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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付银兰 智帅君）6 月 6 日，我旗在

树林召镇田家营子扬水站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

动，共放流白花鲢鱼 4800 多斤、草鱼 40 万尾，比去年

同期增加 10%-20%。政府副旗长王帅、黄建军，达拉

特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包树桐及

市、旗相关单位领导、干部、当地群众参加放流活动。

增殖放流活动是我旗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的具体行动，是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举措，是保持水生生物资源多样性、改善黄河等天

然水域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造福千家万户、惠及于

民的社会公益性事业。

多年来，我旗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水产

养殖业。2019 年，全旗水产品总量 5310 吨，渔业产值

近亿元。在水产养殖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渔政部门多

措并举管理和养护渔业资源，通过设立禁渔期、禁渔

区，开展打击电、毒、炸鱼等专项治理，不断促进渔业

资源恢复和水域生态环境改善，取得了明显成效。

参加活动的张女士说：“增殖放流活动很有意

义，我多次参加黄河的增殖放流。保护生态环境人人

有责，保护黄河人人有责，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

好事，我们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好环

境。”

设置27处摆摊点 我旗这样力挺“地摊经济”

本报讯（记者 韩茹 通讯员 王春燕）随着各地政策放

开，“地摊经济”因其在带动消费、拉动就业方面的积极作

用，正在成为经济复苏的新动力。

如何让城市“地摊经济”有序恢复，成就人间烟火气？

近日，我旗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主动适应新形势、新要

求，综合施策、变管为导、寓治于疏、疏导结合，按照“不影响

市容环境、不影响消防安全、不影响道路交通、不影响市民

生活”及“疏堵结合、便民利民、统筹安排、分类指导、规范设

置”的原则，科学谋划，正确引导，合理设置流动摊贩疏导

点，助力商户恢复经营，活跃民生市场，唤醒城市经济。

目前，通过前期对现存流动摊点的数量、经营范围、经

营时间等进行全面排查摸底，按照“主干道严禁、次干道控

制、背街小巷规范”的原则设置，充分征

求社区意见，考虑周边市民的需求，根

据地段、摊贩分类的不同，在城区选定

27 处集中经营疏导点。这 27 处集中经

营疏导点分别在东城区菜市场、日和 A

区对面、三顷地惠民农贸市场、泰兴路

与锡尼街西南拐角、四季青院内西侧 1

处、中凯雅苑 A、B区西南拐角 1 处、白

塔早市、锦华苑东门北侧、电厂家属区

东门、黑胡子集中经营点、万通家园西

门、东达创业园区农贸市场、光荣院西

侧、站前广场（旧火车站）、林荫路西（旧

桥洞）、教育街（银肯早市）、树西街（党

校巷道）、平原大街（九中西）、九中平房

区（金鹏社区党建活动中心西）、陶瓷广

场东、陶瓷广场西、新华路新乐酒店门

前、六完小东南、六完小东北、王贵新

村、汇金时代小区西侧（公园路西）、双骏公园南。

走进各便民疏导点，卖货的摊主们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高兴地说道“以前出来摆摊卖东西，怕被城管没收掉，这回

没有这样的担心了！现在政策这么好，我们一定会遵守各项

管理规定，维护好秩序、保护好环境卫生。”

我旗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办公室主任韩永军说：“今

后，我局将进一步加强日常管理，确保疏导点正常运行的基

础上，紧紧围绕城市文明管理的新导向，继续深入调研、合

理规划，在确保不影响居民交通和不扰乱市容环境秩序的

情况下，扩大限时经营点范围，助力商户恢复经营和经济复

苏，为推动全旗经济健康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懈努

力。”

