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司运全）为解决群众越冬买煤难、用煤难的问题，经棚

镇提前部署，上下动员，按照“户户在册 一户不落”的标准，深入到百姓家

中进行走访登记，确保群众在入冬前备足越冬取暖燃料，安全温暖过冬。

高举党建旗，打好提前量。越冬燃料能否及时准确到位是民生大事，

事关百姓的安全幸福。在入冬前经棚镇党委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专题会

议进行部署，并派遣专人负责跟进推动，从统计研判、入户登记到采购运

输，再到发放领取，全环节严格把关，确保党的惠民政策不打折，党的温暖

不降温。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冬季取暖是民生大事。经棚镇把细致入

微写进了每个环节。在入户阶段，除做好用煤的登记发放工作，工作人员

还以冬季取暖须知、预防火灾、预防中毒等为重点，为群众进行重点宣传，

进一步提高了百姓的安全感幸福感。同时在入户走访中，工作人员发现

有很多群众家中的炉具存在设备老化、制热效果不佳、不够节能等问题，

工作组积极为村民筹措更换维修取暖设备的补贴，并与志愿支援的爱心

企业取得联系，把节能安全高效的炉具送到有需要的百姓家中，一系列让

利于民的举措让村民们感受到了党的温暖，得到了村民们的高度称赞。

全程保公开，全力促到位。经棚镇2024年度共采购冬季暖心煤193.5

吨，自10月8日开始至10月15日结束发放工作。目前，工作人员正在对

暖心煤用户进行入户走访，同时针对群众取暖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答疑，为

百姓送去阵阵暖意。

暖心工程是党的民心工程，经棚镇用实际行动，打通了惠及民生的

“最后一公里”。下一步，经棚镇将继续做好暖心工程，持续凝聚民心民

力，不断提升百姓的安全感、幸福感

和获得感，让经棚乡间田野现代化

生活春常在、景常新。

经棚镇
用心营造安心景 争做群众暖心人

本报讯（通讯员 孙悦彤）近年来，新开地乡始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

以“文明素养提起来、生活环境美起来、文化氛围浓起来、农民精神追求强

起来”为目标，多策并用塑造文明乡风，为乡村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

活力。

强化宣传教育，提升文明素养。采取“线上＋线下”双管齐下的宣传

方式，开展丰富多样的宣传活动。线上采取志愿者报名、设置公众号专

栏、微信群转发等方式，宣传乡风文明主要内容与重要意义，引导村民树

立正确价值观，增强对文明乡风的认同感。线下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

单、宣讲团宣讲等方式开展宣传教育，有效推动乡风文明建设理念入脑入

心。

强化党建引领，涵养文明底蕴。聚焦党建引领，以加强党的建设助力

乡风文明，运用“积分制”成熟管理模式，探索“政企合作＋公益岗＋积分

制”环境整治新模式，党员干部率先垂范，充分调动党员、群众参与乡风文

明建设的积极性，涵养文明乡风。

强化志愿服务，营造文明氛围。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结合群众实

际生活需求，常态化组织志愿者深入村民组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发放宣传

单、免费送医送药等活动，更好地组织群众、团结群众、服务群众，推动乡

风文明建设走深走实，培养文明乡

风、淳朴民风、良好家风，推动乡风

文明焕发新气象。

新开地乡
以“三强化”举措厚植乡风文明沃土

本报讯（通讯员 杨成武）土城子镇

始终坚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

导向，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交

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和全方位建设

“模范自治区”的工作目标，规划实施

了“六个一万工程”，带领全镇群众切

实走上了符合地区实际的产业振兴之

路。

万亩小麦种子扩繁工程，贫瘠漫

甸结金穗。为有效发挥全旗优质小麦

良种繁育基地品牌效应，提升漫甸地

区种植产出，土城子镇党委政府制定

了启动万亩优质小麦良种基地建设项

目规划，通过参观考察、种管指导、技

术培训，大力争取项目资金、种植技

术、田间管护等惠民政策，引导漫甸群

众走出了把脉问诊、开方定向的高质

量发展新路子。2024 年，在五星村试

点引进优质小麦种子扩繁示范项目

