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张兴红）一条条干

净整洁的街巷、一幅幅浸润人心的剪

纸贴画、一次次精彩的文体活动……

如今的万合永镇处处洋溢着生机和活

力。近年来，万合永镇依照“内外兼

修”的标准，多举措提升文明村建设软

硬实力，既重视提升镇容村貌，又深入

开展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让人居环境美

起来、乡风民风树起来，真正让老百姓

感受到乡村的蜕变和文明的力量。

走进万合永镇关东车村，乡间小

道干干净净、农家小屋宁静温馨，一幅

悠然恬静的乡村美景映入眼帘。村民

正在自家院子门口择菜。整理好之后

随即将生活垃圾丢到附近的垃圾桶

里，他边忙边说：“村里环境这么好、我

们也都爱护它。这几年还有不少城里

人到我们村里来游玩度假，不少人家

开起了农家乐、民宿。聚集了人气就

有了财气啊，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

了。”昔日的乡村旧貌，变成一处处代

表乡村文明形象的宣传阵地，既给美

丽乡村建设增添了别样的色彩，也在

潜移默化中滋润了村民的精神土壤。

近年来，万合永镇将生态文明建

设的理念融入到乡村振兴的建设中，

在提升村庄基础设施实施道路系统改

造和村庄亮化工程的基础上、积极开

展人居环境整治、努力保护好水秀林

深的自然生态环境，村民生活质量显

著提升的同时，让“生态饭”转化为村

民致富增收的“金饭碗”。

“一约四会”制度是万合永镇提升

乡村软实力的另一个有力抓手。近日,

中心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主任，在定

期开展的道德评议会上，一边宣传移

风易俗新政策，一边就“抵制歪风陋

习”等问题与村民进行交流研讨恳谈、

村民们不时地讨论谈感想、聊收获、从

传统美德到文明新风、从精神文明建

设到乡村振兴、在浓厚的热烈氛围中

不断交换思想达成共识。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万

合永镇坚持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

乡风作为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

要抓手，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入手，

用乡风文明软实力“筑牢乡村振兴”硬

环境。下一步,万合永镇将着力擦亮乡

风文明底色塑造乡风文明之魂，因地

制宜，顺势而为，不断提振农民群众精

气神、谱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新篇

章。

万 合 永 镇 文 明 乡 风 为 幸 福“ 加 码 ”

本报讯（通讯员 崔佳琪）自“感党

恩 听党话 跟党走”群众教育实践活动

开展以来，浩来呼热苏木以“我为群众

作宣讲”“我为群众算笔账”“我为群众

办实事”为抓手，深刻阐释“六句话的

事实和道理”，坚持把“感党恩 听党话

跟党走”群众实践教育活动贯穿到为

民服务全过程，教育引导苏木党员干

部群众时刻不忘感党恩、矢志不渝听

党话、坚定不移跟党走。

以“我为群众作宣讲”为抓手，推

动群众教育实践活动入脑入心、落地

生根。“党的政策好，只要我们努力奋

进，生活一定会更加美好！”“宣讲员们

用简单明了、接地气的语言讲述了很

多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好政策，我

们听得懂、记得住、传得开……”浩来

呼热苏木党委整合班子成员、老党员、

群团组织等力量，组建理论宣讲队，围

绕党的二十大精神、聚焦办好“两件大

事”、“六句话的事实和道理”等重要内

容，采用“线下+线上”宣传方式，利用

微信群、发放宣传资料、悬挂横幅营造

宣讲氛围，通过开展党组织书记讲党

课、理论宣讲座谈会、党员干部送教上

门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理论宣

传和思想教育更接地气、更有温度。

截至目前，累计悬挂宣传海报10幅，组

织开展理论宣讲35次。

以“我为群众算笔账”为抓手，推

动群众教育实践活动深入人心、凝聚

民心。“你们家享受了哪些政策补助？”

“不算不知道，一算才明白，都是党的

好政策，让我们的口袋一天比一天鼓，

日子越过越好，感谢党的好政策……”

