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于江琦）深化全
民阅读，书香直达基层。4月23日，
由乌兰察布市图书馆、乌兰察布市
新华书店主办的“阅见北疆 书香乌
兰察布”2025 全民阅读季活动正式
启动。

“火车一路向北，窗外景色从南
方的温婉渐变为北方的辽阔。”活动
现场，诵读人手持书卷，声音轻柔而
富有感染力，伴随着《旧轨还乡》柔
软细腻的字句，全场观众被带入了
一个充满回忆与温情的世界。感受
过乡愁的余韵，观众又跟随诵读人
的脚步，踏入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
史长河，重温《集宁战役》那段峥嵘
岁月。

书香浸润心灵，阅读丈量人
生。在本次活动中，主办方还通过
市图书馆2024年度图书借阅册次排
名和阅读推广活动的影响力，评选
出了10位最执着的“阅读之星”和5
位“优秀阅读推广人”。随后，活动
在《一路书香，一生阳光》的诵读声
中缓缓落幕。

据介绍，本次“4·23 世界读书
日”系列活动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模式，活动形式丰富多样。线下
活动有“同读一本书”，与各行各业
的阅读爱好者共同阅读，互相推荐
精选好书，并分享阅读心得与感悟；
还有趣味绘本阅读、趣味找书、少儿
探馆等活动，带领小读者们互动阅
读，激发想象力；更有科普阅读、主
题书展等活动，带领读者们在阅读
中获取知识，品鉴经典及最新出版
图书。线上活动有图书馆摄影大
赛、线上读书打卡、线上知识竞赛
等，读者可通过“乌兰察布图书馆”
微信公众号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活动
进行参与。

“今天，我们以‘书香乌兰察布’
为名，不仅是为了传递书籍的力量，
也是希望通过活动的开展，加强群
众对北疆文化的理解与兴趣，让更多人从阅读中汲取养分。”
市文旅体局公共服务科科长辛凤杰说，希望通过这次系列活
动，让草原的传说、红色的记忆、时代的篇章，用文字的形式传
承发展，让每一颗热爱阅读的心，都能在乌兰察布这片土地上
找到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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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见北疆 书香乌兰察布”2025全民阅读季活动现场。 实习记者 张可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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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璟 通讯员 郝凤雄

今年以来，化德县锚定优化营商环
境、惠企便民的目标，紧紧围绕企业与
群众需求，全力推行免费刻章、免费邮
寄、免费打印及全程帮代办的“三免一
帮”服务举措，精心塑造“服务有温度，
办事有速度”的“德立办”服务品牌，旨
在让企业和群众在办事过程中，收获更
多的舒心与满意。

免费打印复印，节省办事时间——
在化德县政务服务大厅，只要企

业或群众办理业务时需要提供资料、
复印证件，都能享受免费打印、复印服

务。2025 年第一季度，大厅已为办事
群众免费打印、复印各类资料超30000
张，不仅让群众免去了来回奔波的麻
烦，还降低了办事成本，大幅提升了办
事效率。

免费刻制印章，减轻企业负担——
化德县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

管理局积极与县农业银行、信用联社达
成合作协议。新注册登记的经营主体
在上述合作银行开户时，可享受免费刻
制印章服务。仅 2025 年第一季度，就
累计为企业免费刻制印章 32 套，直接
为企业节省成本1.6万元。

免费邮寄证照，带来全新便利——

化德县将取件模式由“现场取”升
级为“上门送”，变“群众跑”为“快递
达”。对于有需求的办事企业和群众，
化德县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
局承担全部邮寄费用，让群众足不出户
就能拿到证件。2025 年第一季度，已
为2家企业提供免费寄递服务，真正做
到了便民利民。

帮办代办服务，解决群众难题——
化德县变“群众找”为“主动帮”，为

企业和群众提供信息咨询、精准导服以
及全程帮办代办服务，尽可能减少群众
跑腿次数，显著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政
务服务大厅专门设立帮办窗口、导办台

与企业服务专区，安排2名帮办代办人
员、1名导服人员和2名咨询人员，为办
事群众提供精细化服务。2025年第一
季度，帮办代办服务企业和群众达
8000余次。

“小窗口服务大民生，小细节提
升获得感。”化德县政务服务中心将
始终秉持“服务有温度，办事有速度”
的理念，持续创新管理制度，优化服
务流程与模式，全力构建流程精简、
效率高效、服务优质的政务服务体
系，推动政务服务标准化水平全面提
升，持续增强企业和群众办事的获得
感与满意度。

