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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国俊 通讯员 穆锴

夏日的商都县七台镇北大村，处处孕育着
勃勃生机。随着自治区总工会100万元专项补
助资金到位，北大村2025年“五大民生项目”已
全面开工建设，一幅温暖的民生画卷正在这个
草原村落徐徐展开。

今年1月，按照自治区乡村振兴工作部署，
北大村成为自治区总工会新的包联村。驻村第
一书记张明远带领工作队走村入户，与村“两
委”共同绘制发展蓝图。

驻村后，驻村工作队立即深入调研，积
极与村“两委”协商，并结合村民实际需求，
提出了今年重点实施“五大民生项目”，并申
请得到了自治区总工会 100 万元专项补助资
金支持。“我们要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
让村民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张明
远说。

这“五大民生项目”犹如一盏盏明灯，进一
步点亮了北大村村民致富新希望：

“健康守护”项目：200平方米的标准化卫生
室正在紧张施工，预计6月投入使用。“以后看
病不用跑远路了！”68 岁的村民王大爷高兴地
说，他每天都要到工地看看进度。

“温暖升级”项目：在村委会大院里，工
人们正在安装新型空气能暖气炉。“这比原
来的炉子省电又安全。”北大村党支部书记
李红梅欣慰地说。

“暖心外墙”项目：292 平方米的村委会外
墙保温工程已完工过半，村委会办公环境将
焕然一新。

“光明行动”项目：120盏太阳能路灯基座已
全部浇筑完成。“再过半个月，村里晚上就能亮
堂堂啦。”施工负责人介绍。

“道路畅通”项目：4.5 公里水泥路维修现
场，压路机轰鸣作响。“修好这条路，我们的农产
品运输就更有保障了！”村民王建国期待地说。

自治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这100万
元补助资金实行专款专用，我们会定期督导

项目进度，确保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如今，北大村的“五大工程”同时奏响建设交响曲。这些民生工程不仅将改善

村民的生活条件，也将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自
治
区
总
工
会
包
联
北
大
村

二
〇
二
五
年
民
生
项
目
全
面
启
动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32批）

序
号

1

受理
编号

X3N
M20
2506
2800
20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乌兰察布市丰镇
市丰川再生资源有限
公司在未取得环评的
情况下擅自建设并运
行垃圾分拣中心、消纳
场；该公司选址于饮马
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旁，长期将大量垃圾直
接排放至饮马河中，导
致河道堵塞、水体发黑
发臭；垃圾场内未采取
任何防渗处理措施，渗
滤液污染土壤和地下
水；垃圾场内未安装任
何扬尘检测设备，无法
对扬尘污染进行监测，
未配备降尘设备，在垃
圾堆放、分拣过程中产
生大量扬尘；该公司露
天堆放大量建筑垃圾。

行政
区域

乌
兰
察
布
市
丰
镇
市

问题
类型

涉
及
群
众
身
边
的
生
态
环
境
问
题

调查核实情况

1.关于“乌兰察布市丰镇市丰川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在未取得环评的情况下擅自建设并运行垃圾分拣中心、消纳场”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查，乌兰察布市丰镇市丰川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实际为丰镇市丰川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5年3月20日，主要从事建筑垃圾分拣及处置

业务。按照《全国城市建筑垃圾专项整治工作方案》以及自治区、乌兰察布市相关要求，为进一步加强丰镇市城市建筑垃圾规范化管理，提升建筑垃圾治理
水平，实现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建设实施建筑垃圾分拣中心项目。

该公司于2025年5月12日立项建筑垃圾分拣中心建设项目，主要建设内容有振动给料、筛分、磁选、风选、滚捡、破碎等。该公司未立项消纳场项目，也
没有建设消纳场，投诉人反映的消纳场实际为建筑垃圾临时存放点。该公司于2025年5月底委托环评编制公司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截至6月30日丰镇生
态环境分局已召开环评评审会议并审议通过，公示到期后出具批复。该企业于5月底开始建设封闭料棚，现已封顶，地面未硬化，未安装设备没有投入运行。

2.关于“该公司选址于饮马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旁，长期将大量垃圾直接排放至饮马河中，导致河道堵塞、水体发黑发臭”问题不属实。
经核查，垃圾分拣中心项目位于丰镇市南城区办事处二八洞山上577县道南约50米处，距离最近的泽落沟城镇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边界约2.7公里，不

在饮用水水源地保护范围内。该项目距最近河道饮马河（属于水普名录内河流）约2.2公里，不在河道管理范围之内。经水利部门调阅日常巡河记录，并会
同住建部门和南城区办事处实地调查核实，饮马河河道内没有大量垃圾、河道堵塞和水体发黑发臭情况。经调取饮马河近1年水质数据，水质类别为地表水
Ⅳ类以上。

3.关于“垃圾场内未采取任何防渗处理措施，渗滤液污染土壤和地下水”问题不属实。
经核查，投诉人反映的垃圾场包括垃圾分拣中心和建筑垃圾临时存放点两部分。其中，垃圾分拣中心未完成建设，没有存放建筑垃圾，后续建设时按照

