围100米内是否有学校、超市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加油站等易燃易爆建
筑物进行了仔细排查，并让烟花爆竹零售店（点）责任人签订了烟花爆竹安
全生产承诺书。

下一步，达日罕乌拉苏木将积极协调各执法部门加大对辖区内非法经
营烟花爆竹行为的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打击非法生产、非法经销、非法储存
烟花爆竹等违法行为，扎实做好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

达日罕乌拉苏木
筑牢烟花爆竹安全防护墙

本报讯（特约记者 王雯静）夏日，
越野车穿行在克什克腾旗浑善达克沙
地的边缘，路两侧一排排胡杨、沙柳在
眼前一闪而过。四方形的防护林内，
成片的绿草夹杂其中，如绿色的地毯
盖住沙地。其间，不时还有小山鸡和
野兔在车前横穿而过，然后撒着欢儿
地没入草丛之中。

此时正值草原旅游的旺季，不少
游客通过中国北疆风景大道来到克旗
境内的浑善达克沙地景区，他们纷纷
拿起手中的相机拍下这满眼的绿色。

经棚镇白土井子村的村书记方海
东，在村外沙地里的一棵沙棘树旁，感
慨万千。只见这棵沙棘树高约半米，
树根深深扎入沙地之中，紧紧钳住流
动的白沙，树身长满排排尖刺，尖刺旁
的树枝上长出的沙棘幼果一丛丛、一
簇簇，倔强而顽强。

面对沙棘树这样的长势，方海东
非常满意，因为这些沙棘树就是他眼
中的婴儿，令他十分挂牵。走上高高
的沙丘，极目远眺，一棵棵樟子松、大
果沙棘等沙生植物映入眼帘，方海东
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眼前的景
色不正是白土井子村几代治沙人 30
余年战风沙、斗荒漠，在浑善达克沙地
边缘筑起的万亩绿色长城吗？

老支书擎起“治沙大旗”
经棚镇白土井子村地处浑善达克

沙地边缘，由于常年干旱少雨、过度放
牧等原因，这里曾经风沙肆虐，漫天黄
沙不仅威胁着当地村民的生存，还源
源不断地向周边“输送”着千万斤的泥
沙，威胁着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为
改变这一现状，1992 年，白土井子村
原党支部书记方瑞发开始带领村民防
沙治沙，他们被誉为村里的“治沙一
代”。

为防止沙地继续向外延伸，老支
书组织村民将柠条、水和沙障不断运
往沙地边缘种植，那时候的治沙真的
是“人进沙退”“沙进人退”的反复争
斗，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老支书白天
带领村民吃在沙地上，晚上和村民睡
在沙障旁，经年累月，日复一日，这才
锁住了沙地外延的进程。

2018年，浑善达克沙地治理初见
成效，但老支书已经年迈，于是第二代

治沙人方海东接过老书记手中的锹
镐，继续向沙地进军。作为年轻人，方
海东这一代治沙人更有文化，更懂技
术，用科学治沙、工程治沙、网络治沙
的方法，治沙的效果变得越来越好。

“我们村原来有 1300 户人家，现
在的常住户还有 688 户，人居环境的
恶化是造成人口外流的主要原因，这
里的沙地再不科学治理，再不持续治
理，住在村里的人就会越来越少。”方
海东苦笑着说。

“治沙二代”方海东返乡治沙
方海东，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汉

子，为人忠厚略带腼腆，但他当年毅然
决然返回家乡治沙的那股子劲头儿，
又分明是一个敢想敢干的人。

2000年，大学毕业的方海东背起
行囊返回老家白土井子村，一个本已
经离开沙子窝，而且能够留在大城市
工作的农村孩子竟然又回到了沙子
窝，这让他的父母感到十分惋惜，总觉
得没脸在村里见人，眼看着自己一辈
子的辛劳又要白费，老两口气得一连
几天都不和方海东说一句话，就连同
村的人也开始绕着方海东走，都认为
他是个没出息的人。

“你看看他的同龄人，不是在外地
工作，就是把家安在了赤峰市区，他可
倒好，读完了书又回来了，要是真有本
事，谁还回到这地方？”亲属的风言风
语也时不时地向他袭来。

