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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鲍娜 徐楠）“叔叔，
这里的积水太多了，我们过不去了，
这可怎么回家啊！”7月7日，集宁区新
电路铁道桥下，刚放学的学生们望着
积水，焦急地向执勤交警求助。

“别急，我们来想办法。”正在执
勤的乌兰察布市公安局集宁分局交
通管理大队交警一边安抚学生，一
边迅速查看现场。经过商议，他们
决定用警车将孩子们送过积水桥
洞。交警们小心翼翼地把路边等待
的学生一个个扶上警车车斗，反复
叮嘱他们坐好扶稳。等学生们安顿
妥当，警车缓缓启动，平稳地载着他
们穿过积水桥洞，最终将孩子们安
全送到无积水区域。

7月7日乌兰察布出现强降雨天
气，中心城区多条道路严重积水，给
群众出行带来极大不便。为保障特
殊天气下的道路安全，预防交通事
故，乌兰察布市公安局集宁分局交

通管理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
案，全警投入交通疏导工作。他们
加大路面巡逻管控力度，及时排除
安全隐患，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的道
路交通环境。

在城区主要路段、立交桥下等
易积水区域及交通枢纽地带，执勤
交警化身“人体路标”。他们站在没
过脚踝的积水中，徒手清理堵塞排
水口的垃圾杂物，引导车辆安全通
行。遇到因积水熄火抛锚的车辆，
交警们便和现场群众一起发力，合
力将车辆推到安全地带。

“我这车又大又重，多亏了交警
和周围热心人帮忙推出来，真是太
感谢了。这种天气，车子抛锚后叫
救援根本来不及，是交警及时伸出
援手，解了燃眉之急。”一位受困司
机感激地说。

乌兰察布市公安局集宁分局交通
管理大队相关负责人表示，大队将始
终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持
续深化道路安全综合治理，通过引导
车辆绕行、帮助受困群众等举措，确保
路面交通井然有序，切实为群众解决
难题，为城市筑牢安全屏障。

集宁交警暴雨中暖心护航：
警车“摆渡”学生，徒手疏堵保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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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佳敏

夏日的乌兰察布，气候凉爽，风景
如画，户外烧烤成为市民和游客避暑休
闲的热门选择。在集宁区李长庆附近
的露营地，一顶顶色彩斑斓的帐篷错落
有致地搭建在碧绿的草地上，烧烤架上
滋滋冒油的烤串散发着诱人香气，欢快
的音乐与人们的欢声笑语交织，构成一
幅充满活力的夏日图景。

“乌兰察布夏天的气候太舒服了，
户外烧烤既能亲近大自然，又能和家人
享受悠闲时光。”市民李佳璐一边翻动
烤串，一边笑着说，“每到周末，我都会
约上亲朋好友来露营，这已经成了我们
家庭聚会的新选择。”

露营人群中，来自北京的游客张先
生一家带着整齐装备格外显眼。“早就
听说乌兰察布是避暑胜地，这次专门带
孩子来体验。这里的生态环境太好了，

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和城市里完全不
一样。”张先生感慨道，“露营地设施也
完善，一家人玩得特别开心，回去一定
推荐给朋友。”

除了外地游客，不少回老家探亲
的游子也被乌兰察布的变化震撼。
王焕林从小在乌兰察布长大，常年在
外地工作，这次回来特意到露营地感
受家乡新风貌。“真没想到家乡旅游
业发展这么好，露营地氛围太棒了。
而且生态环境比以前更好，青山更
绿、水更清，作为乌兰察布人，我特别
骄傲。”王焕林说。

近年来，乌兰察布依托得天独厚的
自然资源和凉爽气候，大力发展生态旅
游产业，打造了一批特色鲜明的旅游项
目。露营地的火爆，正是当地生态旅游
发展成果的一个缩影，不仅为市民和游
客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也为当地
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本报记者 朱旭敏 赵静

“现在我每个月能挣 4000 多元，在
家门口找到了稳定的工作。”50 多岁的
白粉梅是四子王旗金戈服装厂的一名
员工。她通过参加技能培训，实现了就
业转型。今年以来，乌兰察布市人社局
推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帮助越
来越多的劳动者像白粉梅一样，通过提
升技能实现就业增收。

在丰镇市新太新材料有限公司的
工厂里，干净整洁的厂房和先进的生产
设备体现了产业升级的趋势。公司人
力部部长秦英丽表示：“铁合金产业向
绿色低碳转型，人才培养与储备是关
键。”为此，新太集团与乌兰察布职业学
院等8家院校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开展

