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孟兆静）2024 年以

来，土城子镇聚焦保护未成年人工作，坚

持“三措”并举，引导广大农牧民群众、经

营商户共同抵制涉“黄”、涉“非”违法违

规行为，大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

未成年人的浓厚氛围、积极健康的社会

文化氛围，推动“扫黄打非”工作落地见

效。

挥好“扫黄打非”指挥棒。依托镇党

委、各村支部、网格构成三级“扫黄打非”

工作模式，严格落实“护苗2024”专项行

动要求，镇“扫黄打非”工作小组联合镇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党建办、综治

办、团委、妇联等站所办和土城子镇派出

所、土城子学校、各村委会建立“三级”网

格工作体系，将“扫黄打非”工作体系延

伸至“最后一米”，通过多方联动、社会广

泛参与，凝聚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合力，为

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打出“扫黄打非”组合拳。2024年9

月，土城子学校开学季到来，土城子镇

“扫黄打非”工作小组联合镇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综治办等多个站所办通过开展

“护航开学季‘扫黄打非’护苗”活动。沿

镇区人流密集的306国道两侧周边进行

“扫黄打非”知识宣讲，发放“护苗·绿书

签”和宣传手册等方式，让学生家长、群

众关注未成年人保护，辨别“黄”与“非”，

自觉抵制不良文化，覆盖 1000 余人次，

营造了良好的文明氛围。此外，还充分

发挥“草原书屋”宣传文化阵地作用，开

展全民阅读、“绿书签·伴成长”等活动

30 余场（次），倡导青少年健康阅读、文

明上网，自觉抵制非法出版物和有害信

息。

织密“扫黄打非”防护网。截至目

前，依托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镇文

化站组织志愿者对校园周边文化市场、

打印店、小卖部等涉及未成年人经营场

所开展“扫黄打非”专项检查21次，检查

场所 29 家（次），同时向商户普及宣传

“扫黄打非”知识，营造全民共同参与净

化文化环境的浓厚氛围。在土城子镇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基层宣讲站点——“得

利驿站”探索建立“护苗·益童”文化阵

地，创新“‘扫黄打非’+护苗”板块，融合

民俗文化、农村亲子趣味手工等多种形

式，在寓教于乐中增强未成年人辨别能

力和自我保护意识，培养健康的阅读、生

活习惯，让“护苗”浸润童心。

土城子镇“三措”并举树新风“扫黄打非”见实效

本报讯（通讯员 司运全）“不要彩

礼要幸福”“少了攀比，人情味更浓

了”……近年来，经棚镇大力推进移风

易俗，向高价彩礼、铺张攀比说“不”，

通过给人情减负、为幸福加分，促进乡

风文明，画好美好生活“幸福圈”。

加强宣传引导，倡树文明行为。

移风易俗，注入的是文明力量。在经

棚镇各村民组，网格员通过入户走访、

发放宣传材料、播放音频视频资料、悬

挂条幅张贴海报、开展专题讲座等措

施把移风易俗之风吹进百姓身边。宣

传资料内容丰富多样，既涉及喜事新

办、丧事简办、低碳生活、循环经济、勤

俭节约这样的改变思维习惯的内容，

又有敬老爱幼、文明购物、理性消费、

拒绝奢侈、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崇尚

科学、拒绝迷信这样的改变行为习惯

的内容，漫画与文字并行的形式让广

大群众对移风易俗倡导的观念行为了

然于心，做到入眼入耳、记忆犹新。

融入村规民约，淳化文明风气。

移风易俗，连着万家福。在移风易俗

工作中，经棚镇重点抓好村规民约教

育，大力倡导文明新风，将移风易俗内

容融入家风家训，让广大群众成为移

风易俗的参与者、受益者，形成“家家

有家训、户户好家风”的良好风尚。同

时深入挖掘“我们的节日+”这一模

式：在清明节倡导网上祭祀，在端午节

提倡健康康养的生活方式，在七夕倡

导喜事新办，在重阳节推广敬老院养

老……通过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新风

融合进步的方式，深入推进百姓对文

明新风的体验。

榜样示范引领，焕发文明活力。

移风易俗，示范引领，让群众学有榜

样。年初以来，经棚镇聘请10名驻村

第一书记为婚丧礼俗宣传员、100余名

网格员为婚丧礼俗改革信息员，发挥

共青团组织青年、引领青年、服务青年

的职能作用，在广大适龄青年中倡导

移风易俗、婚事新办。通过评选身边

先进典型，涌现出“内蒙古文明家庭”