“别人的选择我不羡慕，我回来的
目的就是要治沙，从决心治理这片沙
地开始，我就发誓要把被沙漠侵吞的
土地夺回来！我就是要干出个样儿来
给大家伙儿看看。”方海东坚定地说。

白土井子村涉及治理沙化面积的
共有4个村民组299户、610人。这些
沙地原来是村民个人承包的草场，由
于过度放牧，出现沙进人退的现象，这
才形成了现在的退化、沙化的草场。
为了治理这片沙地，299 户人家方海
东挨家挨户跑了一个遍，劝村民不要
过度放牧，要在退化的草场里植树种
草，恢复之前的样貌。有好多村民不
理解，觉得方海东年轻轻的多此一举，
在沙化的草场子里种树纯是瞎折腾，
还影响自家的牲畜吃草。

对于村民的顾虑，方海东跑细了

腿、磨破了嘴。讲政策不行，就讲植树
种草的成功案例，实在不行，方海东就
跑到村民家中帮他们干活儿，那段时
间，方海东感觉做梦都是在向村民讲
政策。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方海东的
不懈努力下，村里的多数人家终于同
意跟着他一起治沙，少数不愿配合治
沙的村民也答应观察观察再说，有了
多数人的信任和支持，方海东说干就
干。白天，他带领村民顶着风沙挖坑
种树，晚上就和村民一起就近住在帐
篷里。风沙不停摧毁辛苦栽下的大果
沙棘树苗，他就带着村民不停补种，直
到树苗连成片、排成排，放出嫩绿的新
芽。

“比起老支书当年治沙，我们的条
件不知好了多少倍，我们有什么理由
喊苦叫累呢！”方海东带领村民治沙以
苦为乐，着实成为了村里的“治沙二
代”。

“我们村的刘凤起一开始不同意
在他的沙化草场种树，没想到做通工
作后他特别支持治沙，看到草场子里
大果沙棘树放叶了，刘凤起特别激动，
他找到我说，以前我这 240 亩退化的
草场上寸草不生，全是黄沙，从来没想
过在这儿能种活树。他还私下问过林
草局的种植专家，像他们家沙地里种
的这一批大果沙棘树，树苗达到盛果
期后每亩可产沙棘果 300 斤左右，亩
收益1200元。”方海东说，你别看现在
村民种的沙棘树苗不起眼，等结果后
这就是我们村增收致富的金豆豆了。

在经棚镇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白
土井子村自2021年起到现在，短短两
年时间就完成了 15000 亩樟子松和 2
万亩大果沙棘的种植，这些树木不仅
是涵养水源、防风固沙、减少水土流失
的生态树，更是白土井子村老百姓增
收致富的黄金树，“绿进沙退”正在经
棚镇白土井子村一点点地变成现实。

“我年轻的时候看过电影《焦裕
禄》，当时对焦裕禄整治三害（沙、水、
碱）的故事特别感动，那时我就暗下决
心，要在家乡的这片沙窝子里搞出点
名堂，现在想来，干事创业就是要有股
子冲劲儿和闯劲儿，只有具有吃苦耐
劳、一往无前的蒙古马精神，才能像这
一颗颗大果沙棘树苗一样，用它顽强

的生命力，扎根在这片荒漠中，这样才
能坚守住我们的精神家园。”方海东看
着眼前的沙棘树，内心无比激动。

在大面积种植养护的基础上，经
棚镇政府积极与旗工业园区和沙棘生
产销售企业对接，现在又规划推出沙
棘籽油、沙棘冰酒、沙棘护肤品等创新
产品生产线并实行订单式销售，确保
形成种植、生产、销售一体化的产业发
展模式，使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伴生，
社会效益与时间效益共长。

第三代治沙人正在成长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想打赢

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光靠两代人的
努力还是不够的。树荫下，方海东悉
心地把治沙的经验一点一点传给白土
井子村村委会的姜雪松。

1985 年出生的姜雪松大学毕业
后，和方海东一样选择回到了自己的
成长地白土井子村，现在，他也立志要
打好这场沙地歼灭战，也正在为打好
这场沙地歼灭战积蓄力量，白土井村
的“治沙三代”正在慢慢成长。