浩来呼热苏木党委通过开展民情恳

谈、敲门行动等方式到牧户家中询冷

暖、话家常、讲政策、算好账，紧紧围绕

乡村振兴、嘎查集体经济发展、民生保

障等重点工作，结合嘎查实际，精准解

读草牧场补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补

贴等惠民政策，为牧民群众算清一本

“惠民账”，让牧民群众全面知晓党的

惠民政策从哪里来、为谁来、谁受益。

累计发放惠民利民政策一卡通3000余

份，连续三年集体经济累计补贴合作

医疗约 270 万元，真正把惠民补贴的

“幸福账单”落实到位。

以“我为群众办实事”为抓手，推

动群众教育实践活动见行见效、走深

走实。苏木党委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

用，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大兴调查研究，

围绕群众“急难愁盼”找准调研点，边

调研、边学习、边检视，切实找出破解

难题的真招、实招、硬招，将调研成果

转化为解决问题的具体行动。截至目

前，通过“开门纳谏”、下乡入户搜集

“急难愁盼”问题共计17项，已全部解

决；年初以来，各嘎查社区克服大范围

强降雪导致牧民生活物资和饲草料储

备运输难等困难，累计为偏远牧户运

送饲料60余吨，为“幸福院”和孤寡老

人发放蔬菜粮油等慰问品价值 5000

元，清理垃圾6500立方，有效打通服务

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切实把党的关

怀和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

浩来呼热苏木 以“三个抓手”推动“感党恩 听党
话 跟党走”群众教育实践活动落地见效

▽ 近日，赛罕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弘扬好家风 传承好家训”新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摄影 庞永丽

本报讯（通讯员 孟兆静）乍暖还寒

的春日，走进土城子镇土城子村一阵

阵药材独有的苦涩、清香味扑鼻而来，

农户刘庆芳家两年生苍术药材堆满院

落，正在晾晒。

“今年我们家共种植苍术 4 亩，现

在不用晒干，湿的苍术根就能卖每公

斤约30元，如果烘干卖，得卖约100元

每公斤，一亩地能收获将近2000公斤，

一下回本不说，还能挣一半。我这些3

年生的4亩苍术已经定好了销路，上门

来收，毛收入约24万元！”刘庆芳一边

掰着手指算着致富账，一边满心欢喜

地说“我今年打算再租点地，在咱们育

苗基地买10亩地的12万株苗，增加种

植面积，趁着政府的好政策，我也要实

现致富梦”。

土城子镇积极鼓励农户转变观

念，种植收益更加可观的中药材苍术，

使得各户收入翻番。

“感谢土城子镇党委政府在我们

建设育苗基地时给予了我们大力支

持，不仅增加了我们村的集体经济收

入，而且也实现了我们镇区老百姓依

靠种植苍术致富增收的美好愿望”，土

城子村党政领导掂着沉甸甸的苍术

说，“这种苍术好啊，秧上打籽有效益，

地下收根卖药材。”

土城子镇立足镇区温度气候适

宜、交通便利、种植经验丰富等诸多优

势，鼓励农户发展特色中草药种植产

业，多措并举推动老百姓依靠发展产

业稳步增收。2018年在土城子村建立

中草药扶贫产业园，包括中草药育苗

基地和药材初选厂。其中育苗基地投

入资金400万元，统筹流转土地200亩，

以租赁土地和集中管理等方式与农户

建立联动机制，实现“基地+村+农户”