21 个城管便民屋免费提供给经营者

本报讯（记者 韩茹 黄欣宇 甘沁玉）配钥匙、修自行

车、钉鞋……城市里的各类小修摊，联系着万千居民，为

老百姓生活提供着不可缺少的便利服务。

为大力推进城市管理人性化服务和便民服务精

细化发展，近日，旗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陆续将 21 个

城管便民屋投放到有配钥匙、修自行车、钉鞋的路边摊

点，全部免费提供给经营者，引导和扶持服务业的发

展。

今年 66 岁的王存玺大爷在邮政大楼一带修自行

车、配钥匙已有 20 余载，一直都是户外工作，“夏热冬冷

不说，还得躲城管，日子过得不踏实，”王大爷如是说。可

近日，王大爷终于摆脱这种“不踏实”的日子了，不仅不用

躲城管，还“进驻”了为其免费提供的城管便民屋，王大爷

心里乐开了花，高兴、激动之情更是溢于言表。见到记者，

王大爷连连称好，不仅称赞国家的政策，还称赞城管执行

得好。现在，王大爷已经把他配钥匙的工具都搬进了便民

屋里，里面还支起了简易休息的地方，外面只有些零星需

要修自行车的工具，和以前比起来整洁了许多。

前来配钥匙的李女士见状说道：“跟前有这么一个

小修摊对于居民来说，方便不少；不然，还得因为配钥匙、

修自行车跑大老远去找。这个便民屋不仅能改观市容市

貌，还能给这些辛苦赚钱的维修师傅们提供一个放心的

场地，更能方便我们，一举三得，值得称赞！”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后续还将加大调研力度，在现

有基础上科学合理规划小修摊，鼓励、引导、规范其发展，

为老百姓的生计便利和城市环境保驾护航。

工业街道兴盛园社区书记直播间带货

本报讯（记者 付银兰 张静 黄欣宇 甘沁玉）6 月 5 日

晚，由工业街道兴盛园社区党支部书记靳苗担任主播的“消

费扶贫，你我同行”助农直播在电商服务中心大厅举行。

７时２０分，亮相直播现场的靳苗和同事热情洋溢

地向广大网友介绍和展示了我旗风水梁獭兔、獭兔肉酱、兔

肉干、雷大姐酱腌菜、蛇肯点素面粉、四村大米、蒙根花香菇

酱、馥曦扎蒙香油等农副产品，她们稳健的台风和诱人的食

品迅速吸引了网友注意。

直播中，各企业相关负责人配合靳苗介绍了各自产品

的生产工艺、品种口味、产品特点。蛇肯点素村两委成员王

伟介绍，村里面粉厂优先高价收购贫困户的面粉，助推贫困

户早日脱贫。雷大姐带的联合福利大礼盒“绝味特产集”包

括酱腌菜、挂面、香菇酱，诚意满满。

直播中，购买一定金额送特定礼品、整点秒杀、截图送

礼等优惠活动一次次将直播推向高潮。

线上线下气氛热烈紧张，人们争着下单抢着秒杀。“抢

到了抢到了！”“一眨眼就抢完了！”“练手速，下次一定要抢

到！”“快买、快买，买到就是赚到。”首次带货直播的靳苗展

现了与网民互动的娴熟技巧，用幽默风趣的语言全方位展

示了我旗的农副产品。

直播间外，亦是人头攒动，街道、社区干部和周边群众

聚在一起，兴致勃勃地品尝着两米酸粥、米凉粉等特色美

味。这边工作人员介绍：“风水梁养的这种獭兔被誉为食草

珍珠。兔皮是做高档裘皮制品的上等原料；兔肉是低脂肪、

低胆固醇、高蛋白质的营养保健型肉类，被誉为‘美容长寿’

肉。”那边品尝食品的张女士津津有味地说：“这瓜子真香，

吃出了童年的感觉。”……

“这样的直播，体现了街道、社区体察基层、服务百姓，

俯下身、沉下心、干实事的决心。她们以这样的方式宣传当

地农副产品，也让人感觉亲切生动，咱老百姓喜闻乐见。”一

位网友下单后如是表达感受。

直播持续两个半小时，现场销售额近 2 万元。

扎根基层办实事 情系群众暖民心

今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收官之年，达拉特旗新一

轮的包联驻村工作已经启动，在原有 174 名驻村干部的

基础上，又新选派 268 人，分派到 9 个苏木镇 132 个嘎查

村。他们身带“军令状”，眼盯着“倒计时”，手持“作战图”，

主动投身基层一线，立足各村实际，千方百计谋发展，全

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记者来到白泥井镇隆盛城村黑小麦种植基地，见到

了从“胖小子”到“黑小子”的驻村第一书记王乐。他正和

村民贾红查看黑小麦的长势，一望无际的黑小麦满眼绿

意，长势喜人，个头明显优于普通小麦。望着这些黑小麦，

贾红不禁喜笑颜开。

贾红说:“去年，我们村两委试种了一些黑小麦，他们

卖的价钱挺好，效益也挺好。今年王书记带领我们种植黑

小麦，我和我儿子种植了 40 亩，看现在的长势挺好。黑小

麦面粉卖得价格高，收益也肯定比普通小麦好。”

