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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记者 刘诏烨）“这
款血压仪能绑定手机，父亲节送礼
很合适。”近日，集宁区卫康臣健康
生活馆内，24岁的李硕仔细比对货
架上的家用医疗器械。随着健康消
费热潮兴起，越来越多年轻人像李
硕一样，把药店变成选购健康礼品、
探索品质生活的“新据点”。

生活馆内，手工艾草锤、足浴
液、加热艾绒眼罩等养生产品散发
着淡淡艾草香，成为年轻人的热门
选择。“工作压力大，用艾草锤按摩
很解压。”95 后上班族王女士前来
回购。店员介绍，近期年轻人为父
母挑选血压仪、血糖仪礼盒的情况
增多，药店还提供礼品包装服务。

在祥和堂连锁大药房，草珊瑚
含片+金嗓子喉片的“护嗓组合”、
西梅汁+益生菌的“肠动力组合”套
餐销量可观，深受久坐办公族喜
爱。此外，果味维C软糖、叶黄素软
糖等健康零食，以及漱口水、防脱洗

发水等日用品也颇受欢迎。
福泽康大药店的美妆专区，可

复美敷料、医用级卫生巾、维E乳等
产品吸引年轻女性。28 岁的陈榕
表示：“我是敏感肌，用械字号护肤
品更放心。”她展示了购买的医用面
膜，笑称药店如今像“健康超市”。

从传统药品零售到多元化健康
服务，药店的转型正悄然改变年轻
人的消费习惯。曾经以药品为主的
空间，如今也多了更多各类健康好
物，满足人们对品质生活和健康养
生的需求。

本报讯（记者 马佳敏）“家里的旧冰
箱还能用，扔了可惜，放着又占地方，正
愁没地方处理呢！”家住集宁区桥东街道
和谐小区的王秀梅说。如今，她的烦恼
有了解决方法——桥东街道“小东红管
家”开设的线上二手置换平台，为居民搭
建起闲置物品流转的线上桥梁。

线上平台一经宣传，居民咨询热度
高涨。居民张晶晶在家中通过手机发送

消息，兴奋地在群里分享：“我家孩子的
婴儿车只用了几个月，还很新，准备挂到
平台上，说不定能帮到有需要的人，还能
换点实用的东西回来。”这种无须出门，
动动手指就能处理闲置物品的方式，让
她直呼便捷又环保。

据悉，该平台以“置换、租售、求购”
的形式，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无论是
找工作、出闲置，还是想招人，居民都能

通过这个线上平台找到解决办法。商场
招聘珠宝导购、台球厅的服务员招聘信
息，以及田园鲜花蛋糕仓储店的众多岗
位需求，都已在平台发布，为求职者和用
人单位搭建起线上沟通的桥梁。居民只
需联系所属社区，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
留下需要发布的具体内容，社区定时上
报，工作人员归类整理后即可在线上平
台发布。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线上平台，进
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倡导绿色环保理
念。”桥东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一举
措不仅方便居民有效回收闲置物品，还
能让大家以更实惠的价格获取所需，实
现资源的高效利用。未来，平台还将不
断完善服务功能，让各类便民信息直达
居民身边，为社区居民增添更多方便与
温暖。

本报讯（记者 朱旭敏 徐楠）
“吃完饭去新区体育场夜市看看！”
“我家就在附近，有了新夜市确实方
便。”6月9日，乌兰察布市体育场东
停车场的夜市正式开放，为市民提
供了消夏休闲的新场所。

傍晚时分，夜市灯光渐次亮起，
吸引众多市民前来。这里美食种类
丰富，爆汁烧烤、铁板鱿鱼、酥脆炸
鸡的香气四溢，创意冰饮、手工甜品
也深受欢迎，白天的暑热被夜市的
烟火气息驱散。

除美食外，夜市还汇聚了原创
手工艺品、民族文创产品、时尚饰品
和趣味玩具。在一处入口旁，专门
设置的儿童游乐区热闹非凡，充气

城堡、迷你过山车、碰碰车等设施，
让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

“以前来体育场只能运动，现在
打完球就能逛夜市，生活丰富多
了。”正在购买热狗的市民张岳说，

“这种规范化管理的夜市，食品安全
和环境卫生都有保障，逛起来更放
心。”

据了解，该夜市由乌兰美文旅
集团主办、乌兰察布市超冠体育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策划，开放时间为
6月9日至10月9日每晚18:00-24:
00。夜市配备了专业安保团队，设
有完善的卫生设施和停车服务，通
过严格的管理措施，确保市民获得
良好消费体验。

□本报记者 鲍娜

自 2019 年启动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以来，集宁区已连续五年推进改造工
作。如今，曾经设施陈旧的老旧小区正
逐步改善，居民生活品质得到提升。

