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香花是呼和浩特市市花，民间传

说内蒙古将军衙署博物院的四棵丁香树

是从北京的皇家园林移植而来，距今已

有 180多年的历史。丁香花的花期比较

短暂，每年的四月底五月初开花，淡紫色

的小花绽放时，整个院落香气宜人、美景

如画，吸引不少游人前来观赏。图为内蒙

古将军衙署博物院的讲解员为游客介绍

该院丁香花的历史。

王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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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鑫）劳动创造未来，

拼搏成就梦想，4 月 30 日下午，在“五

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呼和浩特市

总工会与呼和浩特民族演艺集团共

同主办“中国梦·劳动美”致敬最美劳

动者五一文化惠民演出直播专场，这是

一场没有观众的致敬劳动者的“五一”特

别节目。

记者了解到，节目以致敬劳动者为

主题，有诗歌朗诵《致最美劳动者》，有歌

曲《好人就在身边》《让爱洒满人间》，有

歌舞《美丽中国》，还有小品《平安回来》

《我的新“岗位”》向支援湖北一线的医疗

队的最美逆行者及坚守在抗疫一线的工

作人员致敬。其间还特别设计了劳动者

及复工复产短片，彰显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及镜头下呼和浩特各企业

单位在疫情防控和经济建设“两手抓”

“两手硬”的复工复产故事里，写满了呼

和浩特担当与作为。

在 2020 年这个不同寻常的“五一”

国际劳动节日里，向奋战在全国疫情防

控一线的战疫英雄们致以敬意和感激，

向各行各业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而奋斗的劳动者

献上祝福。

疫情发生以来，呼和浩特民族演艺

集团在积极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激活

线上文化服务，做到线上、线下文化服务

相互补充、同步发力，形成线下创作 +线

上演出的新模式，将演出阵地从剧场转

移到互联网，充分利用各网络大平台，进

一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同时，

呼和浩特民族演艺集团还将于“五一”期

间，每天在演艺集团舞美工程部官方微

信公众号“呼和浩特民族剧场”陆续播放

舞剧、晋剧、二人台等精品剧(节)目视频

资料，力争做到持续丰富公共文化服务，

让疫情期间文化服务不掉线，惠民演出

更有看点。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

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内蒙古多举措克服疫情影

响，全力以赴稳就业。截至 3

月底，全区城镇新增就业

3.34 万人，完成年度计划

15.2%；城镇登记失业率

3.73%，低于年度控制目标

0.77 个百分点。

应对疫情影响，内蒙古

人社部门开展“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促进计划”“基层成

长计划”等多项行动，并开展

大学生“线上”创业培训。截

至 4月 23 日，全区高校毕业

生就业或落实就业去向 3.31

万人，完成年度计划的

25.5%，高校毕业生参加网上

创业培训 3204人。

在援企稳岗方面，针对

不同类型企业和经营情况，

内蒙古对企业 2—6 月缴纳

的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会

保险费实行“免、减、缓”政

策。截至 4月 24 日，全区已

减免社会保险费 22.96 亿

元。

在暂停线下技能培训的

情况下，内蒙古全力推进“互

联网 +职业技能培训”，为就

业重点群体、企业员工提供

免费线上技能培训。截至 4

月 23日，共向社会发布职业

技能线上培训平台 157 个，

线上培训平台注册 3.52 万

人，培训 3.39 万人次。

自 3 月 20 日开始，内蒙

古开展了以“职在等你·就业

同行”为主题的大型春季网

络招聘活动，举办“跨省招”

“企业招”“园区招”“校园招”