化德县：“三免一帮”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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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记者 王圆捷 李星宇）
4月23日是第30个“世界读书日”。当
日，由乌兰察布开放大学主办的“乌市
爱读书”系列读书分享会活动在该校图
书馆举行。来自全市的阅读爱好者、学
校师生以及社区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开
启这场书香盛宴。

启动仪式上，乌兰察布开放大学发
布“乌市爱读书”logo图标并为其揭牌，
旨在推动全民阅读深入开展，助力书香
乌兰察布建设；分别向集宁区泉山北街
社区、前进路宏伟社区捐赠图书 4 万
码洋，丰富社区图书资源。

有的分享读书获得的人生启示，有
的畅谈读书经验，有的结合社会现象展
开讨论……在读书分享环节，来自各行

各业的多位书友结合自身读书经历畅
谈理解与感悟。这样的读书分享会不
仅丰富了文化生活，还营造了“爱读书、
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氛围。

“乌兰察布开放大学始终以服务全
民终身学习为使命，积极推动全民阅读
深入开展。近年来，我校通过‘开大书
屋’项目，将优质图书资源下沉至社区、
乡村、企业、学校，累计建设书屋83家，
让‘家门口的图书馆’成为人民群众的
精神港湾。”乌兰察布开放大学党委副
书记、校长王杨表示，未来，乌兰察布开
放大学将以此为契机，以“乌市爱读书”
主题为抓手，继续开展一系列形式多样
的阅读、朗诵活动，让书香浸润城市的
每一个角落。

乌兰察布开放大学

举办“乌市爱读书”系列读书分享会

本报讯（记者 于江琦）4 月 22 日
下午，由乌兰察布市作家协会主办、集
宁区新世纪中学承办的“文润北疆 书
香乌兰察布”4·23 世界读书日主题征
文颁奖仪式举行。

据悉，本次主题征文活动收到成人
组254篇、学生组336篇，共计590篇征
文。经过评委组的严谨评审与多轮遴
选，最终产生成人组一等奖2名、二等
奖5名、三等奖10名，中学组文学新人
奖11名，小学组文学新人奖11名以及
优秀组织单位13个。

颁奖仪式上，市作协名誉副主席杜
卫国对获奖文章进行了点评，并由主持
人宣读了集宁师范学院蒙古学学院蒙

古语文学教授达·乌恩齐对本次征文比
赛中蒙文稿件的评语。随后，小学组

“文学新人”奖、中学组“文学新人”奖以
及成人组获奖者代表向观众分享了自
己的获奖文章和读书体会；集宁师范学
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郝青山为
观众深情朗读了成人组一等奖获奖者
陈明亮的《轮椅上的孤岛与星空》。

“这次征文活动，全市各行各业的
作者踊跃投稿。他们来自机关、学校、
企业、乡镇，有退休老人，也有年轻人、
小学生。他们的作品向上、向好、向善、
向美，每一篇都是心血的凝结，体现了
乌兰察布文学创作的蓬勃生机与活
力。”市作协主席闫曼丽说道。

文润北疆 书香乌兰察布

世界读书日主题征文颁奖仪式举行

本报讯（记 者 王锦鹏 通 讯 员
郝登海）近日，兴和县农科局开展“春
耕备耕、培训先行”服务活动，并举办
2025 年第二期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
驶员及安全操作培训班，为春耕生产保
驾护航。

此次培训内容主要分为观看农机
事故警示教育片、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
三部分。警示教育片带给大家启示，大
部分农机事故案例都源于驾驶人安全
意识和法律意识淡薄，常常抱有侥幸心

理，最终酿成悲剧；理论知识包括农机
法律法规、农机驾驶操作技术、机具维
护保养知识和常见故障诊断排除等内
容；操作技能包括场地移库、道路驾驶
和驾驶员安全知识。在培训现场，教练
员详细讲解动作要领，做好操作示范，
引导学员正确掌握拖拉机、收割机驾驶
操作技能。

培训结束后，学员们参加了理论知
识、操作技能等科目考试并，顺利通过了
考试，拿到了拖拉机或收割机驾驶证。

通过此次培训，进一步加强了农机驾
驶员的驾驶操作技术，提高了自身的安全
意识、责任意识、守法意识和服务意识，
为春耕农机安全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兴和县：春耕备耕 培训先行

