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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鹏）6 月 8 日，
乌兰察布市艺术学校·阿拉坦其其格
蒙古族长调传承培训中心共赴蒙古
国参加亚洲艺术节汇报演出在市艺
术学校举行。

开场蒙古族长调歌曲《茂盛的夏
季》以悠扬的旋律，勾勒出草原的壮美
风光，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女声独唱

《俊俏的小黄马》《走势优美的小棕马》
用婉转的曲调，展现了蒙古马的神韵。

市艺术学校阿拉坦其其格蒙古族
长短调传承班带来的《穿着美丽服饰的
母亲》《阿拉泰杭盖》，运用多声部交织
的和声，传递出草原民族的豪迈气概。
马头琴合奏《初升的太阳》和《敖特儿风
情》，通过弓弦间流淌的旋律，生动诠释
了游牧民族对自然的崇敬与热爱。

现场观众反响热烈。市民田润芳
说：“在剧场欣赏到如此纯正的草原长
调，仿佛瞬间穿越到了大草原。这种
文化体验令人难忘。”

据悉，蒙古族长调民歌简称长调，
是一种具有鲜明游牧文化和地域文化
特征的独特演唱形式，被誉为蒙古族
音乐的“活化石”，在世界上多个国家
都有传承。2005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列为第三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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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丽娟
实 习 生 张晓阳 张燕

6月6日，由集宁师范学院与乌兰察布
市作家协会联合主办的“文艺精品进校园”
系列活动先后在集宁区新世纪小学和集宁
师范学院开展。青年诗人晓角携诗集《三
天过完十六岁》走进校园，与师生们面对面
交流，分享她用文字改变命运、用诗歌温暖
人生的感人故事。

晓角，本名李华，2003年8月生于乌兰
察布丰镇市的一个贫困山村，“小时候家里
是村里最穷的几户之一”这个本该享受校园
时光的00后女孩，却因家庭困境一度失学。

然而，是文学为她打开了另一扇窗。8
岁时，曾做过民办教师的外公送给她一本

《唐诗三百首》，那些直抵心灵的诗句成为

她最早的文学启蒙；15 岁时，她开始用文
字宣泄生活的苦痛；17岁时，组诗《一个少
女的冬天》在《中国校园文学》发表，标志着
这位自学成才的少女正式走上文学道路。

2024年9月，晓角的首部诗集《三天过
完十六岁》出版，收录了她自2019 年以来
创作的近140首诗歌。诗中既有对家乡风
物的深情描摹，也有对亲人恩情的真挚倾
诉，更记录了一个少女在生活重压下依然
保持的细腻观察与深刻思考。如诗集中同
名诗作所写：“三天，一天寄给母亲/做成
布/去让她擦洗自己走失多年的白发/一天
送给父亲/烧成夕阳/让这个老农提前一时
辰走完六条沟的山路”，朴实的语言中蕴含
着惊人的情感力量。

一位诗人这样评价：“上帝诅咒了她的生
活，却亲吻了她的灵魂。”晓角的诗质地坚硬，

在尘土飞扬的人间寻找着暖色调，展现出一
个少女超乎寻常的精神韧性和生命张力。

在新世纪小学，六年级学生王梓馨在
互动环节激动地说：“晓角师姐的诗朴实自
然，让人感同身受。从没上过学的她能写
出这么真挚的诗句，让人佩服。”活动现场，
孩子们自发朗诵诗集中的片段，用稚嫩的
声音诠释着对文学的理解。

在集宁师范学院——这个晓角曾以旁
听生身份如饥似渴汲取知识的地方，如今
她以青年诗人的身份为学弟学妹们讲述着
热爱文学与坚持写作的心路历程。“写作让
我找到了表达自我的方式，也希望这些文
字能给更多人带来勇气。”晓角说道。

“从《我的动物世界》到《三天过完十
六岁》，可以看到晓角思想成长的清晰轨
迹，饱满的情感赋予文字强大的张力，这

正是她的诗最打动人心之处。”集宁师范
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杨瑞芳为晓角的成
长感到自豪。

作为乌兰察布市推进青少年素质教
育的重要举措，“文艺精品进校园”系列
活动不仅搭建了广大师生与文学创作者
直接对话的平台，也成为营造良好校园
文化的重要载体。正如活动主题“以文
学点亮生命之光”所昭示的，在晓角的诗
歌与故事中，让读者看到了文学改变人
生的力量，也看到了一个年轻灵魂在逆
境中绽放的光芒。

据悉，作为活动的协办单位，市融媒体
中心和领先书城的负责人均表示，未来，将
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文艺活动，让更多优
秀作品走进校园，用文学的力量滋养青少
年的心灵。