1000亩，引入优质小麦种子（克旱21）4

万余斤，每年可销售优质小麦种子 30

万斤，每亩增收120-150元。

万亩玉米制种繁育工程，肥沃大

川绣锦花。利用大川地区地势平坦、

积温较高、无霜期长、水浇地面积较大

等有利条件，持续发挥玉米制种经验

成熟、产销顺畅、效益较高等优势，规

划实施了大川地区万亩玉米制种繁育

产业带工程，引导玉米种植户不断扩

大玉米制种产业规模；同时，带动劳动

力就地就近就业，实现了地力产出和

务工就业的“双线增收”。今年，在十

里铺村、天保同村、土城子村、哈巴其

拉村推广玉米制种1.2万亩，较上年增

加5000余亩，亩均可增收800元。

万亩中草药推广工程，社火之乡

舞龙头。依托土城子村中草药种苗培

育基地、药材初选厂，全面推行“龙头

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经营模

式，规划实施了万亩中草药推广工程，

不断扩大苍术、黄芪、防风等道地仿野

生中草药材种植面积，形成了育苗、种

植、初选全闭合产业链条，有效提高了

种植产出和产品附加值。目前，全镇

种植中草药1万亩，较上年增加0.2万

亩，其中苍术 6000 亩、苦参 300 亩、黄

芪 2000 亩、赤芍 1000 亩、桔梗 700 亩，

平均每亩每年保底纯收入 2000 元以

上。

万头肉牛进小区工程，沐沦河畔

树品牌。健全完善“园区+散户”“项

目+自筹”“繁育+育肥”的“3+”肉牛养

殖机制，根据养殖户实际，将规模化养

殖户划入园区统一管理，在项目资金

上给予倾斜，激发了农户养殖热情，

2023年投资393万元建设哈巴其拉村

万头肉牛养殖示范小区I期1.05万平，

提升了养殖业专业化水平和品牌知名

度。截至目前，全镇共有肉牛经营户

665户、肉羊经营户832户，规模化养殖

小区19处，年育肥肉牛17018余头、肉

羊 48786 万余只，经营效益在 1500 万

元以上。

万亩退化林改造工程，荒山秃岭

聚财源。按照“夯牢防风网、建强经济

格、做优产业带”的“网格带”万亩退化

林改造工程布局，由云杉构建外围防

风网，大扁杏、文冠果划定内部间隔

格，中草药和牧草填充空间带，既实现

了生态效益提档升级，又实现了林业

经济效益清零递增，持续巩固生态治

理成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所获收益

纳入所在村集体经济，拓宽了村集体

经济收入渠道。2022 年以来，共投资

1194.6 万 元 实 施 退 化 林 改 造 项 目

12424 亩，预计年增村集体经济 50 万

元。

万亩采摘园引流工程，沿河两岸

采香果。以实施总投资1.93亿元的土

城子灌区地下水置换项目为契机，沿

灌渠两岸为6个村规划万亩采摘园建

设工程，对各村林地进行全面摸排，选

择交通便利、土壤肥沃、临近水利设施

等优质地块，种植樱桃、李子、鸡心果、

香瓜、西瓜等梯次分布、覆盖春夏秋三

季的瓜果品种，增加了集体经济和群

众增收来源。2023年，投资90万元，在

十里铺村、天保同村、天义号村集体林

地打造了路边采摘果园3处、60亩，每

村年均获益在5万元左右。

2024年，土城子镇着力绘就“六个

一万工程”蓝图，不断巩固扩大现有产

业规模，在优质小麦种子产业上，采取

“项目+自育”相结合的方式，引导漫甸

地区群众种植优质小麦种子5000亩；

在玉米制种产业上，投资1000余万元

新建玉米制种烘干筛选厂1处，引导全

镇种植玉米制种可达到1.2万亩，年加

工玉米制种1万吨；在中草药产业上，

投资500余万元在哈巴其拉村建设中

草药苗圃基地1处、1000亩；利用荒山

林间空闲地，投资 240 万元种植酸枣

2000亩；在肉牛产业上，计划自筹资金

800 万元建设哈巴其拉村标准化养殖

小区II期2万平，吸纳养殖户30户，小

区年可实现存栏肉牛7000余头；在林

果产业上，争取项目资金600万元，实

施退化林改造项目8000亩；以产业振

兴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土城子镇
“六个一万工程”齐驱动 产业布局如繁花盛绽

1212 月月 88 日日，，克旗统计克旗统计

局与西拉沐沦街道管理局与西拉沐沦街道管理

办公室在政府广场联合办公室在政府广场联合

开展开展《《统计法统计法》》颁布纪念颁布纪念

日宣传活动日宣传活动。。

摄影摄影 杜懿婷杜懿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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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马明智）秋冬季是各类动物疫病的高发期，也是重大

