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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摄影 鲁瑛姣鲁瑛姣

本报讯（通讯员 张馨戈）为扎实

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共建工作，持续

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在乡村落地生根，近期，中共

克什克腾旗委党校开展“党的声音进

万家”文明实践活动，用好文明单位

和文明实践阵地两大“引擎”，让党的

声音传入千家万户。

理论宣讲进机关，学深悟透促落

实。旗委党校生动践行“为党育才

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使命，组织校

内理论宣讲志愿服务队的教师，将一

堂堂党校好课送入机关单位，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汲取党

的创新理论蕴含的思想、智慧和精神

力量，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担当、

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

理论宣讲进基层，“声”入群众聚

民心。旗委党校理论宣讲志愿服务

队走进 16 个苏木乡镇（街道），开展

理论宣讲活动，让群众更加深入理解

和感受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各族

群众的关心和期望，不断凝聚“感党

恩 听党话 跟党走”的强大力量。

理论宣讲进农家，党的声音润民

心。自“文明结伴行”活动启动以来，

旗委党校积极与结对的关东车村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共建工作。同

时，以万合永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

阵地，选派党校教师开展“党的声音

进万家”宣讲活动，真正把党的声音

送到群众家中，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

听到党的声音、领悟党的理论，共同

唱响新时代文明实践主旋律。

旗 委 党 校 文 明 结 伴 行 送 教 进 万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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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杜海龙 刘阳）高原是

红山子乡副乡长，是双合旺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跟村民打招呼的第一

句话永远是“你好”。一次次招手、一声

声鸣笛，穿梭在村组之间的路上，迎接

他的是村民们朴实的笑脸。从群众家

门口到田间地头再到村部院子，只要是

群众有需要，他就随叫随到。从他的行

动上不难看出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而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用最真实、最淳朴

的方式来回应高原的“深情厚爱”。

2021年，在高原刚到双合旺村时，

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以及新产生的矛盾

纠纷，导致双合旺村干群关系较差，群

众对村“两委”的工作不信任、不支持。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结合“三会一课”要

求，每年在重要的节日节点，高原都积

极组织党员群众开展各类活动宣讲政

策，团结全村党员干部共谋发展之策。

红山子乡副乡长 双合旺村党支部

书记 村委会主任 高原：“我们也要通过

这些活动，及时地传导到群众的耳朵

里，让他们明白现在咱们都在干什么，

现在咱们有些项目，有些政策是为了什

么，说白了，其实最终的目的还是想让

咱们老百姓共同富裕。”

在高原的手里有一本笔记，上面密

密麻麻记录着村里的土地数据和村民

的大事小情。他带领村“两委”下组入

户，到村民家中，和他们讲政策、做工

作，将分散在各组的集体土地、草牧场

等资源资产重新发包，实现村集体资源

资产的核查再利用，使双合旺村的集体

经济年增收20万元以上。

红山子乡副乡长 双合旺村党支部

书记 村委会主任 高原：“在收集体土地

租金之后，我也考虑了这个钱咱不能乱

花，但是咱也不能不花，这样我就通过

跟“两委”商议，通过合作医疗补贴奖

励、奖励先进、扶困救弱这种方式，把一

部分集体经济再反哺给村民。”

在记者和村民交谈的过程中，听到

最多的除了对高原的夸赞，还有例如

“修河坝、建厕所”等事情。多方了解之

后，才知道群众口中的河坝有多重要，

才知道群众的诉求和急难愁盼的问题，

在高原的带领下一件一件被解决。

红山子乡双合旺村村民 王艳红：

“以前咱们这一发水真是都害怕，自从

弄了这个（河坝），感觉放心多了，河坝

还有咱们后边的厕所，在哪个营子都

有，都是咱们高乡长在这给咱们（修）

的。”

筑河坝、建公厕、修公路、量土地、

通饮水，每做好一件事情，高原在群众

心里的分量都增加几分。俗话说：金杯

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只有真正融

入到人民群众中，想民之所想，急民之

所需，才不辜负百姓的期待。也正是这

一项项实事儿、好事儿的完成，让村民

更加肯定高原的能力和为人。

红山子乡双合旺村村民 李守玉：

“老百姓对于高乡长任咱们党支部书记

之后，用家常话说没有说赖的，深受群

众的欢迎，对待老百姓不分三六九等，

正确的我就给你解答，不正确我给你讲

道理，一般的情况一些事情没有出过

村，就把这些实际情况都解决了。”