青年诗人晓角携诗集《三天过完十六岁》走进校园——

用 文 字 改 变 命 运 用 诗 歌 温 暖 人 生

□本报记者 孙国俊 通讯员 于碧波 李祉葶

“这口井明明在我们村的地上！”“水井是在我们
耕地上挖的，凭啥说是你们的？”因一口水井的归属问
题，四子王旗东八号乡西梁底村和小沟子村的村民争
执不下。

这场风波始于几个月前，东八号乡小沟子村村民
在耕地边缘打了一口灌溉井，没想到一锹下去，挖出
了两个村的陈年旧怨。村委会多次调解无果，眼看矛
盾愈发升级，便及时上报东八号乡综治中心。经过多
方联动，东八号乡综治中心依据专业法律知识打开两
村心结，使这口引发风波的水井成为“连心井”。

近年来，四子王旗东八号乡深入贯彻落实新
时代“枫桥经验”，以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为抓
手，通过织密组织架构、优化运行机制、强化服务
保障，构建起多元共治、高效协同的基层社会治
理新格局，实现了矛盾纠纷就地化解、平安建设
提质增效。

夯实根基，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按照“六窗
四室”标准建成 188 平方米规范化阵地，整合群众接
待、信访代办、法律服务等6个窗口，设立矛盾调解室、
心理咨询室等4个功能室，实现“一厅式受理、一站式
服务”。同时，建立“专职+派驻＋协作”模式，由乡党
委副书记统筹，公安、司法、法院等部门联动入驻，通
过常驻、轮驻等方式合力解决问题。

高效运行，矛盾化解在基层。推行“一窗受理、分
类办理、限时办结”机制，对群众诉求全程跟踪督办，
确保群众诉求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每月召开联
席会议，由党委书记牵头，对重大矛盾实行“一案一专
班”包联化解，今年以来受理的14起纠纷全部就地化
解；以“网格党小组＋专职网格员＋联户长”的铁三角
基层微治理架构作为综治中心延伸基层的触角，构建

“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社会治理格局，将
服务延伸至农户院落、田间地头和群众心中。

强化保障，提升治理效能。在重点人员管理方
面，依托网格化管理，联合村“两委”、派出所等力量开展拉网式排查，建立动态
管理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动态准。同时，定期组织网格员、联户长、调解
员开展业务培训，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分析、经验交流等方式，提升综治队伍专
业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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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调悠扬，婉转动听。 本报记者 郭小燕 摄

□本报记者 孙国俊
通 讯 员 冯丽媛 王志文

5月29日，晨光初绽的察右后旗红
丰村洋溢着春日的生机。市住建局的
帮扶车队驶入村口时，400户村民已带
着竹筐、纸箱等候在文化广场。今天，
他们每户将免费领取10只活蹦乱跳的
鸡苗和30斤饲料。这些承载着希望的
小生灵，即将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黄
金起点”。

——小鸡仔“跳”出乡村新盼头。
“张婶，您家 10 只麻羽鸡苗，注意

前两周要保温！”工作人员抱着纸箱穿
梭在人群中，指尖划过绒毛的沙沙声与
村民的笑声交织。68岁的老魏小心翼
翼地接过鸡苗，掌心托着毛茸茸的小生
命，眼角皱纹笑成沟壑：“去年养的土鸡
卖了800元。今年有了这批‘扶贫苗’，
加上技术员教的发酵床养殖法，年底能
给孙子攒够学费！”

发放台上，《庭院养殖手册》被翻得

哗哗响。驻村技术员王磊蹲在地上，用
树枝在泥土上画鸡舍示意图：“鸡粪要
每天清理，发酵床每季度补菌……”他
抬头时，发现十几双眼睛正紧紧盯着自
己，一位大姐举着手机录视频：“我要发
给打工的儿子看，让他知道家里也要