董丽华和“赤峰好人”杨振杰等身边榜

样，他们发扬“孝、真、善、美”良好品

德，以身边榜样事迹推动移风易俗、破

除陈规陋习，着力形成文明乡风、良好

家风、淳朴民风。

多项举措有力地推进了移风易俗

工作，淳化了社会文明，让崭新的风尚

得以生根发芽。下一步，经棚镇将聚

焦群众需求，进一步拓展阵地，深耕创

新，全面推进移风易俗乡风文明工作

提质增效，全域培育文明新风尚，让移

风易俗新风吹进群众心中。

经 棚 镇 易 俗 换 旧 符 移 风 润 新 风

本报讯（通讯员 邢成）在新开地乡高地村二道沟组、红石砬

村大营子组和红石砬组今年实施的退化林改造林地上，云杉、沙

棘、扁杏等树木横纵成排、拔节生长。这类乡土树种根系发达，

生命力强，具有极强的抗旱、耐寒的生态适应性，能够在高寒漫

甸的环境下良好地生长，还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很大程度上激

发了村民参与退化林改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以前栽的杨树都成‘老头树’了，三四十年都不长，只能当

柴火烧，现在栽上云杉、沙棘啥的，抗旱、固沙，还能在林下种点

中草药，能增加不少收益，真是挺好。”高地村二道沟组组长刘俊

高兴地说道。

去年以来，新开地乡坚持“宜林则林、宜草则草、适地适树”

的原则，提出“混交种植、林药结合”的布局规划，争取项目资金

237万元，科学选择云杉、沙棘、扁杏、落叶松等4种经济树种，进

行“云杉+大果沙棘+小黄芩”“云杉+扁杏+小黄芩”“落叶松+鸡

心果”混交种植。通过政府主导、村民参与，成功实施退化林改

造项目2197亩，推动全乡森林覆盖率提高至36%，林地蓄水保

墒、防止水土流失的间接经济效益明显增加。

下一步，新开地乡将持续加强后期管护和经营管理，确保质

量越改越好，效益越改越高。同时积极探索退化林改造新模式、

新路径，实施有规模、有质量、有效益的退化林修复工程，不断推

动生态升级、经济提质，绘

就绿色高质量发展新画卷。

新开地乡
充“植”生金 来一场生态与经济的“双向奔赴”

本报讯（通讯员 特尼格尔）冬雪已

至，冬季越野活动逐渐频繁，为进一步

优化达日罕乌拉苏木冬季旅游环境，

严厉打击越野车碾压草原违法违规行

为。连日来，达日罕乌拉苏木持续推

进破坏草原整治专项行动。

强化宣传，营造良好氛围。在微

信公众号平台公布生态保护监督举报

电话，畅通牧民投诉举报的渠道，引导

广大牧民群众，发现碾压草原、漂移冲

雪等破坏草原的行为，积极拨打监督

举报电话，并第一时间录像取证，一经

查实,将依据相关法律进行严厉打击，

有效遏制肆意破坏草原的行为。

细致谋划，强化统筹部署。达日

罕乌拉苏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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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除隐患，加强联合执法。自非

法穿越整治行动开展以来，达日罕乌

拉苏木综合行政执法队、派出所多次

联合开展专项行动，累计出动执法车

辆40余台次，已查出违法越野车辆60

余辆，并制定全天候巡查检查，针对往

来达里湖沿线越野车辆开展监督管控

工作，对于车辆碾压草原、漂移冲雪等

行为依法进行劝阻和制止；对于不听

劝阻、随意下道、肆意碾压草原及破坏

草原植被等违法行为将依据相关法律

进行严厉打击。

下一步，达日罕乌拉苏木将持续

加强与各行业部门的深度合作，加大

宣传力度，提升越野者合规穿越意识，

动态调整策略，用实际行动践行草原

生态保护。

达日罕乌拉苏木多举措开展整治非法穿越行动

本报讯（通讯员 塔娜）近日，达来诺

日镇罕达瀚奶业联合相关企业，在北京

赫德国际学校公开日开展市场推广活

动。

活动现场散发出浓浓的奶香味，精

心布置的“牧趣食”展台前，清晰地印着

贡格尔草原限定牧场——娟姗原生奶。

来自罕达瀚奶业的娟姗牛奶、奶豆腐、黄

油、奶酪、炒米糖等多种奶制品一盘盘、

一碗碗、一杯杯精致地摆放着，“多巴胺”