等 10类网络专项招聘活动。

截至 4月 23 日，全区共举办

网络招聘会 203 场，提供岗

位 54.2 万个，线上求职人数

18.9 万人，达成意向 7.6 万

人。 李倩本报讯 (记者 张鑫 实习生 李姝

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春风拂面花

草香，又是一年植绿时，植就一片经济

林，打造观光采摘，带动农家乐发展，助

力农民增收致富。

4月 29 日，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宣传

系统党支部、新城区总工会等单位、部门

联合发起“益”起植经济林，助力乡村振

兴公益植树活动。当天，在新城区保合少

镇水磨村，植树现场热火朝天，参与植树

的人们迎着微风，手挥铁锹，“沙土和汗

水齐飞”，不过大家都配合得很好，浇水

的浇水，栽树的栽树，齐心协力种下了一

苗苗新绿，为首府再添一抹绿色。

记者了解到，此次植树公益活动后，

共有 21家爱心企业参与，他们为水磨村

捐赠了果树苗 1000 株，生根粉 20 代，

发电机、抽水泵各一台。因地制宜发展海

红果、123、大接杏、七月仙等，借助生态

屏障建设经济林，实现有机结合，让群众

“添绿增收”，助跑乡村振兴路。

与此同时，通过此次打造经济林，结

合水磨村的自然景观及特色，预计今年

7 月中下旬开始举办新城区水磨村第一

届葵花节。利用经济林，大青山国家二级

登山步道，发展采摘观光旅游，助力乡村

振兴。通过这些活动吸引市民一日游，外

地游客多日游，进一步扩大水磨村知名

度及影响力，进而把水磨村打造成家喻

户晓的“明星村”。同时通过此次活动，带

动更多的企事业单位、公益组织、社会爱

心团体，参与到这样的活动中来。为“助

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添砖加瓦，贡献一

份力量。

呼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任方铭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女企业家协会为响

应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工会、妇联的号召，

捐赠了 3000元的树苗，助力乡村振兴，

为水磨村奉献一份爱心。

中朵集团党支部副书记李萍表示，

作为民营企业，自疫情防控开始以来，大

家积极捐款捐物，体现了责任和担当，今

天又以种植经济林这样的产业扶贫方式

带动、帮扶乡村经济发展，也让本次植树

更加具有意义，希望通过此次共植经济

林的公益活动，能够起到示范作用，让更

多的企业参与进来，带动乡村的经济，为

全面实现小康，做出贡献。

“致敬最美劳动者”五一“云演出”
让文化惠民不断档

内蒙古多举措克服疫情影响
全力以赴稳就业

丁香花开

“益”起植经济林

本报讯（记者 赵永光）

为进一步恢复和提振回民区

消费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

制作用，把疫情对群众生活、

经济发展的影响降到最低。

本着让群众得到实惠、商家

增加销售额度、搞活经济发

展的原则，呼和浩特市回民

区于 5月 1 日至 6月 1 日在

辖区范围内限额以上大型超

市、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等企业集中组织开展“惠民

生、促消费、活经济”消费促

进活动。

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

作、大众参与”的原则，回民

区组织中山西路维多利商厦

超市、维多利购物中心超市、

维多利时代城超市、振华广

场超市、回民区万达广场超

市及回民区万惠农副产品市

场 6 家大型超市和农贸市

场，作为首批开展消费促进

活动的企业，采取开展打折

促销、惠民购物、产品宣传推

介、绿色消费、商品进社区

直通车等各类消费促进活

动。回民区将利用“五一

节”这个重要节假日及接

下来的一个月时间，结合全

区消费人群、消费特点、产业

发展优势和文化风俗特色，

搭建购物节、促销会等各类

消费促进平台，组织开展

丰富多彩的商业促销活

动，促进居民便利消费、实

惠消费、绿色消费，进一步

释放消费内在潜力，扩展消

费空间，发挥消费对经济发

展的拉动作用。

在消费促进活动开展期

间，回民区政府将严格监督

相关企业，在周密组织实施

的基础上严格按照行业疫情

防控要求，切实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全面落实防控措施，

营造卫生健康、安全绿色的

消费环境。

本报讯（记者 张鑫）5 月

1 日，由呼和浩特市玉泉区

委、区人民政府主办，玉泉区

农牧和科技局、玉泉区文体

旅游广电局共同承办的地方

特优农副产品展销会开幕

了。

记者了解到，此次农副

产品展销会共有 35 余家知

名的农牧业龙头企业参展，

设有三个会场，可供居民自

由选择就近地点体验购买。

各分会现场设有乡镇农产品

展销区、大学生创业农产品

展示展销区、知名企业食品

商品展示区、非遗美食项目

体验区、特色美食现场体验

区，展示玉泉区特色农业发

展成果、非遗产业发展成果。

消费者们还能现场品鉴，了

解玉泉区地道的特色农产

品。

在亿祥源种养殖农民专

业合作社的展销台前，来自

乌兰巴图农业合作社种植的

各类应季绿色果蔬受到市民

欢迎，市民现场品鉴并且购

买。

该展台的负责人义如格

乐告诉者：“五一节为了回馈

消费者，所有的果蔬都打折

销售，统一按个头销售，一个

一块钱，西葫芦一般个头大，

一个就是一斤，以前一斤是

五块钱，今天给消费者一些

福利。” 生态畜牧、健康粮

油、特色食粮、绿色果蔬等农

副产品的实物展示品鉴，让

消费者既能看得到，又能体

验到，络绎不绝的市民前来

察看品鉴。不一会儿，许多市

民已经大包小包买了不少。

市民刘女士说：“这次的

活动举办得非常好，很多都

是绿色食品，我们很开心能

买上放心的食品。”