‘搞产业’了！”
——数据背后的“造血”账本。
这场“送鸡苗”行动，不是简单的物

资施舍，而是精准测算的产业布局：
品种优选：选择适应性强、产蛋率

高的“草原红”土鸡，成年后单只体重可
达4斤，市场价每斤25元，户均养殖10
只便可实现直接收入1000元；

链条延伸：配套发放的发酵床菌
种，可将鸡粪转化为有机肥。村民既能
自用改良菜园土壤，又能以5元/斤价格
卖给合作社，预计每户年增收200元；

技术闭环：市住建局联合畜牧站建
立“1+1+N”帮扶机制（1 名技术员+1
名驻村干部+N 户养殖户），从育雏到
出栏提供7次上门指导，病死禽无害化

处理率达100%。
“去年我们试过送仔猪，但养殖周

期长、风险高。”驻村第一书记杨忠海翻
开账本，“土鸡养殖周期短、门槛低，特
别适合留守老人和妇女。400 户预计
年增收 40 万元，相当于给村里添了个

‘微型养殖场’。”
——从“授鱼”到“授渔”。
在村民李桂芳家的后院，一座崭新

的竹制鸡舍已搭建完毕。墙角码放着
市住建局送来的益生菌和驱虫药，墙上
贴着《养殖日历》：6 月 5 日：第一次疫
苗；6月15日：投放蝇蛆幼虫……这位
曾靠低保度日的单亲妈妈，如今逢人便
说：“政府把‘致富经’都写到纸上了，咱
要是还等靠要，可对不起这些小鸡仔！”

更值得关注的是产业链的悄然成
型：村集体与市区3家超市签订“土鸡直
供协议”，统一佩戴脚环标识，建立溯源
系统；村委会注册“红丰土鸡”商标，设计
印有火山岩图案的包装礼盒；短视频拍
摄小组挨家挨户记录养殖日常，红丰村

的小鸡日记在抖音已获20万次播放量。
“下一步，我们打算搞‘认养农业’。”

杨忠海指着远处的山包说，“游客可以
在手机上选鸡苗、起名字，定期查看生
长视频，出栏后直接快递到家。这样一
来，土鸡价格能再涨30%，还能带动民
宿旅游。”

——乡村振兴的“温度”注脚。
暮色中，老魏蹲在鸡舍前撒玉米

粒，20 只小鸡扑棱着翅膀围上来。他
数着新到的鸡苗，突然哼起了小调：“小
鸡小鸡你快长，长出羽毛换银钱……”
声音穿过篱笆，惊飞了树上的麻雀。不
远处，村委会的大喇叭正在广播：“明早
8点，畜牧站王技术员教大家做生态饲
料，记得带笔记本……”

这场春日里的“小鸡快跑”，映现的
不仅是400户农家的增收账，也是乡村振
兴的方法论：当帮扶从“输血”转向“造
血”，当产业从“零散”迈向“系统”，当村
民从“被动”变为“主动”，红丰村的庭院
里，正生长出比春光更璀璨的希望。

聚焦发展庭院经济，察右后旗红丰村——

乡村振兴添活力 发放鸡苗暖人心本报讯（记者 于江琦）创兴北疆，
逐梦启航。6 月 9 日，“‘小民宿’撬动

‘大民生’，创业就在家门口”创客沙龙
活动举办。

活动中，市人社局工作人员深入宣
讲就业创业政策，聚焦创业者关心的创
业担保贷款、一次性创业补贴等问题，
开展了面对面、一对一的深入解读。细
致地讲解使创业者充分认识到就业创
业政策带来的实惠与便利，有效降低了
创业门槛和风险，进一步增强了创业者
信心。

据悉，参加本次活动的人员主要
有民宿业主、民宿管家、旅行社，以及
对民宿有创业意向的村民和相关专业

的大学生等。此次创客沙龙活动为创
业者搭建了一个多元参与、深度交流
的平台，不仅助力了民宿品牌升级，还
为创业者提供了有效的政策支持与实
践经验。

下一步，市人社局将持续开展“创
兴北疆”系列活动，为创业者提供优质、
专业、高效的服务，激发更多人的创业
热情，以创业带动就业，为我市经济繁
荣发展增添新动力。

随后，在工作人员带领下，创业者
还参观了察右前旗南村民宿。创业指
导老师就民宿的特色定位、目标客群、
服务流程和环境布局，对创业者进行了
逐一指导。

我市举办创客沙龙活动

本报讯（记者 李璟）6月9日，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集宁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在集宁区
社区人口文化广场举行“提素
养·促健康”全民健康素养宣
传月活动。

活动设立了健康素养主题
宣教区和便民服务专区，医务
人员为市民提供面对面健康
常识讲解，并开展免费测量血
压、常见慢性病预防与控制咨
询等服务，传播合理膳食、科
学运动的健康理念。

“以前只知道少吃盐对身
体 好 ，具 体 到 每 天 得 吃 多 少
克 盐 还 真 不 清 楚 ，今 天 学 到

了 很 多 科 学 饮 食 知 识 ，以 后
饮食要低油低盐。”市民张建
设咨询后感慨地说。

“本次活动将健康理念转化
为群众可感知、可实践的具体行
动，有效增强了群众获取、理解
和运用健康信息的能力。”市爱
卫中心负责人邢建军表示，提升
健康素养，是推动健康中国建
设，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保障。
下一步，市卫健委将持续深化健
康知识普及、推进健康促进行
动，着力构建全社会参与的健康
教育新格局，为加快健康城市建
设、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奠定坚实
基础。