记者从集宁区国融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了解到，截至目前，已有58个小区完
成改造，15个小区的供热管网改造工程
顺利完工。2025年，排水和给水工程也
将纳入改造计划。第二批 62 个老旧小
区改造项目，建筑面积约127.97万平方
米，涉及261栋楼、13293户居民，计划于
2025 年 5 月底开工，预计 10 月底完工。
而在2023年，73个小区已完成改造，总
建筑面积 49.37 万平方米，惠及 128 栋
楼、5027户居民。

在正在改造的福景小区，施工现场
一片忙碌。挖掘机破除破损路面，工人
仔细检查排水管道铺设坡度，建材运输
车辆往来运送保温板、透水砖等材料。
施工人员在脚手架上，熟练地为墙面涂

抹砂浆、安装保温板。
“今年改造任务重，我们采用‘挂

图作战’方式，倒排工期推进。”集宁区
国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范
瑞珍介绍，2025 年将完成 2024 年第一
批 15 个小区的剩余改造任务，并确保
第二批 62 个小区改造工程高质量完
成。

老旧小区改造获得居民广泛认可。
集宁区文化小区居民邹明轩说，改造后
小区安装了智能门禁系统、电动车充电
桩等设施，新规划的停车位也解决了实
际问题。绿苑公寓居民李洪发期待改造
早日完成，尤其是雨污分流的排水系统，
能解决暴雨天污水倒灌的困扰。

建成于 1992 年的集宁区石油公司
家属楼，曾因管道老化、供热不足等问题
影响居民生活。改造后，楼体增加了保
温层，道路重新铺设，还安装了监控设
备。居民姚志荣表示，改造后室内温度
从18℃提升到23℃，还节省了水电费。

从规划设计到工程实施，老旧小区
改造不仅改善了城市面貌，更提升了居
民的生活幸福感。随着改造工程持续推

进，更多老旧小区将完成蜕变，为城市发
展注入新活力。

本报讯（记者 朱旭敏）近日，
广东深圳的李女士一家结束探亲
后，携带孩子乘坐 K1 路公交车前
往乌兰察布高铁站时，不慎将孩子
的新年棉袄遗落车上。这件承载
着特殊意义的衣物遗失，让赶车途
中的李女士一家心急如焚。因需
紧急返回北京，他们无法当日折返
寻找，次日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拨通了乌兰察布市公交公司的求
助电话。

接到求助电话后，公交公司智能
调度中心主任何利明立即添加李女
士微信，详细记录车辆特征、乘车时
间和遗失物品细节。与此同时，K1
路驾驶员孙占军师傅得知情况后，主
动配合调取车载监控、梳理行车路

线。通过实时数据联动和车厢细致
排查，工作人员仅用半天时间就在车
厢角落找到遗落的棉袄。当日17时
许，何利明致电李女士告知寻物结
果，远在北京的李女士难掩感激：“没
想到这么快就找到，这件衣服对孩子
很有纪念意义，谢谢你们！”

不久后，乌兰察布市公交公司
收到李女士寄来的感谢信与锦旗。
她在信中写道：“从电话求助到找回
衣物，每个环节都感受到公交人的
用心。这不仅是一次寻物，更是一
座城市对旅客的温暖守护。”

这场跨城寻物的暖心故事，既
是公交系统“为人民服务”的真实写
照，也展现了城市文明的细节温
度。正如李女士所说：“偶然的遗失
让我们看到，乌兰察布的善意藏在
每一个积极回应的电话里、每一次
认真负责的寻找中。这份温暖，让
我们的归途充满感动。”

本报讯（记者 朱旭敏 徐楠）5月28
日，集宁区桥西部分再生资源回收站、殡
葬用品店及建筑面积超200平方米的经

营场所负责人、从业人员等50余人参加
了桥西街道消防基本技能和消防安全常
识培训。同时，消防部门对整改进度缓

慢以及不达标的“九小场所”负责人进行
了约谈。

活动伊始，通过播放《警示教育片》
的形式，展示真实火灾案例，将因消防安
全意识淡薄、主体责任不落实导致的严
重后果告知了经营者们。

“在隐患排查中，部分场所存在灭火
器配备不足、疏散通道堵塞、电气线路私
拉乱接等问题，根源在于经营者们重视
不足、主体责任缺失、人员技能欠缺。经
营者们应该提高思想认识，强化责任担
当，将消防安全工作责任扛在肩上、抓在
手上。同时，对照整改通知书加快整改
进度，确保隐患清零并全面自查。场所
负责人要不定期地开展培训演练活动，
让员工们掌握基础消防技能。”消防安全
相关负责人说。

约谈会后，消防安全专业讲师对
“九小场所”经营者们进行了消防基本
技能和消防安全常识培训。讲师结合
典型火灾案例，详细地讲解了火灾预
防、初期火灾扑救、火场逃生等知识，
详细剖析电气火灾、厨房火灾等常见
隐患及应对措施。同时讲解了火场火