白泥井镇隆盛城村濒临黄河，土地平坦肥沃，但是大

多数村民还是以大田种植普通小麦、玉米、葵花为主，遇

到行情低迷，往往增产不增收。面对隆盛城村的现状，王

乐和其他两名驻村干部经过多方咨询、考察学习，了解到

黑小麦营养健康，种植技术简单，价格高，市场潜力大，于

是在旗委组织部的大力支持下，决定借助得天独厚的地

理资源优势，全面推广黑小麦种植，发展高效农业，让土

地收益最大化。

王乐说：“去年村支两委试种黑小麦，投放了一部分

到市场上，反响比较好。今年我们发动广大群众，又增加

了种植面积，一共种植了 80 多亩黑小麦。我们还准备成

立合作社，吸纳更多的群众加入到合作社，打造以隆盛城

为名的一个品牌，自己加工、包装、设计，把我们自己的黑

小麦推向市场。”

在发展特色种植之外，走访入户是王乐每天的日常

工作。2016 年村民刘平因病致困，驻村干部和帮扶责任人

经过商议，想帮助他多增加收入，建议他利用现有的猪舍

发展养殖，再加医疗救助、公益性工作岗位等项目使他摆

脱了贫困。现在王乐仍然会定期上门了解他近期的生产

生活情况，帮助他解决实际困难。

有着 10 年基层工作经验的王乐深知扶贫工作任重

而道远，对于今后如何继续壮大村集体经济，王乐还有着

更大的规划，他告诉记者：“去年和今年在隆盛城村投资

了 130 万元，打造一处农贸市场，以农贸市场为投资和一

家公司达成了合作协议，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同时向有关

部门申请专项资金，为隆盛城村修路绿化，把隆盛城村建

设得更加美丽、宜居。”目前，关于隆盛城村发展项目的报

告已经上报，一幅美丽多姿的新农村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2019 年，王绎铭被委以重任，成为风水梁镇敖包梁

村“第一书记”。在接到任务后，他抱着全心全意为村民服

务的决心，投入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工作中来。对王

绎铭的工作，敖包梁村的村民最有发言权。

兰三计是 2016 年建档立卡贫困户，后因各种帮扶成

功脱贫，但是如何让他能够有稳定的收入不返贫又成了

王绎铭心里牵挂的事。今年春天，王绎铭给像兰三计这样

的当地贫困户发放鸡苗和籽种，让他们早日增收致富。

敖包梁村位于风水梁镇东南边缘，位置较为偏远，常

年风沙较大，水资源匮乏，属梁外山区。经过一段时间的

摸底调查了解后，王绎铭发现村里集体经济基础薄弱，没

有形成集体经济发展的产业或项目。于是，他便和驻村工

作队队员、村支两委开始寻找发展村集体经济的门道。对

敖包梁村进行详细勘查后，他们发现该村依托附近的铁

路工程，让原本缺水的敖包梁村有一汪活水。经过反复思

索论证，他们决定发展冷水鱼与常规鱼生态养殖，拓宽增

收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现在实现了全村全部脱贫。

敖包梁村党支部书记侯丰梁说：“过去我们村集体经

济就是路边的便民超市，给人承包出去每年是 26000 块

钱。通过驻村工作队的干部们帮助我们打造常规鱼和冷

水鱼养殖，我们的村集体经济发展到现在每年 67000 多

块钱。他们下来对我们生产生活和壮大村集体经济、扶贫

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敖包梁村已经脱贫的村民大多年老体弱或残疾患

病，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很可能再次返贫。为了彻底拔

掉穷根儿，今年王绎铭决定继续发展壮大冷水鱼养殖，以

冷水鱼养殖为核心，把养殖基地及周边地区打造为一个

集观光渔业、体闲产业、餐饮住宿、生态旅游为一体的冷

水鱼特色景观区，增加村集体收入，再以分红的方式帮助

村里的困难户，这一举措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确保更多

村民走上富裕路。

王绎铭说：“村集体拿出 20%的集体经济收益，给贫

困户和一些困难户提供一些鸡苗、饲料，帮他们发展产

业。”

王乐、王绎铭只是全旗 442 名驻村干部的缩影，他

们跑项目、找资金、出良策、埋头干，用脚步丈量民意、用

心灵倾听民声、将汗水挥洒在田间地头，印证着苦干实

干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决心与行动，共同谱写脱贫攻坚

的“华丽乐章”，为旗委、政府和全旗广大人民群众交上

一份满意的答卷。

王乐（左一）入户走访

敖包梁村养殖鱼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