环评要求建设防渗措施。建筑垃圾临时存放点位于分拣中心东侧约300米处的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区，该填埋区按照生活垃圾填埋场环评要求建设有防渗
和渗滤液处置措施。填埋场按照相关要求定期开展土壤和地下水检测，经调取近1年检测报告，检测结果均符合相关要求。2025年6月29日，丰镇市住建局
聘请第三方检测公司对周边地下水进行取样检测，检测报告结果显示，检测点位的水质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Ⅲ类标准要求。

4.关于“垃圾场内未安装任何扬尘检测设备，无法对扬尘污染进行监测，未配备降尘设备，在垃圾堆放、分拣过程中产生大量扬尘；该公司露天堆放大量
建筑垃圾”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查，垃圾分拣中心未投入运行，不存在扬尘问题，按照环评要求无需安装扬尘检测设备。为进一步规范建筑垃圾运输管理和处置秩序，从2025年5
月15日该临时存放点开始存放建筑垃圾，待分拣中心建成后，及时分拣处置。建筑垃圾临时存放点在装卸建筑垃圾时产生少量扬尘，通过对该区域进行洒
水抑尘和及时苫盖，最大程度抑制扬尘。2025年6月29日，丰镇市住建局聘请第三方检测公司对该暂存点扬尘颗粒物进行检测，检测报告结果符合《大气污
染物综合排放标准》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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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1. 责令企业
立即停止建设，
针对该企业未批
先建封闭料棚问
题，丰镇市生态
环 境 分 局 已 于
2025 年 6 月 30 日
对该企业进行了
立案（乌环立 01

〔2025〕14号）。
2. 加强临时

存放点日常管理，
严格落实污染防
治措施，确保不发
生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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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 者 卢济安 通 讯 员
张建峰）“国家的失业金政策真是雪中
送炭！我失业后能领 12 个月的失业
金，赶上调标后每月有2156.5元。6月
是我领的第一笔，这可帮我解决了大问
题。”近日，在凉城县就业服务中心二楼
大厅服务窗口，失业人员庞叶正兴奋地
与旁人分享着这份喜悦。

截至 6 月底，凉城县上半年累计
为 310 人次发放失业金 67.89 万元，新
增领取者 41 人。同时，为 172 人次代
缴医疗保险补贴 12.19 万元。失业保
险金的足额、及时发放，不仅保障了劳

动者失业期间的基本生活，还消除了
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在求职和生
活过渡期能保持稳定心态，积极面对
未来。

近年来，凉城县就业服务中心秉持
服务民生理念，认真贯彻国家优惠政
策，全力推进就业再就业工作，完善失
业保险制度，让政策惠及每位群众。这
些举措推动了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稳步
提升，幸福指数不断攀升。失业金的足
额、按时发放，为失业人员生活提供了
实实在在的保障，让他们在困境中感受
到温暖。

凉城县

上半年发放失业金 67.89 万元

□本报记者 李璟
通 讯 员 郭志强 孙丽娜 贾军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
厅公布了首批自治区旅游名县拟认定
名单，察右后旗凭借其得天独厚的文
旅资源以及创新的融合发展模式脱颖
而出，成功入选。作为北疆文化的重
要承载地，察右后旗以“火山+草原+
文化”的立体开发策略为引领，探索出
了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振兴并重的可
持续发展之路，为自治区旅游发展树
立了新的标杆。

文旅融合：火山草原与北疆文化的
交响乐章

察右后旗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中部，
地理位置独特且关键。这里坐拥世界
罕见的乌兰哈达火山地质公园以及广
袤无垠的草原资源，近年来，察右后旗
以“火山 IP”为核心引擎，精心构建了

“地质奇观+草原秘境+非遗活态”的文
旅融合生态圈。火山研学、温泉康养、
星空露营等新业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民宿集群、特色餐饮等配套产业也蓬勃
发展，共同推动着察右后旗旅游业呈现
爆发式增长态势。

在文化传承方面，察右后旗深入挖

掘北疆文化底蕴，将其充分融入当地的
建筑景观、游览设施、旅游产品和旅游
服务活动之中，并积极推动非遗与旅游
融合发展。建设非遗传承和体验设施，
发展非遗体验项目、非遗展演场景，打
造非遗集市、非遗街区、非遗景区等特
色业态。例如，依托传统奶制品产业优
势打造的奶酪小镇，形成了集新型奶酪
研发、加工销售、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产
业基地，成为文旅融合的生动范例。

资源保护与开发：生态优先的绿色
发展之路

察右后旗立足区位优势与资源禀
赋，紧扣“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线，对
火山群、草原、古城遗址等自然和文化
遗产进行系统性保护。在提升旅游基
础设施的同时，注重生态修复和环境保
护，努力实现旅游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良
性互动。

为推动旅游名县创建，察右后旗因
地制宜，建立了一套符合自身文化旅游
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机制：旅游名县创