“订单班”培养，为企业储备人才。乌兰
察布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局积
极引导企业发挥培训主体作用，推动校
企合作，既满足企业人才需求，也为劳
动者拓宽职业发展空间。

“这次培训很实用，学好保健按摩手
艺，既能照顾家庭，又能找到稳定工作。”
集宁区虎山街道佳苑社区居民张艳芳参
加了乌兰察布市铭扬职业培训学校的保
健按摩师培训班后说。她的培训是乌兰

察布市人社局“岗位需求+技能培训+技
能评价+就业服务”项目化培训模式的体
现。在乌兰察布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025年度毕业生“养老护理”技能培训也
采用该模式。287名高校毕业生通过系
统培训获得养老护理员等级证书，其中
已有超过100名学员与当地养老机构达
成就业意向。乌兰察布市人社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课程根据养老行业实际需求
设计，联合企业实训，并组织技能鉴定，
促进培训与就业衔接。

京蒙协作机制有效对接了北京的资
源与乌兰察布劳动者的需求。化德县就
业服务中心推行“送技上门”“培训到点”
服务模式。工作人员深入乡村，通过宣
传走访，了解脱贫劳动力的就业意愿与
技能需求，开展针对性培训。培训结束
后，积极对接北京用工企业，帮助学员就
业。兴和县就业服务中心依托京蒙劳务
协作就业帮扶基地——北京佳泰新材料
有限公司兴和分公司，实施“培训+实训+
就业”模式。围绕缝纫工、特色农林业种
植等岗位需求，开设课程，邀请专家和技
术骨干授课。培训后，提供岗位推荐、就
业指导等服务，提高学员就业成功率。

乌兰察布市人社局工作人员表示，
技能培训是稳就业、促增收的重要措

施。未来，人社部门将持续完善就业培
训体系，整合校企合作、区域协作等资
源，对接市场需求开发培训项目，帮助

更多劳动者通过提升技能实现稳定就
业和增收，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
才支撑。

本报讯（实习记者 杜林檐）7月
6日，中国原生民歌节圆满闭幕。作
为展演城市之一，乌兰察布市在“乌
兰察布之夜”街区和乌兰哈达火山地
质公园设置了分会场，吸引了众多游
客前来观看。

民歌展演期间，“乌兰察布之夜”
街区热闹非凡。剪纸摊位前，非遗传
承人现场制作，吸引游客驻足观看；刺
绣区展示的色彩斑斓绣品，引来游客
欣赏或尝试体验；马头琴制作展示区
也吸引了不少好奇的游客。特色美食
区同样人气十足，烤羊腿、奶茶等当地
美食香气四溢，游客们边品尝边交流。

活动现场融合了非遗展示、文创市
集与特色美食，为游客提供了沉浸式体

验地域文化的机会。游客李先生表示：
“本来是看民歌展演的，没想到夜市里
还有这么多文化展示，对乌兰察布的风
土人情印象深刻。”来自张家口的刘先
生在文创摊位挑选冰箱贴，他说：“这些
设计很精美，想带回去给孩子看看，感
受乌兰察布的文化特色。”

民歌节带来的游客潮也惠及了
街区商户。文创店主王女士介绍：

“这几天客流明显增加，具有乌兰察
布本土特色的非遗文创和纪念品很
受欢迎。”小吃摊主也表示：“借助活
动，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被更多游客
品尝，生意比平时更好。”

此次以民歌节为契机，“乌兰察
布之夜”通过丰富的文化展示和体验
活动，有效提升了当地文旅知名度，
在为游客提供独特体验的同时，也促
进了本地经济发展。

城事城事

□本报记者 李梦娜 徐楠
实习记者 翟辉 张玥

随着高考落幕，漫长而自由的暑假
成为准大学生蜕变的舞台。记者走访
发现，旅行放松、兼职打工、学习新知
识、承担家务、考取驾照等成为这个假
期的热门选择，不同选择背后，折射出
当代青年对成长的多元追求。

◎用脚步丈量山河，在旅途中触
摸成长

高考结束后，钮一凡便和好友将河
南列入旅行清单。出发前，她们化身

“攻略达人”，在地图上标记出龙门石
窟、少林寺、清明上河园等历史文化地
标，精心规划每日行程。

踏入龙门石窟时，钮一凡被眼前的
景象震撼：“亲眼看到那些佛像，才真切

感受到古人
的智慧和技
艺有多么了不
起。”旅行不仅让
她们欣赏到美景，更
让她们体会到不同地区的
文化差异。“以前觉得历史课本上的文字
很抽象，现在才明白，文化就藏在街巷
烟火里。”钮一凡说，这次旅行点燃了她
们探索世界的热情，“大学期间我还要
打卡更多城市，让人生阅历像地理课本
一样丰富。”