的配色让人垂涎欲滴，大家一边品尝一

边交流，共同体验奶食品的香醇。

罕达瀚奶业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23

年3月，总投资280万元，建有500平方米

的标准化生产厂房，3000亩娟姗牧场，有

娟姗奶牛60多只，一天可产奶1500斤左

右。合作社采用传统自然发酵工艺，制

作奶豆腐、酸奶酪、黄油、酸油、酸奶和奶

皮子等奶制品，深受消费者喜爱。随着

合作社规模不断扩大，实现了奶源整合

和良性运转，目前已与斯琴阿妈、喜利来

等品牌合作，通过冷链将新鲜奶制品销

往赤峰市区。

本次市场推广活动，旨在借助北京

市庞大的消费市场和外联渠道，线上线

下综合宣传推广罕达瀚奶业奶制品，进

一步提升了奶制品的知名度和附加值，

为牧户创造了更多收入来源。此次活动

共到场家庭 150 户、约 350 人，提供免费

发放娟姗牛奶约140杯，免费体验奶条及

奶疙瘩约5斤，当日小程序登录用户 63

人，小程序会员注册量32人，当日购买奶

疙瘩及酸奶条用户13人。

下一步，罕达瀚奶业将致力于让

“老”产业焕发“新”活力，不断强基延链，

进行线上直播带货销售，与相关企业合

作，利用线上线下平台畅通产品进京销

售渠道，让更多的人认识贡格尔草原奶

食品，扩大奶产品销售规模，带动更多牧

民群众增收致富。

罕达瀚奶业在北京开展校园公开日市场推广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高雅静）红山子乡天太永村是红山子乡燕

麦主产区，为做强做优燕麦产业，进一步聚焦村级集体经济发

展，提升特色产业带动力，天太永村积极争取乡村振兴项目，在

天太永村新建1000平方米的燕麦分拣车间以及烘干塔1套，由

卓越农牧业专业合作社对燕麦进行统一收购，集中收储、晾晒和

销售。

“今年的燕麦又喜获丰收，亩产达600斤以上，秋收冬藏，燕

麦经过挑选、定级、打包、入库，今年优质燕麦仓储量达2000余

吨，目前合作社已与多家外地工厂签订销售订单，1500吨优质燕

麦以2600元/吨的价格陆续发往各地。剩余的优质燕麦将通过

进一步清选加工，为来年的春耕播种备好优质良种。普通燕麦

将就近销售给养殖户用于牲畜的饲料。”天太永村卓越农牧业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张艳青说。

近年来，天太永村卓越农牧业专业合作社发展订单种植，做

到专种、专管、专收、专储、专卖，构建订单农业运作体系，形成了

“合作社+基地+农户”的优质燕麦产业化经营模式。同时，合作

社每年向村集体支付收益金10万元，聘用周边5名群众在冬春

季节长期务工，农忙时能够吸纳百余名群众临时就近就业，年支

付工资总计30余万元，真正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下一步，天太永村将以“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继续强

化品牌建设，拓宽销售新渠道，延伸产业链条，推动燕麦产业向

规模化、集约化、品牌化发展，装满农户的“米袋子”，鼓起群众的

“钱袋子”。

红山子乡
耕耘燕麦田 销售富百家

1212 月月 2424 日日，，应昌应昌

街道萃英社区联合克街道萃英社区联合克

旗新联会旗新联会、、社区共建社区共建

单位开展单位开展““巧手做花巧手做花

馍馍‘‘蒸蒸’’出幸福味出幸福味””主主

题党日活动题党日活动。。

摄影摄影 邢文静邢文静

护蕾行动 守望成长

2024年12月27日

本报讯（通讯员 焦阳）寒冬时节，在万合永镇新井村的鸡心

果园里却是一片忙碌景象。当前正值果树冬季田间管理关键

期，这对于来年果实丰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天刚蒙蒙亮，果园内剪枝师傅们就已集合完毕，手持工具，

开始为 14400 棵鸡心果树进行剪枝作业。“果树冬季休眠期剪

枝，营养损失小，疏枝能使养分更多回流到有用枝条。我们重点

剪除徒长枝、下垂枝等，以整理树形、稳定树势，提高结果质量。”

一位剪枝师傅介绍道。

剪枝工作看似容易，实则蕴含诸多学问。为保障冬剪效果，

新井村邀请了外省果树农技专家前来实地指导，同时开展冬季

养护管理培训，现场传授果农遗漏枝条处理、果园拉枝及病虫害

防治等技术要点。

“新井村目前发展鸡心果种植225亩，现在正是冬季管理期

间，我们通过组织培训、现场指导等方式，帮助村民掌握科学的

管护方法。从剪枝的角度、力度到施肥的种类、用量，都进行细

致讲解与实操演示。”万合永镇新井村党总支书记宋瑞才说。“以

前咱们种果树要的是产量，但是现在根据市场对接，要的是质

量，现在通过修剪果树枝条提高果品的质量和效益。”

新井村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果树生长提供了优良条件。

近年来，万合永镇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大力

扶持鸡心果树产业发展，积极引导农户种植，不断优化果园管理

模式。同时鼓励种植户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市场销售方式拓

宽销路，让万合永镇新井村的优质鸡心果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真

正实现了从果园到餐桌的无缝对接，使鸡心果树产业成为带动

当地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强劲动力。

万合永镇新井村
果树冬剪忙 旧枝绽新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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