建领导小组整体统筹+联席会议专班
推进+旅游智库全程参与。成立党政
统筹的旅游名县创建领导小组，建立旅
游名县创建联席会议制度，形成创建工
作专班；成立察右后旗民宿协会，设立
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吸引国有资本和社
会资本投入。同时，建立人才培训的长
效机制，与旅游院校、行业协会、科研机
构、旅游企业、旅游服务机构等合作，建
立旅游教育培训基地，定期开展旅游培
训，大力培养旅游运营管理人员、非遗
传承人、金牌导游、乡村文化和旅游能
人、民宿管家和文旅志愿者等各类适用
人才，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
的智力支持。

在服务提升方面，察右后旗建成南
北两座现代化游客服务中心及多处旅
游驿站，并完善旅游交通导向标识标
牌，引进智慧检售票系统。此外，察右
后旗还通过举办“放歌火山·点燃激情”
系列冬季旅游活动、奶酪文化节等节庆
活动，打造四季旅游格局，提升品牌知
名度，让游客在不同季节都能感受到察
右后旗独特的魅力。

未来展望：打造国家级5A景区和
旅游度假区

“入选自治区旅游名县是新的起
点。”察右后旗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岑海
鑫在采访时信心满满地表示，“下一
步，察右后旗将围绕打响‘全域、四季
旅游’品牌，擦亮‘北疆文化+火山草
原’融合名片，以乌兰哈达火山创建
5A级景区为目标，提升旅游管理水平
和服务质量；完善旅游设施，丰富旅游
业态；依托区位优势推出精品旅游线
路；挖掘我旗独具特色的文旅资源，打
造非遗、自然景观等特色旅游。为北
疆文化传承和乡村振兴贡献力量，让
察右后旗成为文化展示充分、旅游特
色鲜明、形象魅力独特，在国内外具有
较高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旅游名县，让
察右后旗的文旅品牌在更广阔的舞台
上绽放光彩！”

察右后旗的文旅融合实践，不仅为
自治区旅游名县创建提供了可复制、可
推广的宝贵经验，也为北疆文化的传承
与发展注入了澎湃活力。在这片火山
与草原交织的神奇土地上，一幅生态
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画卷正
徐徐展开，展现出无限的生机与希望，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前来领略其独特
的魅力。

坚持文旅融合，察右后旗——

打 造 自 治 区 旅 游 名 县 新 标 杆
本报讯（记者 郝帅鹏）7 月 8 日，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
开2025年第7次集体学习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
重要讲话精神和有关文件精神，围绕

“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中关
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进行
研讨，部署相关工作。

会议强调，要强化理论武装，筑
牢作风建设思想根基，以实际行动坚
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要坚决纠治“四风问题”，加
强对机关干部的教育管理，推进作风
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要坚持学查改
一体推进，以优良作风推动人大工作
提质增效。

市 人 大 常 委 会 党 组 理 论
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王锦鹏）
7月8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新
闻工作者协会主办，市融媒
体中心承办的第十二届“好
记者讲好故事”乌兰察布选
手选拔交流活动在市融媒体
中心演播厅举行。来自市融
媒体中心及部分旗县市区融
媒体中心的17名记者齐聚一
堂，用基层采访中捕捉的鲜
活故事，展现新闻工作者践
行“四力”的职业风采。

参加活动的记者中既有
深耕新闻领域10年以上的资
深新闻人，也有崭露头角的

“00后”新秀。他们围绕乡村
振兴、非遗传承、志愿服务、
新闻品格传承等主题，用沾
满泥土的选题、充满人情的
视角、直击心灵的细节，诠释
着记者的初心使命。

“脚下沾泥，笔下才有温
度。”在17位记者的讲述中，
有在察右中旗辉腾锡勒跟队
执勤时，记录交通执法人员
铲冰除雪、开展救援的风雪
记忆；有见证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4小时保持同一姿势的
生命接力；有记录山区女孩
在困境中以诗自救的精神微
光……他们用带着露珠的细
节，让“好记者讲好故事”有
了更鲜活的注脚。

“各位记者老师撰稿、改稿、校对、拍摄、剪辑的背影，就
是对‘新闻传承’最生动的诠释。”察右前旗融媒体中心记者
苏日娜感慨，“我们要接过火把，让好故事照亮更多人。”

第
十
二
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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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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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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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8 日，第十二届“好记者
讲好故事”乌兰察布选手选拔交流
活动。

◀记者用亲身采访案列讲述好
故事。

本报记者 王俊平 摄

（上接第一版）
“获评第七届‘全国文明单位’，这

是一次肯定，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市气象局副局长张兴源表示，将继续把
文明创建工作融入气象业务、服务和管

理全过程，以精神文明建设软实力提升
气象服务硬实力。

面向未来，乌兰察布气象人将以
更高标准守护文明成果：聚焦党建
引领，深化“党建+文明创建”，凝聚

强大合力；聚焦主责主业，持续提升
“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能
力，坚决筑牢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
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与科普宣传，
激发队伍动能，将文明创建成果切

实转化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澎湃动力。

这支守望风云的“哨兵”队伍，正以
文明之笔，在辽阔的北疆大地上绘就更
壮丽的气象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