清风徐来，沙棘摇曳。站在沙地
高处放眼望去，那动人的绿意在黄沙
中不断绵延，由点到线，连接成片。方
海东带着姜雪松一起来到一棵沙棘树
旁，他爱惜地抚摸着树的嫩叶说：“这
棵树苗的叶虽然很嫩，但它的根其实
扎得很深，它的生命力很顽强，这一棵
棵树苗就像我们一个个的治沙人，身
在这里，也扎根在这片荒漠中。只要
我们能坚守住自己的家园，坚定信念，
不断努力，心中的那座绿色长城定会
为子孙后代遮风挡雨。”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
金”。正是由于有了像方瑞发、方海东
和姜雪松这样的治沙人，克什克腾旗
的沙地治理才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据
不完全统计，克什克腾旗全旗沙化土
地面积已由 1994 年第一次荒漠化和
沙化土地监测的1455.6万亩减少到现
在的 915.87 万亩，减少了 539.73 万
亩。治理区域流动沙地逐步向半固定
沙地和固定沙地转化，重度、极重度沙
化面积逐步减少，乔灌草相结合的防
护体系不断完善，物种丰富度和植被
稳定性明显提高，实现了“沙进人退”
到“林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克什克腾旗 三代人擎起“治沙大旗”筑起“绿色长城”

本报讯（通讯员 乌亚罕）热水塘街道直属社区始终将志愿服务作为推
动社区治理创新的有效载体，积极培育发展志愿服务组织，不断创新志愿服
务品牌，承接实施各类公共服务项目，在志愿服务的实践中形成了社区共建
共治的强大合力，2022年直属社区党支部被市委组织部评为最强党支部，
2023年2月被赤峰市委评为平安地区。

发挥社区党组织统领优势，搭建志愿服务平台。构建社区党支部统筹
协调平台，协调旗驻单位、辖区企业、共建单位、个体工商户结合自身特点参
与社区志愿服务；发挥典型引领作用，培树最美志愿者姜德等典型人物 4
个，形成先进事迹4篇，线下制作宣传展板1处，线上利用微信群、公众号等
宣传20余次。累计投入资金26万余元，升级改造标准化志愿服务平台，建
设了800平方米的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志愿服务工作站、多功能活动室、2000
平方米的志愿服务广场等功能区域。建立信息化志愿服务平台，建有智慧
热水塘微信公众号1个，社区服务工作群5个，共加入居民1000余人。

以满足居民需求为出发点，开展精细化志愿服务。设立意见征集簿，搜
集居民意见建议，为群众提供“订单式”志愿服务，排忧解难，打通服务居民
的“最后一公里”。投入20万余元，升级改造老旧居民小区，经过硬化、美
化、绿化，小区环境得到有效提升，通过重新装修小区活动室、购置桌椅、配
齐管理人员，在吉祥小区设立新时代文明实践点1处，满足周围居民的文化
娱乐生活需求。积极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精神文明创建工作，
按照“以活动吸引人、以活动影响人、以活动促教育”的思路，设立了党建文
化长廊，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主题广场，对未成年人实施感恩教育，
立足实际举办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活动，紧紧围绕重要节点组织开展理论
政策宣讲、公共文化服务、便民服务、科学普及、法律服务、先进典型选树宣
传、“我是党员我帮你”“我们的节日”及扶残帮困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70余
次，受益群众1500余人次。

加强温泉旅游志愿服务品牌项目建设。以推进温泉旅游产业发展为目
标，充分发挥品牌示范导向和辐射带动作用，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志
愿服务活动，为居民游客提供更多便利，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点，截至目前，温泉旅游服务项目开展了“唱
响主旋律 弘扬正能量”“红歌演唱团 榜样在身边”“光明行”等宣传活动、志
愿服务项目“明白卡”推广宣传活动、“关爱困境儿童”等主题活动近10余
次，覆盖群众游客500余人次，进一步完善了热水塘地区温泉旅游发展服务
体系，进一步提升热水塘温泉旅游产业知名度。

热水塘街道
志愿之风绘就最美社区

本报讯（通讯员 郭涵旭）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进一步整合农村资源，
实现农村养殖集约化、规模化、现代化，土城子镇哈巴其拉村通过建设养殖
小区，助推养殖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乡村人居环境有效治理，大力提升百姓
生活水平。

