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宁区多彩活动庆“七一”红色基因代代传

我心向党爱国奋进

本报讯（记者 张国欣 通讯员 宁
超）为加强全县糕点、面点等食品安全监
管，排查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超限量
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风险，保障群众身体
健康，卓资县市场监管局贯彻“四个最
严”要求，坚持标本兼治原则，近日开展
糕点、面点食品添加剂滥用及非法添加
专项整治行动。

执法人员对辖区内糕点、面点加工
制售的小作坊、小经营店进行全面检
查。重点核查生产经营主体的食品原料
及添加剂进货查验制度落实情况，检查
食品原料和添加剂使用是否规范、标签
标识有无虚假宣传，同时查验经营主体
证照是否齐全、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
效、经营场所环境卫生是否达标。针对

检查中发现的加工场所环境卫生差、防
蝇防尘措施不完善等问题，执法人员当
场要求经营者立即整改。此外，执法人
员还督促生产经营者严格履行食品安全
主体责任，规范经营行为，确保食品加工
销售全过程符合法规及食品安全管理制
度要求。

此次专项检查，卓资县市场监管

局共出动执法人员 63 人，检查糕点、
面点等食品加工经营主体 26 家次。
后续，该局将持续强化监管力度，严
厉查处滥用食品添加剂和非法添加
行为，进一步化解食品安全风险，提
升食品质量安全水平，切实保障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推动相关食品产业
健康发展。

城事城事 严把关口！卓资县守护糕点面点“安全线”

本报讯（记者 马佳敏 刘佳鑫 实习
记者 张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
之际，集宁区多个社区通过非遗体验、
红色教育、民生服务、文艺演出、知识问
答等丰富多样的形式开展庆祝活动，传

承 红 色 基
因，凝聚基层
奋进力量，为党
的生日献上深情
厚礼。

在集宁区新华街街道益民社区，老
党员正耐心地教年轻党员用竹篾编党
徽，竹篾在大家手中灵活交错，红丝线逐
渐勾勒出党徽的清晰轮廓。传统技艺与
红色记忆在这一编一织中完美交融，年
轻党员们不仅学到了传统手艺，更深刻
领悟到了党的精神内涵。活动最后，全
体人员齐声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激昂的歌声回荡在社区，唱出了
大家对党的无限热爱与忠诚。广场社
区则组织党员前往集宁战役红色纪念
园，开展了一场深刻的红色教育之旅。
面对鲜艳的党旗，党员坚定有力地重温
入党誓词。在展厅内，党员认真参观各

个展厅，仔细观看抗战时期的文物
和文献资料，聆听解放集宁等

历史事件的详细讲解。革
命先辈们英勇奋斗的精

神深深震撼着每一位
党员的心灵，让大家
更加珍惜今天的幸
福生活。

7 月 1 日上午，
集宁区泉山街道
碧海社区在清华雅
苑 小 区 广 场 举 办

“守望北疆心向党，
团结奋进新征程”庆

“七一”主题活动。表
演 嘉 宾 通 过 男 女 合 唱

《我和我的祖国》、男声独
唱《草原马王酒歌》、女声独唱

《哈达》等节目，用音乐与歌声诉说着对
党的热爱与祝福。活动现场还进行了
有关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知识问答环节，居民和主持
人积极互动，答对问题的居民获得了精
美的小礼品，在收获知识的同时，也增
强了对党的政策和民族团结的认识。
最后，伴随着大合唱《党啊，亲爱的妈
妈》本次文艺汇演落下帷幕。“今天的节
目很精彩，尤其是合唱环节，大家的歌
声饱含深情，让我深受感动。知识问答
也很有意思，让我学到了很多新知识。”
居民王艳说。

与此同时，集宁区前进路街道育人
社区财政公寓小广场上，由育人社区联
合内蒙古银行乌兰察布幸福路支行共同
举办的“感党恩 听党话 跟党走”文艺演
出热闹开场。演出在春之声文艺队带来
的合唱《唱支山歌给党听》中拉开帷幕。
随后《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红色曲目轮
番上演，引得围观市民热情互动。“这些
歌曲一唱起来，不由想跟着打拍子，每一
次都听得热血沸腾！”围观的市民李素华
说。随后，前进路街道办事处、育人社
区、内蒙古银行幸福路支行工作人员走
访慰问了辖区老党员和困难群众。

育人社区党支部书记曹学慧表示，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4 周年之际，社区
将团结带领党员群众，以老党员为榜样，
传承红色精神，在基层治理和民生服务
中积极作为，持续关注老党员生活需求，
推动红色基因传承。