情识别、消防基础知识、防烟面罩佩
戴、灭蚊拍爆燃警示等知识。他从火
灾的危害性出发，细致阐述了日常生
活中的火灾预防措施，以及在遭遇紧
急情况时的逃生自救技巧和人员疏散
策略。讲师不仅讲授了初期火灾的扑
救技巧，还重点讲解了灭火器的正确
使用方法，现场演示了干粉灭火器、水
基灭火器、灭火毯和安全锤等消防工
具的操作方法，并强调了使用过程中
的注意事项。

“灭火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很重要，
我们应该好好学习一下如何使用。这样
的话，遇到突发情况，我们就不会手足无
措了。现在我基本掌握防火、灭火和逃
生自救基本技能。”殡葬用品经营者韩志
杰说。

本次活动集教育、警示、实践于一
体，有效督促经营场所负责人落实消防
安全责任，为辖区安全稳定提供坚实保
障。“大家在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消防演
训，真正使消防安全知识入脑入心，提高
了大家的自防自救能力和应急处置能
力。”桥西街道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记者 鲍娜

在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邮政投递
员李林平用24年时光，走出了一条跨越
19万公里的草原邮路。四季更迭，他春
天为牧户送去新茶与报纸，夏天冒雨投
递高考录取通知书，秋天帮忙邮寄农特
产品，冬天顶着风雪送年货，如今，他已
成为牧民身边“移动的邮政所”。

1998年10月，四子王旗邮政首次招
聘代办员，25岁的李林平放弃前往深圳高
薪工作的机会。作为“邮二代”，父亲投身
邮政事业的身影，早已让他对这份职业充
满向往。“那时电话不普及，书信是农牧民
与外界沟通的重要渠道，送信件的工作意
义重大。”李林平回忆，穿上制服的那一
刻，他就决心要干好这份工作。

白音花苏木距离旗政府75公里，800
户农牧民分散居住，牧户间相隔至少5公
里，坑洼土路是当时唯一的邮路。李林
平驾驶着父亲赠送的敞篷三轮车，走完
60 公里路程需要 7 个小时，一路颠簸，

“五脏六腑都在颤抖”身体常感不适。即
便如此，他始终坚持完成投递任务。

一次，他收到一封仅写着“韩斌”并
没有地址的信件。为找到收信人，李林
平冒雨走访30多户牧户，途中不慎崴脚
仍未放弃。最终，这封寻亲信成功送到
韩斌手中，让失散 20 年的兄弟得以联
系。“看到他流泪的样子，我才真正明白，
这份工作的价值远超金钱。”李林平说。

工作初期，李林平年薪仅1200元，妻
子下岗后，家庭经济愈发困难。2001年，
3岁儿子遭遇车祸离世，他在处理完后事
的第二天便返回岗位；次年妻子临产，他
将妻子送到医院后又匆匆回到邮路；女
儿3岁时无人照料，只能送往110公里外
的呼市郊区由父母帮忙照看。2003年转
为劳务工后，月薪 380 元的收入依然微
薄，为了更快投递邮件，他甚至自费将单
位配发的自行车换成摩托车。“我不是不
牵挂家人，但看到牧民们盼着邮件的眼
神，实在放不下。”李林平说。

从业以来，李林平的邮路从白音花

苏木辗转至巴音敖包苏木、乌兰花镇，但
服务群众的初心始终未改。在牧区，他
为不识字的牧民苏全根代读代写家书；
得知村民王占海缺少劳力，便连续 3
年义务帮忙春种秋收。在乌兰花
镇，他负责 16 条街巷、40 个小区及
党政机关的邮件投递，对卧床病人
和残疾人提供上门服务，还通过推
敲谐音、象形字等方法，成功“复
活”198封地址不详的“死信”。

工作之余，李林平带头回收客
户丢弃的包装箱，践行绿色邮政理
念；自费学习邮政业务，撰写80篇信
息报道，为单位节省办公费用 8000
元。多年来，他先后获得内蒙古“五一”
劳动奖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被评为自治区道德模范、全国交通运输行
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者”。

如今，李林平依然奔波在邮路上。
当被问及是否后悔当初的选择，他望着
延伸向远方的邮路说：“如果重来一次，
我还是会穿上这身绿衣服。因为这条路 上，有比金钱更珍贵的东西——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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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店“上新”
解锁年轻人健康消费新场景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老破小”变身“幸福巢”
从安居到乐居的温暖蝶变

●集宁中心城区老旧小区改造后街景 本报记者 鲍娜 摄

“小东红管家”搭建便民平台 让闲置物品“活”起来

城事城事

体育场夜市开启
美食、好物与童趣点亮夏夜

●体育场夜市让市民的夜生活更丰富 徐楠 摄

跨城寻回遗落衣物
失主写感谢信点赞城市温情

提高防灾意识提高防灾意识
关注生命安全关注生命安全

最美
乌兰察布人

桥西街道为“九小场所”经营者上了一堂消防课

●“九小场所”经营者学习如何正确操作灭火器 徐楠 摄

草原上的“绿衣信使”：李林平24年坚守19万公里邮路

●李林平推着电动车在土路上艰难前行
本报记者 鲍娜 摄

●保健品专区 实习记者 刘诏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