的良性发展模式，辐射覆盖所辖周边

各村。在土城子村育苗基地旁建成药

材初选厂一处，可就地初选药材 6000

吨，将直接带动当地收入 300 万元，提

供就业岗位160个。2024年，全镇中草

药种植面积达 15000 余亩，以苍术、桔

梗等中草药为主，每亩收益平均可达

到1000元以上。土城子镇党委政府着

力将土城子村打造成特色中草药种植

示范村，辐射带动周边五分地、铁营

子、五台山、瓦房等 8 个村流转土地

12000亩，将1000余户2200余名党员群

众凝聚在产业链上。

按照上级关于生态建设和产业结

构调整的部署要求，土城子镇将发展

中药材产业作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拓宽农民增收

渠道的富民产业常抓不懈，以特色中

药材种植产业助推乡村振兴。

土城子镇 药香飘满致富路 强村富民有良方

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本报讯（通讯员 格日勒 张旭琦）为进一步加强春季森

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经棚镇树

牢忧患意识、强化底线思维、坚持以防为主，抓实抓细森林

草原防灭火排查整治、宣传教育等各项工作，全力筑牢森

林草原防火“安全墙”，坚决打赢森林草原防灭火“持久

战”。

强化宣传，确保思想引导到位。充分发挥护林员职能

作用，在重点路段悬挂宣传横幅、村村响广播、森林防灭火

宣传车巡街游、微信公众号宣传等线上线下有机结合方

式，普及防火禁令和防火安全常识，讲解防火扑火救火基

本经验，切实增强群众预防森林火灾的自觉性。截至目前

已安插防火旗1000余个，张贴宣传条幅80余条，营造出“人

人参与防火、事事注意防火、处处做到防火”的浓厚氛围。

强化领导，确保责任落实到位。及早谋划，经棚镇政

府召开2024年春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培训会议。会议

要求，各包村领导、护林员应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强化

值班值守，加强日常巡护，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

班制度，做好信息上传下达和指挥调度工作，确保信息畅

通和发现火情及时处置。

强化督导，确保工作落实到位。为确保森林防火工作

不打折扣、不走过场，经棚镇党委组织工作人员不定期到

各村开展督导检查，重点检查值班执勤、应急预案修订完

善、森林防灭火宣传等，督促各村扎实做好森林防灭火各

项工作，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

下一步，经棚镇将持续压实责任，进一步完善森林草

原防灭火工作机制，开展多渠道、多样式、多角度的森防宣

传工作，鼓励更多的群众主动参与到森林草原防火工作中

来，共同筑牢森林草原防火屏障。

经 棚 镇 多 效 并 举
筑牢森林草原“防火墙”

本报讯（通讯员 郑曼玉）冰雪消融，万物生发，红山子

乡以“查、练、宣”三字为抓手，上山下地，严查严守，全面铺

开春季防火工作。

强化排查整治，逐级压实安全责任。遵循“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的工作方针，对红山子乡各村的田间地膜、秸秆

堆放、日常生活垃圾处理等问题进行重点排查整治，入户

签订防火安全责任书，加强火源管理，严厉禁止野外烧荒、

林间吸烟等危险行为，开展流动式巡查巡护，重点防火区

域设置警示标语，拉起防火警戒线，切实保证防患于未

“燃”。

强化日常演练，全面提升救援能力。日常工作中多次

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业务技能培训和实操演练，确保相关

工作人员和居民掌握防火器械的操作使用和维护方法，会

报火警，会扑救初期火灾，会自救逃生，会组织人员疏散，

有效预防安全事故的发生。同时，充分利用微信群资源，

组织各个村民组网格长开展防火安全培训及火灾案例警

示教育，以此提高居民安全防火意识。

强化宣传力度，激发全民防火意识。竖起防火旗，拉

起防火宣传条幅，在全乡营造起人人防火的浓郁氛围，利

用“板凳课堂”，学校安全教育，引导更多群众学习防火相

关知识，以点带面，拓宽防火安全宣传范围，努力形成全民

防火合力，建立起政府、学校、村民多方参与的防火安全体

系，让防火意识跟上的同时，防火行动也迅速就位。

红 山 子 乡 以“ 三 强 化 ”
念好“三字诀”筑牢春季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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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宝云飞）近日，闫文华诗集《草色》由内蒙古文化出版

社出版。这是闫文华继《自然的诗》之后出版的第二部诗集。全书以创

作时间排序，共分四辑，分别为《火烧云》《软件》《炽热之花》《金属凭证》。

《草色》主要内容是诗人“我”对生存、生活、生命的认识、感悟与觉

醒。在选材、立意及诗歌的内涵上，本诗集作品明显提升了新的高度。

闫文华在诗歌创作中，鞭驽策蹇，孜孜以求。正如《麦草人》中写道：“他

以庄稼的智慧，揣摩昼夜、人心，尽量威武，尽量有胆识……”同时，闫文

华注重诗歌的鲜活性、逻辑性和思想性，如她所言：“尽量走近诗歌现场，

尽量拽住诗性的手，将诗意从以往写作的层面上提高一寸。”

“作品与作者，就如儿子与母亲。”将自己的文字结集成册，闫文华的

心里涌动着采摘入篮的喜悦。文学创作的过程如同修行，“要从内心深

处逼走恶毒、邪念，再生出暖与爱来”。因此，怀有悲悯之心的闫文华，笔

下的文字有温度、有道德、有筋骨。

闫 文 华 诗 集
《 草 色 》 出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