●育人社区负责人为有50年党龄的党员佩戴徽章
刘佳鑫 摄

●●数来宝节目数来宝节目
实习记者实习记者 张张玥玥 摄摄

本报讯（记者 朱旭敏）老旧小
区改造本是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民
生工程，但卓资县爱民西街东街小
区的居民却因改造后的问题愁眉不
展。有住户通过 12345 政务服务便
民热线反映，自 2024 年小区完成老
旧小区改造、贴上保温层后，窗户开
始出现漏雨情况，影响日常生活，希
望相关部门尽快处理。

卓资县爱民西街东街小区建成
于 2000 年，是典型的老旧小区。去
年，当地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工程，为
小区楼体外墙安装了保温层。在小
区4号楼3层居民宋改娥家中，记者
看到窗户周围残留着漏雨后的斑驳
痕迹。“自从做完保温层，窗户就开
始漏雨，我们只能用盆盆碗碗接
水。一到晚上，老两口就得不停地
倒换容器，根本睡不好觉。”宋改娥
无奈地说道。

针对“安装保温层是否导致窗
户漏雨”的疑问，记者采访了卓资县
住房综合保障中心物业办负责人王
铭森。他解释道：“窗户漏雨主要是
因为 3 层防止屋顶雨水漫流的防护
墙与楼体之间出现裂缝，加之改造
施工改变了雨水漫流路径，增加了
漏雨风险。”同时，王铭森表示，已安
排施工队采购防水材料，对该单元3
层 6 户居民家中二次结构的裂缝进
行统一处理。

采访当日，施工人员已着手清
理裂缝中的杂物，并涂抹高弹性防
水涂层，积极推进漏雨问题的解
决。老旧小区改造作为惠民工程，
在施工过程中需把控关键环节，关
注细节之处，避免出现疏漏，确保
工程既注重外观改善，更保障实际
使用功能，真正将好事办到群众心
坎上。

改造后的烦恼：卓资县一
老旧小区居民家中窗户漏雨

我为群众办实事

卓资县住保中心工作人员：
勘察并涂抹防水涂层，漏雨问题已解决

●工作人员涂抹防水涂层 本报记者 朱旭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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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鲍娜 徐楠）“家门口有了‘家医健康小
屋’，医务人员都是大医院过来的，这下看病就医更方便
了。”6月30日，集宁区北官房小区的居民对新落成的健
康服务设施赞不绝口。这座小屋的出现，为社区居民的
健康管理带来了新的便利。

为响应国家卫生健康委2025年全国老年健康宣传
周与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要求，提升居民健康管理水平，
乌兰察布市第三医院（集宁区医共体总医院）联合新华街
卫生服务中心及桥西街道办事处，在北官房社区打造了

“家医健康小屋”。
“家医健康小屋”启用当日，来自乌兰察布市第三医

院神经内科/肾内科、心内科/内分泌科、中医康复科、呼
吸内科/老年病科的医生们，在小屋内为居民提供免费健
康咨询与基础检测服务。医生围绕老年心理关怀、慢性
病管理、“健康素养66条”等内容，解答居民疑问，给予个
性化诊疗和用药建议。活动现场，居民们有序排队，或咨
询自身健康问题，或学习疾病预防知识，认真聆听健康生
活指导。

“以前身体不舒服就上网查，总觉得不踏实。现在能
面对面和医生交流，心里安稳多了。”居民王建华分享了
自己的感受。

新华街办事处卫生服务中心医务科负责人张雷表
示，“家医健康小屋”契合国家老年健康宣传周“银龄健
康，从心启航”主题及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要求，有助于
推动居民主动进行健康管理。

随着小屋投入使用，乌兰察布市第三医院皮肤科副
主任医师张美玲与社区党员代表共同捐赠了血压计、血
糖仪，方便居民日常健康监测。

乌兰察布市第三医院副院长李艳德介绍，未来，北官
房社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的健康监测、专业的
健康指导和持续管理服务，健康获得感将逐步提升。医
院和卫生服务中心将以小屋为依托，持续提供诊疗支持，
畅通双向转诊绿色通道，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切实打
通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家
门
口
的
健
康
﹃
守
护
者
﹄
上
线

﹃
家
医
健
康
小
屋
﹄
落
户
社
区

●市第三医院医务人员为居民检查身体，答疑解惑 本报记者 徐楠 摄

本报讯（记者 李梦娜）当晨光铺满
街巷，集宁区虎山街道的社区服务已悄

然启动；夜幕降临时，社区工作者的关
怀仍在延续。一个个贴近民生的服务

项目，正以多样化的形式融入居民日常
生活，让幸福在居民家门口不断升级。

“以前这片公共区域总有烟头、塑
料袋，现在干干净净，孩子来玩更放心
了。”看着整治后焕然一新的环境，百旺
社区居民李翠梅忍不住点赞。近日，百
旺社区组织党员和志愿者开展公共区
域环境卫生整治活动。大家手持扫帚、
夹子等工具，穿梭在绿化带间，弯腰捡
拾树坑里的烟头，仔细清理草坪中的废
纸，分工协作整治环境。志愿者还向过
往居民发放50余份环保宣传单，号召居
民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环境美
了，住着更舒心，下次活动我也报名参
加。”居民王瑞接过传单时说。