双合旺村以农牧业为主，一直是

“靠天吃饭”，产业发展单一。高原在实

地走访调研中发现，坝塔拉组紧靠大局

子林场，四面环林，拥有得天独厚的林

区自然风光。高原以此为契机，进一步

发挥区域特色和资源优势，引进企业入

驻，建设林宿25处，企业租用当地村民

空闲宅基地，每处占地 300 平，每年每

处支付租金 5000 元。此外，当地村民

还可以到民宿打工，既用好用活了当地

资源，又带动了村民增收致富。

红山子乡副乡长 双合旺村党支部

书记 村委会主任 高原：“我们想继续通

过申请，积极争取政府项目扶持，建设

人畜分离养殖小区，真正实现人畜分

离，把坝塔拉组打造成为红山子乡黑桦

线上、牦牛坝脚下以森林、休闲、康养、

摄影、农事体验为一体的旅游新品牌。”

和群众交朋友，以服务群众为己

任，做群众的知心人、贴心人，是高原一

直以来的目标和动力。他的足迹遍布

双合旺村的每个角落，百姓对他的认可

有目共睹。工作之余，高原还拿出吉他

弹上一曲放松心情，拨片扫过琴弦，更

像春风一样拂绿了大山的每个角落，黝

黑的脸庞之下，是他难以掩藏的火热的

心。

红山子乡副乡长 双合旺村党支部

书记 村委会主任 高原：“就是从每一件

小事开始，我为他们办好每一件事。慢

慢的他们觉得高书记人还不错，能给老

百姓办实事，当我得到这个声音的时

候，我非常的感动，我感觉成就感油然

而生。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一样：我

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我

也逐渐地深深地爱上了这一工作岗位，

也爱上了咱们双合旺村的每一位村民，

我也将继续扎根基层，绘就双合旺村的

美丽乡村新画卷，在这片热土上贡献自

己的智慧和力量。”

高 原 脚 踏 泥 土 心 怀 热 爱 向 光 而 行

本报讯（通讯员 宝云飞 刘亚

旭）为深入推进乡风文明建设，不断

提升乡村综合治理水平，乌兰布统

苏木持续在乡风“文明”上下功夫，

用文明浸润乡土、文化滋养乡情，持

续营造向上、向善、向美的社会氛

围，让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

风不断焕发新活力，谱写新时代乡

村振兴新篇章。

强化党建引领，用文明“指引”

方向。坚持把宣传党的创新理论作

为乡风文明建设的首要政治任务，

组建苏木级理论宣讲团，依托苏木

党校，邀请旗委党校老师、业务骨

干、党员干部等，开展党的理论政

策、生产经营知识等主题宣讲 42

次，惠及干部群众 1500 余人次，把

“微宣讲”“微课堂”搬到百姓身边，

有效地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

常百姓家”。同时，充分利用宣传

栏、公共广场、文化墙等直接面向群

众的宣传阵地，在显著位置张贴宣

传标语30余处，把乡风文明之声传

遍苏木每个角落。

强化志愿服务，用文明“浸润”

乡土。乌兰布统苏木大力抓好志愿

服务活动，组建理论宣讲、科技科

普、法制服务、农技服务等6支志愿

服务队伍，注册志愿者 186 人。组

织开展学习科学理论、宣讲党的政

策、持续移风易俗等各类志愿活动

46 次，“零距离”服务群众 500 余人

次，把政策上的“硬要求”转化成文

明实践的“暖力量”，切实将温暖送

到村民群众身边。

强化典型选树，用文明“塑造”

善美。乌兰布统苏木在“培养好家

风 传播好风尚”方面上下功夫，在

全苏木营造注重家教、传承家风的

良好氛围。积极组织开展“好媳妇”

“最美家庭”“星级文明户”等评选活

动，让群众思想从“要我文明”转变

为“我要文明”。持续开展“榜样就

在身边”“学习身边榜样”等宣传活

动，在全苏木范围内宣传“内蒙古好

人”苏凤侠的事迹，以榜样为动力，

营造文明健康的良好社会氛围，持

续推进乡风文明建设。

乌兰布统苏木“三个强化”为乡风文明“提质增颜”

本报讯（通讯员 齐语涵）红山子乡突出党建引领，将美丽乡

村建设、乡村治理和提升人居环境有机结合，发挥基层党组织

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纵深推进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努力铺就一幅生态、生产、生活和谐共生，宜居、宜业、宜游齐头

并进的和美乡村新画卷。

奏响组织部署“前奏曲”环境整治“动”起来。为高质量推

动人居环境和村庄街道重点区域环境综合整治，乡党委对环境

整治工作进行全面安排部署。积极构建“党委推动、支部发动、

党员带动、干部促动、党群互动”的工作模式，将党建工作与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深度融合，明确目标任务、整治重点和负责区