本报讯（记 者 李敖民 通 讯 员
张慧 贺媛媛）近日，“理响乌兰察布”
宣讲团在凉城县开展全国两会精神示
范宣讲活动。

宣讲团先后走进乌兰察布蒙帝乳
业有限责任公司和凉城县鸿茅镇和景
社区，采用“理论+实例”的宣讲方式，
用群众语言解读政策要义，通过地方
发展“小故事”阐释国家战略“大道
理”。在蒙帝乳业，宣讲员重点结合自
治区《推进奶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

策措施》，解读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实
体经济发展的部署；在和景社区则聚
焦民生改善，用“身边变化”诠释“发展
理念”。

“通过学习两会精神，我深受启
发，也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期待。下
一步，我们公司将以两会精神为指
引，不断开拓创新，为凉城县高质量
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乌兰察
布蒙帝乳业有限责任公司职工邢前
伟说。

“ 理 响 乌 兰 察 布 ”宣 讲 团
走进凉城宣讲全国两会精神

本 报 讯（记 者 云 娜 通 讯 员
温颖奇）近日，作为国家首批确定的
16 个区域性特殊危险废物集中处置
中心项目——华新绿源（内蒙古）环
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华新危险废物
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在丰镇市全面启
动建设。

该项目于 2024 年 7 月 19 日成功
入选国家《危险废物重大工程建设
总 体 实 施 方 案（2023-2025 年）》首
批 特 殊 危 险 废 物 集 中 处 置 中 心 项
目，总投资 26571.66 万元，占地面积
11385 平方米，建设总规模为 7.5 万

吨/年 。 目 前 ，已 进 入 设 备 安 装 关
键阶段，预计 2026 年 6 月正式投产
运营。

该项目采用以废治废思路实现危
险废物的节能化、资源化处置，将危险
废物吃干榨净。项目投产后，产生的
结晶盐可以满足融雪剂、印染盐等产
品的要求，实现市场化销售；废渣可制
成新型保温材料。同时，将填补乌兰
察布市及周边地区危险废物资源化利
用的空白，推动危险废物处理专业化、
规模化，有力提升区域生态环境安全
保障能力。

国家首批区域性特殊危险废物集中处置中心项目

华新危险废物资源综合利用项目落地丰镇

□本报记者 孙国俊 通讯员 师慧杰

黄旗海，这片曾经水草丰美、候鸟
成群的生态宝地，曾因过度开发和人为
干扰，生态环境一度受到严重威胁。近
年来，察右前旗坚决把黄旗海自然保护
区生态保护治理工作作为践行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实践，立足建设祖
国北疆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战略定位，
以“优、拆、围、禁、收、疏、补、管”八项举
措为抓手，投入资金3.17亿元，实施项
目 33 个，全方位、多层次推进生态保
护，让黄旗海重现草丰水美的动人景
象，绘就了一幅生态新图景。

——“优”化整合，推进自然保护地
体系建设。

察右前旗对保护区范围进行科学
合理的调整优化，组织专业力量编制完
成了黄旗海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初
稿），为保护治理工作提供了科学、可持
续的依据。通过优化整合，进一步明确
了保护区的功能定位和保护重点，为后
续的生态保护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使
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更加科学、合理、
高效。

——“拆”除退出，减少生态环境
污染。

察右前旗坚持尊重历史、照顾现
实、分类施策的原则，按照“拆除退出与
促进发展相结合、解决老问题与化解新
矛盾相结合、整治违法违规与引导合法
经营相结合”的思路，多措并举，先后投
资3500余万元，对保护区内16家养殖
场（户）进行了拆除退出。同时，区域化
布局划定 50 个肉牛发展重点村，新规
划 42 平方公里肉牛集中养殖区，及时

出台肉牛扩群倍增奖励扶持政策，引导
养殖业有序外迁。这一举措不仅有效
减少了保护区内的生态环境污染，还保
障了当地养殖户的合法权益，实现了生
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围”封保护，降低人为因素影响。
为最大限度降低人为因素对生态

环境的影响，促进保护区内野生动物、
森林草原植被和湿地资源的休养生息
和自然健康发展，察右前旗实施了核心
区围封并对已建成网围栏进行破损修
复工作。目前，保护区核心区围封网围
栏达到71.24千米。同时，察右前旗政
府继续流转围封区域内耕地 10653.9
亩，统一种植牧草，实现了禁膜、禁肥、
禁药和“水改旱”。通过这些措施，有效
减少了人类活动对保护区的干扰，为野
生动植物提供了更加安全的生存空间，
促进了生态系统的自然修复。