同一天，工农路社区工作人员走访
残疾居民家庭。每到一户，工作人员都
与居民拉家常，询问生活需求，记录困
难，并对家中电线、燃气管道进行安全
检查。长期受社区帮助的居民陈慧芳
感动地说：“社区总惦记着我们，有困难
打电话就来，心里特别暖。”此次走访摸

清了辖区残疾人家庭实际情况，为后续
精准帮扶奠定基础。

在建设街社区，高龄老人认证工作
有序开展。“大娘，您对着手机眨眨眼，
认证就完成了。”社区工作人员李茹清
耐心指导老年居民使用“内蒙古民政
通”小程序。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社
区提供上门服务。82岁的李怀禄因腿
脚不便无法出门，工作人员上门几分钟
就帮他完成认证。“不用出门在家就能
办好，社区服务太贴心了。”李怀禄称赞
道。据介绍，为确保新旧认证系统平稳
过渡，建设街社区采取线上线下结合方
式，提升高龄津贴领取便捷性。

环境整治提升居住品质，从关怀特
殊群体传递温暖，到便民服务优化生活
体验，虎山街道各社区用实际行动践行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服务承诺。街
道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整合资
源、创新服务模式，为居民提供更有温
度、更具质感的社区服务，让幸福在家
门口触手可及。

●●志愿者认真清理垃圾志愿者认真清理垃圾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梦娜李梦娜 摄摄

本报讯（记者 朱旭敏）“对着手机
折腾了一上午，高龄补贴认证还是失败
了，孩子在外地工作，我一个人真不知
道该咋办？”近日，集宁区虎山街道 81
岁的李贵丽老人因不会操作“内蒙古民
政通”小程序，急得直叹气。随着高龄
认证系统全面更新，像李贵丽这样因不
熟悉智能手机操作，在认证过程中遇到
困难的老年人不在少数。如何顺利完
成高龄补贴生存认证？记者向集宁区
民政局寻求解决方案。

集宁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
了认证流程：居民首先打开微信，在搜索
栏输入“内蒙古民政通”，点击进入小程
序。首次使用的用户，需点击界面下方

“我的”，进入登录页面后选择“请登录”，
系统将自动跳转至“注册账号”界面。此
时，输入需要认证的老人姓名、身份证号
码以及可用的手机号码，点击确认注册，
系统提示注册成功后即可自动登录。完
成注册后，在“内蒙古民政通”首页点击
醒目的蓝色生存认证图标，便可进入生
存认证界面。若为本人认证，直接选择

“本人认证”，随后进入面部识别环节，按
照屏幕提示完成扫脸认证；若需帮助他
人认证，则选择“代替他人认证”，依次填
写被认证人的姓名、身份证号，选择与办
理人关系，点击“代办人签署个人承诺
书”，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在弹出的
电子签字版中签署代办人姓名，点击“保
存”后，进行人脸识别扫脸认证，根据提
示操作即可完成。

为切实解决老年人操作难题，集宁
区民政局推出了一系列便民举措。除了
制作图文并茂的线上认证教程，还联合
各社区建立“兜底服务”机制。在泉山街
道，社区工作人员小张利用下班时间，挨
家挨户走访有需求的老人，手把手教学；
在新体路街道，工作人员创建了“老年认
证服务群”，通过微信视频通话，远程指
导老人完成操作步骤。针对行动不便、
独居的特殊群体，社区志愿者开展“敲门
行动”，不仅上门协助完成认证，还主动
帮助老人解决生活中的其他困难。

“我们注意到，部分老年居民对普通
话操作指引理解困难。”民政局工作人员

表示，下一步将制作方言版操作视频，用
通俗易懂的本地话讲解认证步骤；同时
计划在各社区开设“银发数字课堂”，定
期组织专业人员为老年人开展智能手机

使用培训，通过“一对一”“手把手”的教
学方式，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让
每一位老年人都能顺利完成高龄补贴生
存认证，切实感受到民生服务的温度。

从“手忙脚乱”到“轻松认证”集宁区“上门+线上”帮老人搞定

●●志愿者上门帮助老人进行生存认证志愿者上门帮助老人进行生存认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朱旭敏朱旭敏 摄摄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社区服务“花样多”居民幸福“成色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