域，建立三级联动责任体系，形成责任分明、齐抓共管的工作局

面，进一步压紧压实全体干部职工、村干部、驻村干部等工作责

任，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层层传导压力，确保工作有序有力、常

抓常新。

奏响宣传引导“协奏曲”环境整治“热”起来。党委坚持提

前谋划，将人居环境整治与每月“主题党日活动”有机结合起

来，充分依托“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等平台载体，以乡、村干

部带头、党员率先垂范，宣传引导广大群众积极主动参与环境

整治行动，广泛凝聚大力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的思想共识。整治

工作开展以来，组织开展集中整治行动，清理庭院内部、房前屋

后及村庄周边的各类垃圾，村容村貌得到有效改善，村民切身

感受到美好居住环境带来的新变化。同时，充分发挥“村村响”

大喇叭、微信群等载体的作用，通过录制音频、发放倡议书、张

贴宣传标语、开展志愿者服务等方式，全方位宣传人居环境整

治行动重大意义，真正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将保护环境的

观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主动参与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中来，确保取得实际成效。2024年来，各村张贴宣传标语100余

份，累计发动党员群众开展人居环境整治20场次，清理垃圾乱

堆乱放10处。

奏响整章建制“长效曲”环境整治“久”起来。鼓励各村因

地制宜探索人居环境整治长效机制。福盛号村动员当地企业

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企业出动车辆、机械支持并参与本村环境

整治，村企携手共建美丽乡村。永合村由村“两委”成员、网格

员组成的监督劝导队常态化开展监督劝导系列活动，挨户检

查，立足村民自身利益，对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劝导，耐

心与村民沟通，培养村民的良好生活习惯。同时，由乡党委牵

头，成立专项督查小组，定期对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开展情况进

行检查，做到发现一起、通报一起、整改一起，实现环境整治问

题动态清零。截至目前，开展督查6次，发现问题8条，现已全部

整改完成。

红山子乡 党建引领“吹号角”
人 居 环 境“ 换 新 颜 ”

“五一”国际劳动节

本报讯（通讯员 王雯静）走进经棚镇联丰村杨凤清家时，老

人正在栽种刚刚从村部领回的鸡心果苗，小院菜园里的小葱欣

欣向荣地生长着、去年栽种的鸡心果树也冒出了新的枝丫，长

势喜人，一旁的鸡舍内十几只鸡苗正欢快地吃着谷米……“别

小看我家这房前屋后这地方，养点鸡心果、小笨鸡，再加上秋天

的白菜，一年算下来收入也有将近一万块呢！赶上了党的好政

策，我们这些老人守家在地的也能挣钱了！”迎着徐徐春风，杨

凤清的言语间满怀感激。

在经棚镇，和杨凤清一样能把自家小院搞得如此“红火”的

农民不在少数。在经棚镇合意村鸡苗发放现场，村民们有的推

着斗车、有的提着箩筐、有的拿着鸡笼高高兴兴地到村委会排

队领取“增收鸡苗”。看着一只只活蹦乱跳、带着增收希望的鸡

苗装进了自家的鸡笼，村民们笑得合不拢嘴。

“这鸡苗真是送到我们的心坎上了，去年我在院子里养的

笨鸡秋天能卖到一百多块钱一只呢，今天镇里又在村委会给我

们免费发放鸡苗，我要继续努力多学点养殖技术增加收入，相

信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我们的日子越过越滋润。”说起庭院经

济，经棚镇合意村村民袁建国激动地打开了话匣子：“以前院子

里的这块地几乎都荒废了，今年镇里给我们村的小院划分了种

植区和养殖区，镇政府工作人员早早就到我家，在庭院经济发

展上给我指出切实可行的发展方向，在种植果树的同时让我增

加养鸡项目，平时能卖鸡蛋，秋天还能卖鸡赚钱。今年光靠我

这小院就能让我当上‘万元户’，我这日子越过越好了！”

近年来，经棚镇始终坚持把产业帮扶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

重要举措，积极鼓励群众发展“庭院经济”，拓宽增收渠道，助推

乡村振兴发展。按照“小规模、大群体、小成本、大收入”的工作

思路，经棚镇健全完善庭院经济组织体系、惠农体系、产业体

系、生态体系、治理体系，将庭院的“方寸地”建成农民的“增收

园”。据了解，今年共发放果树3351颗,鸡苗14700只。每家三

五果树，鸡舍兔笼，农民只需用碎片化的时间就能管理。一家

一户是个小产业，千家万户就是大体量。每个村发展庭院经济

的品类又与村上的主导产业大致相同，从而叠加形成一村一特

色的庭院经济品牌。

一方庭院，满室春光，窗明几净，振兴模样。随着庭院经济

的不断发展，农民把自家小院建成了致富增收的“聚宝盆”，谱

写了乡村振兴“大文章”，走在经棚镇这片春天的沃野，处处绽

放着盎然的生机和美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愿景正一

步步变成现实。

经棚镇 打造乡村“美丽庭院”
书 写 振 兴“ 诗 与 远 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