市卫健委举办全民
素养健康宣传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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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1.投诉人反映“2021年至今，有人在乌兰察布市丰镇市三义泉镇三岔河村袁家村中5公里河道范围内挖砂外售”的情况部分属实。经查，投诉人反映的河流是山
洪沟，不属于水普名录内河流，也不属于水普名录外划界河流。2020年9月29日，丰镇市自然资源局对三义泉镇三岔河村袁家村石庄沟河道砂石矿统一进行了挂牌
拍卖，丰镇市亿博源材料有限公司于2020年9月29日在竞拍中取得了该河道砂石采矿权，丰镇市自然资源局于2022年4月8日核发了《采矿许可证》，采矿截止日期
为2025年4月8日。该采砂矿项目前期相关手续齐全，编制了《内蒙古自治区丰镇市石庄沟河道砂石矿简测报告及开发利用方案》《内蒙古自治区丰镇市石庄沟砂石
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内蒙古自治区丰镇市石庄沟河道砂石矿开采施工方案》。采砂矿审批长度为7.89公里，规划采区可采砂量为14.86万立方，实
际开采量14.68万立方。经丰镇市水利、自然资源部门2025年5月31日现场勘查，采矿范围在《采矿许可证》矿区范围拐点坐标以内，不存在违规采砂及超范围开采
情况。采矿证于2025年4月8日到期后，丰镇市亿博源材料有限公司拆除了全部采砂设备（已不具备采砂能力），经市、县两级有关部门现场核实，此后没有发现企业
进行过任何采砂外售活动，但现场仍有部分拆除设备未清理完毕，丰镇市已责成企业于6月3日前将残留设备全部清理完毕。2.投诉人反映“河道内形成多个沙坑”
的情况部分属实。经查，该河道采取边开采边治理的形式，由丰镇市亿博源材料有限公司按照《内蒙古自治区丰镇市石庄沟砂石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
案》进行了恢复和治理。经丰镇市水利局、自然资源局现场核查，现场遗留有部分小沙坑和小沙堆，以及企业采砂留下的一处积水坑，无残存的因采砂破坏遗留的较
大沙坑。针对沙坑、沙堆以及积水坑问题，丰镇市已责成企业于6月6日全部清理、修复完毕，并同步组织专家组完成河道修复验收工作。根据2020年9月编制的《内
蒙古自治区丰镇市石庄沟砂石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第九章 结论与建议部分“4.《方案》涉及的土地面积有：本次项目总面积19.27hm2，全部为拟损
毁面积，本方案不做土地复垦工程”。结合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审查表专家评审意见（乌地矿矿治评字〔2020〕1112号）“九、近期治理规划时间为2020
年11月-2023年11月，对河道两侧边坡整形，随时对开采区域进行整平，保障河道行洪通畅”。故按照该《方案》要求无需进行复垦，但对河道两侧边坡进行了整形，
并对开采区域进行了整平，保障了河道行洪通畅。3.投诉人反映“破坏了村中道路”的情况部分属实。经查，投诉人反映的村中道路实则为河道冲刷自然形成的砂石
路，位于开采区范围内，丰镇市亿博源材料有限公司在采砂之前，为该村修缮了方便进出的便道。企业在采砂证到期后，在原址上又重新修缮了进出道路，由于部分
河道比原道路路基高，所以易发生积水、积冰现象，同时，由于近期因雨水冲刷，导致部分道路受到了一定损坏。针对这些问题，丰镇市组织水利、交通等部门进行了
实地核查和充分论证，6月6日，已经对原道路进行平整修缮，以达到不积水和方便出行的目的。

是否
属实

部
分
属
实

办结
目标

完 成 对
沙坑、沙
堆、积水
坑 及 道
路 的 平
整 修 缮
治 理 工
作；做好
安 抚 和
政 策 解
释工作，
提 高 投
诉 人 的
认 可 度
和 满 意
度。

处理和整改情况

1.丰镇市组织相关部门
立即对存在的问题进行
整改，企业已撤走遗留的
采砂设备并完成对沙坑、
沙堆以及积水坑的平整
治理工作。2.丰镇市责
成水利部门会同交通部
门对投诉人举报的出行
道路进行平整修缮。3.
丰镇市水利、自然资源等
部门组织专家对修复治
理后的河道进行验收。
上述整改工作已于6月6
日全部整改到位。下一
步，丰镇市将加强此类问
题的排查整改，及时回应
群众关切，督促企业规
范、有序开展采砂活动。

是否
办结

已
办
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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