走进哈巴其拉村正在建设的人畜分离养殖小区，大型机械设备有序作
业，养殖场土地已平整完毕，正在开展铺设管道、建蓄水池、打饮水井等配套
设施建设。“现在这样的标准化养殖，不会破坏村里的生态环境，没有难闻的
异味儿，也没啥环境污染，棚圈规模大了，养殖数量也提高了，老百姓都挺满
意的。”哈巴其拉村村民王华说。

哈巴其拉村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对有养
殖意愿的群众和圈舍建设总体情况进行了摸底排查，建设了占地32658平方
米的养殖小区。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完成后，预计每年出栏肉牛 1200 头以
上，15户养殖户年总净收入240万元。

哈巴其拉村党支部书记张常鑫介绍：“建集中养殖小区为了保护生态环
境，积极响应舍饲圈养政策。同时，为了让养殖大户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空
间，圈舍扩大了，养殖数量就跟着提高了。村里的养殖业逐渐由零散、小规
模饲养向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养殖转变，实现了生态效应与养殖产业的
相互协调发展，激发百姓干事创业致富的热情和信心。”

土城子镇
产业“牛”起来 环境“靓”起来

本报讯（通讯员 袁国伟）眼下正是万合永镇永明村辣椒产业园喜获丰
收的时节，连日来，随处可见志愿者忙碌的身影，采摘、挑拣、称重、装箱......
大家各司其职、井然有序，奏响助农增收“椒”响曲。

“今年的辣椒长势喜人，已经迎来了第一波丰收，为了尽快将辣椒运送
到山东市场，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加班加点干活，听说我们忙不过来，村里的
志愿者也赶紧来帮忙......”永明村辣椒产业园负责人宋思国介绍道。

每年，永明村辣椒产业园采摘旺季都会吸纳不少周边村民前来务工，黄
凤珍便是其中之一。“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来这里打工，主要是离家近，当天
就可以结算工资，感觉特别安心。”黄凤珍高兴地说。据悉，在辣椒采摘旺
季，一天就可以带动当地村民60余人增收。

近年来，永明村依托万合永镇庭院经济产业带发展规划，按照“优布局、
扩规模、提质量”的整体思路，抓住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引导村民积极
参与辣椒种植，将“庭院辣椒”种植作为推动乡村振兴、增加农民收入的新抓
手，同时，定期组织农技专家志愿者深入乡村开展农业种植技术培训，把新
模式、新技术送到村民家门口。

谈到未来的发展规划，永明村党支部书记刘树信心满满：“产业园占地
160亩，建设辣椒种植棚113个，露地种植50亩，今年第一茬辣椒已喜获丰收
21万斤，第二茬辣椒也在采摘中，产量只增不减。丰收的背后，得益于技术
志愿者们的悉心指导，每个种植步骤都给予科学示范。今后我们将进一步
加强对辣椒种植户的业务指导，优化丰富品种，做大做强辣椒产业，让村民
种得下、卖得出。”

万合永镇永明村
“尖椒绿”遇上“志愿红”

本报讯（通讯员 贾斯琦）在中国
人民解放军建军96周年到来之际，为
营造关爱退役军人的良好氛围、弘扬
拥军优属的优良传统，凝聚起团结奋
进的力量，宇宙地镇在很黑村开展了

“弘扬‘八一’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主
题活动。

宇宙地镇退役军人服务站邀请退

役军人们在很黑村召开庆“八一”座谈
会。会上，辖区50余名退役军人齐聚
一堂，重温军人誓词，畅谈各自军旅生
涯的收获和感悟，共忆当年军旅生涯，
齐述现今美好生活，对当前安定团结、
和谐稳定的局面表达了珍惜之情。

会后，退役军人代表和乌兰牧骑
队员们在很黑美食广场为退役军人及

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激昂奋进、军民
团结、共创未来的双拥文艺演出，生动
展现了新时代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
结一家亲的深厚情谊，描绘出军民携
手共创美好未来的壮丽画卷。一首铿
锵有力的大合唱《团结就是力量》将整
场晚会拉向高潮，谱写了一曲曲军民
团结、共建和谐的动人乐章。

此次活动的开展不仅传达了党和
政府对退役军人的浓浓关爱，密切了
军民关系，也进一步增进辖区内退役
军人之间的沟通交流，增强了辖区退
役军人的自豪感、荣誉感，营造了宇宙
地镇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良好社会氛
围。

宇宙地镇 弘扬八一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