◎从校园走向社会，在兼职中锤
炼能力

与钮一凡的“诗和远方”不同，18
岁的陈珂在台球厅开启了别样的成
长。擦拭台球桌、摆放台球、解答顾客
咨询……这些看似简单的工作，让曾经

腼腆的陈珂逐渐蜕变。“第一次面对顾客
时特别紧张，手心冒汗，连‘欢迎光临’都
说得磕磕巴巴。”陈珂笑着回忆，“每天工
作8小时虽然有点累，但靠自己劳动赚
钱，成就感很强。”

在饭店打工的贾琦也收获颇丰。
清洁、点菜、上菜……每天 11 个小时的
高强度工作，让她对“劳动不易”有了深
刻体会。“每天要站很长时间，但这段经
历教会我如何与人沟通，也让我更懂父

母赚钱的辛苦。”贾琦说。这份工作
不仅让她有了收入，更锻炼

了独立能力，为大学生活
和步入社会打下基础。

餐饮业老板对
这些年轻“职场新
人 ”评 价 不 错 。
饭店老板高女
士说：“这些孩
子虽然缺乏经
验 ，但 态 度 认
真 ，简 单 培 训
后就能很快上

手，为餐厅增添
了不少活力。”除

餐饮行业外，超市
促销员、电商客服

等岗位也受准大学生
青睐。他们通过兼职提

前接触社会，为未来职业发
展积累经验。

◎回归乡村担起责任，用行动诠
释成长

高考结束后，当许多同龄人选择外出
旅游或打工时，集宁师范学院附属实验中
学毕业生李锦鹏，决定回到凉城县麦胡图
镇下城路村的家中，帮父母分担农活。

李锦鹏来自普通农村家庭，父母靠
30 亩农田的劳作支撑全家。看着父母
白发渐多、农活却没减轻，他深知父母
的辛苦。这个假期，他没有计划旅游或
打工，而是主动承担起照顾家中牲畜的
任务。“人生的路还长，以后有很多时间

去看世界、体验生活，现在最该做的是
陪父母，让他们在农忙季能轻松一点。”
李锦鹏说。

每天清晨六点，李锦鹏就开始忙
碌。他先到牛圈给8头牛投喂干草，再准
备干净的饮用水；安顿好牛群后，又去照
料4只羊。傍晚清理牛圈时，刺鼻的气味
虽让人不适，他却从不抱怨，一铲一铲将
牛粪运到粪坑发酵——这些牛粪来年春
种时会成为滋养土地的有机肥。

“以前只是看着父母干活，自己亲
身体验后，才真正懂得了其中的不易，
每个环节都要花时间和精力，稍不注意
就可能影响牲畜成长。”李锦鹏说，看到
父母因自己的帮助而轻松些，他心里满
是成就感。

◎学考驾照添技能，为未来出行
做准备

在运输驾校科目二训练场内，教练
们穿梭其间，耐心指导高三毕业生操作
车辆，教授侧方停车、倒车入库、半坡起
步等考试项目。学员们则认真听着指
挥，从调整座椅、区分离合器与油门刹
车、认识基础挡位学起，驱动车辆按规
定线路缓慢行驶。

“考驾照对我来说是个新开始，坐
在主驾驶座上特别激动。”毕业生罗昊
说，“希望拿到驾照后能开车出去玩，也
算给自己的一份‘礼物’。”

记者从乌兰察布运输驾校了解到，
高考结束后，报名人数明显增加，学员
以准大学生为主。为方便他们学车，驾
校从报名体检、预约考试到优先练车等
方面开设“绿色通道”，确保大家能在大
学开学前拿到驾驶证。

高考后的暑假，既是高中生活的句
号，也是人生新阶段的起点。无论是在
旅途中拓宽视野，在兼职中锤炼本领，
在乡村承担责任，还是学考驾照掌握新
技能，准大学生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
即将开启的大学生活和未来人生蓄
势。他们用行动证明：青春最美的模
样，就是不断突破自我、勇敢奔赴热爱。

高考后的夏天：
这些准大学生用不同方式“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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