——“禁”牧严管，杜绝偷牧滥牧
行为。

在保护区内实行全面禁牧。察右
前旗组建成立禁牧综合执法工作组，开
展禁牧巡查和禁牧舍饲宣传，加强保护
区巡察、管护力度，严厉打击偷牧滥牧
行为。2022 年至今，累计处罚偷牧滥
牧行为57起，并教育劝阻偷牧行为300
次，有效杜绝了偷牧滥牧行为的发生。
通过严格的禁牧管理，保护区内植被得
到了有效恢复，生态环境逐步改善，生
态系统的稳定性显著增强。

——污废同“收”，强化污染治理。
为切实抓好保护区污水、垃圾、畜

禽粪污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察右前旗
加强保护区污水管网、垃圾转运及粪污
处理、残膜回收等基础建设。2022 年

以来，累计投资10018.61万元，先后在
保护区和周边建成10座垃圾转运站、5
个地膜回收站，全覆盖改造户厕 432
户，购置10台压缩垃圾收集车，拆除71
个露天垃圾池，购置 180 个密闭垃圾
箱。目前，保护区内2个村及周边49个
村实现垃圾日产日清、残膜全部回收转
化。同时，安装48套微动力处理设备，
为344户农户建设户内EGA智能槽，新
建污水管网51公里及配套设施。目前
保护区内2个及周边18个村实现生活
污水集中收集处理，畜禽粪污日产日
清、有机肥还田。通过集中收集转化处
理方式，最大限度减少了畜禽粪污、垃
圾、污水、残膜对生态环境的污染，有效
改善了保护区的环境质量，为生态系统
的恢复创造了良好条件。

——“疏”“补”结合，加快生态系统
多样性恢复。

为加快黄旗海生态恢复，察右前旗
主动作为，开展了多项保护恢复治理工
作。先后实施疏浚治理入湖河沟工程，
疏浚治理重点河道2条共26.69公里，生
态小流域治理1000公顷，推动黄旗海储
水量和湖面面积稳步恢复。累计投入
8556.6万元实施生态恢复工程，通过人
工造林2万亩，退化林修复4.56万亩，退
化草原修复5万亩，草原围封2.5万亩，
羊草补播试点0.1万亩、飞播修复0.5万
亩、盐碱修复试点0.05万亩，补齐了生
态建设短板，逐渐恢复了保护区内的生
物多样性。通过“疏”“补”结合的方式，
黄旗海的生态系统得到了有效修复，生
物多样性显著增加，生态环境质量大幅
提升，重现了往日的生机与活力。

——“管”控到位，实现全方位长效

管理。
在村庄管控上，察右前旗制定了

《黄旗海自然保护区内村庄管控方案》，
严控保护区内房屋圈舍新建、修缮审批
关，严防新建扩建行为。在农业生产方
面，封停机电井637眼、拆除喷灌圈，推
广高标准农田及水肥一体化技术，核心
区内禁膜、禁肥、禁药，一般控制区推广
试验降解膜和标准膜。同时，对9个乡
镇1836眼机电井安装计量表，推进农业
水价改革，从源头上减少农业面源污
染。在日常管理中，投入2600万元建成
全区首个自然保护区智慧化监管中心，
同步完善防火预警、扑救、保障体系，升
级基础设施。综合利用天（无人机巡
航）、地（视频探头监控）、人（巡护人员
巡查）相互策应、集体联动模式，对野生
动植物及林草湿资源进行全天候智能
监测，实现保护区连续多年零火灾事
故。该模式以“智慧监管+刚性约束”双
轮驱动，开创了自治区级保护区智能化
管控先河，获自治区高度认可。通过全
方位、多层次的管控措施，实现了对黄
旗海自然保护区的长效管理，确保了生
态保护工作的持续、稳定、有效推进。

如今的黄旗海，经过察右前旗的不
懈努力，生态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曾
经因人为干扰而受损的生态宝地，如今
重现了草丰水美、候鸟成群的动人景象，
成为了一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净
土。下一步，察右前旗将全方位、多层次
推进黄旗海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治理工
作，不仅为当地居民创造了更加美好的
生活环境，也为中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
屏障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为全国生态
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示范。

念好“八字诀”，察右前旗——

绘 就 黄 旗 海 生 态 新 图 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