动物疫病防控的关键时期。为预防和控制重大动物疫病，确保不发生重

大动物疫情，红山子乡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全力做好秋冬季重大动物疫

病防控工作，有效筑牢免疫屏障。

重视到位，下好安排部署“先手棋”。红山子乡及时召开全乡秋冬季

动物防疫工作会议，明确防控目标，细化防控任务，压实防控责任，要求乡

村两级做到信息共享，上下联动，确保秋冬季动物防疫工作不漏一户、不

漏一畜。同时，组织召开村级防疫员业务培训会，加强免疫技术指导，严

格按照规范开展免疫注射工作，确保做到“部位准、剂量足、全覆盖”。

措施到位，下好摸排免疫“关键棋”。防疫员深入村组摸排养殖种类

及数量，严格按照“预防为主、科学防控”的要求，不断完善重大动物疫病

强制免疫机制，对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狂犬病等重大动物疫病进行

集中免疫，做到“应免尽免、不留死角”，确保免疫质量。同时，重点加强养

殖场所的常态化清洗消毒工作，全面净化环境，有效降低疫病发生风险。

意识到位，下好宣传引导“制胜棋”。通过微信群、入户走访及张贴海

报等多种形式向村民及养殖户宣传防疫政策及科普防疫知识，提高村民

防疫意识，做到群众监督和养殖户自查自纠双管齐下，确保不发生重大动

物疫情和畜产品安全事故。

下一步，红山子乡将继续有序推进秋冬季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加强日

常监管，全力保障养殖业生产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切实营造健康稳定的

生产环境，推进红山子乡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红山子乡
多措并举筑牢秋冬季畜禽“防疫墙”

本报讯（通讯员 孙晓雯）乌兰布统

苏木积极贯彻落实全旗违法穿越活动

规范整治座谈会精神，秉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理念，紧扣生态保护与旅游

产业共融共生目标，多措并举开展非法

穿越专项整治行动，夯实群众依托旅游

与生态资源稳定增收的基础，助力地区

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强化统筹部署，夯实整治根基。乌

兰布统苏木党委政府将整治非法穿越

事宜列为重点工作，提级谋划、高位推

动。先后组织召开了“亮诚信、优服务、

树口碑”座谈会及违法穿越活动规范整

治专题会议，细化行动方案，压实各方

责任；与辖区越野行业从业者面对面座

谈交流，释法明理、耐心劝导，引导从业

者严守法规红线，积极投身到保护生

态、规范经营的行动中来。

拓宽宣传维度，营造浓厚氛围。乌

兰布统苏木坚持宣传先行，多点发力拓

宽覆盖面，累计出动工作人员100余人

次、车辆30余台次，下沉路口、加油站

等车辆必经区域，向游客及越野领队发

放宣传单200余份，普及非法穿越对草

原生态的严重危害，以及专项整治行动

的必要性；同时利用公众号、视频号等

新媒体平台推送整治活动动态，全方位

提升群众和游客的生态环保意识。

坚持疏堵并举，确保治理实效。行

动中，乌兰布统苏木精准施策，打出“疏

堵结合”组合拳。一方面，科学谋划、合

理规划越野路线，既满足了游客越野体

验需求，又降低了穿越活动对生态保护

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由苏木综合行

政执法队组建执法专班，加大对重点区

域、关键时段的巡查管控力度，严厉打

击非法穿越行为。截至目前，已查处违

法穿越越野车辆 10 余辆，并依法依规

作出相应处罚。通过一系列扎实有效

的举措，乌兰布统苏木守住了生态底

线，优化了旅游发展环境，切实让群众

端稳“旅游碗”，安心吃好“生态饭”，为

地区长远发展蓄势赋能。

乌兰布统苏木
开展非法穿越专项整治行动 保障群众吃好“生态饭”

本报讯（通讯员 焦阳）近年来，万合

永镇聚焦民生福祉，为提高乡村治理精

细化水平，多措并举全力抓好基层治理

工作，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

理新格局，让居民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

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当好政策“宣传员”，让百姓福音“家

喻户晓”。集市上，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办

事点、摆放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

式，向过往村民群众宣传解读民生政策，

发放宣传单页和服务指南，用村民群众

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方式，把惠民政策

讲明白。

做好解忧“服务员”，让急难愁盼“迎

刃而解”。万合永镇实施“群众点单、组

织建单、党员接单”的“三单”服务机制，

强化村级为民、便民、安民功能，让基层

治理走深走实。聚焦孤寡老人、贫困户、

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做优政务服务手

续等方面的帮代办服务，实现群众点单、

网格代办、服务到家，打通为民服务的

“最后一公里”。

干好问题“化解员”，让矛盾纠纷“化

于萌芽”。万合永镇坚持日常排查、重点

排查相结合，通过精细网格治理，全镇划

分三级网格148个，全镇专职网格员148

名，兼职网格员215 名，形成网格发现、

社会呼叫、分级响应、协同处置的工作机

制。累计走访群众750 余户（次），解决

群众实际问题68个。

“听你这么一说，我心里的疙瘩就解

开了，其实邻里之间没有过不去的事

儿。”近日，网格员在日常走访中了解到，

两户邻里因排放污水的问题发生口角，

网格员立即联系镇司法所调解员帮忙协

调沟通，经过调解员耐心调解，邻里纠纷

得到有效化解。万合永镇坚持和发展新

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推进实施矛盾纠

纷闭环处置体系，构建起精细、多元、主

动的“一站式”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将矛

盾纠纷化解在基层，着力打造为民解忧

“终点站”。

万合永镇 画好基层治理“同心圆”托起百姓“幸福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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