本报讯（记者 赵永光）5 月 2

日，劳动节假日第二天，呼和浩特市

扶贫办干部没有享受假日休闲的惬

意，一行人在市扶贫办党组成员、副

主任柴占国的带领下，驱车前往地

处武川县西南端最偏远乡村———哈

拉合少乡进行脱贫攻坚调研。

一路颠簸，一路扬尘，数不清绕

了多少山湾湾。

历经两个多小时，车辆终于开

进哈拉合少乡大庙村。

顾不得歇息片刻，柴占国直奔

主题，在村干部的陪同下，带领调研

组一头扎进了贫困户吕美荣家。

一进门，柴占国就开始“翻箱倒

柜”。先是掀开大红柜，看到满柜都

是叠得整整齐齐的四季衣服；紧接

着，又掀开厨房里的冰柜，看到里面

放着肉、面条、炸酱等食物。

柴占国点点头对村干部说：“贫

困户吃不吃得饱？穿不穿的暖？是不

是实现了‘两不愁’？你们说了不算，

甚至贫困户说也不算，我亲眼看见

心里才踏实。”

在贫困户杨吉全家，柴占国了

解到，这曾经是个因病致贫的家庭，

如今在多项政策补贴的帮扶下，老

两口的年纯收入能达到 16000 多

元，成功脱贫。

“那你们家现在还有什么困

难？”临出门，柴占国仍不放心地问

道。

“俺家一共现有 40 多只羊，但

其中 30 多只是俺老两口帮儿子代

养的。就因为把儿子的羊也算给了

俺老两口，所以导致不符合低保领

取政策，领不上低保。”

得知这一情况后，柴占国对该

村村干部说，像老两口这样特别贫

困户的困难，应该按照特事特办的

原则，对他们的低保标准尽快进行

重新审核，搞清楚羊的归属，如果情

况确如老人说的那样，要抓紧协助

办理低保。

扶贫政策托起生活的希望
村民胡喜龙家自主创收能力几

乎为零。即便放在任何地方，这个家

庭大概也算是贫困户中的贫困户

了———老胡多年前因为外伤坏了一

个肾，如今常年挂着一个尿袋，双目

几乎失明；老伴几年前脑梗，致使行

动困难 ，生活难以自理；更加雪上

加霜的是，老两口还有一个先天智

障的女儿。

“俺全家曾经对活着都没有信

心了，是党的扶贫政策救了俺全

家。”胡喜龙哽咽地说。

翻开这一户“呼和浩特市建档

立卡贫困户明白卡”，上面清楚地写

着：资产收益扶贫分红 1300元；粮

食直补 1517.40 元；生态补偿金

419.45 元；低保金 13394.04 元；养

老金 1848 元；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2600 元 …… 家 庭 年 纯 收 入

23010.43 元。

“虽然这个家庭目前靠扶贫政

策摆脱了贫困线，但对他们帮扶的

脚步依旧不能停止。”当得知胡喜龙

老两口每月吃药的费用高达 1300

多元时，柴占国刚刚舒展的表情又

凝重了，“我会想办法，尽最大努力

帮你们争取更多帮扶政策，特别是

医疗方面的。”

当日，市扶贫办调研组一行先

后来到武川县哈拉合少乡大庙村和

庙沟村，深入 7 个贫困户家庭进行

走访。每到一户，调研组都会打开

“帮扶对象详细信息”APP，同每户

“呼和浩特市建档立卡贫困户明白

卡”上登记的信息进行详细对比查

看，并对每户的脱贫情况进行细致

了解。

在调研组同村干部举行的座谈

会上，柴占国指出，2020 年是脱贫

攻坚战的决胜之年，目前到了全面

摸底排查数据整理至关重要的阶

段。通过这次调研发现，虽然当地

“两不愁”“三保障”等扶贫政策落实

完成情况比较好，但也存在如部分

建档立卡贫困户明白卡登记信息与

录入信息不符的情况，要抓紧核实

改正。乡村干部要加强学习，如针对

健康扶贫政策较为复杂易变化的特

点，要把政策理解吃透，才能更好地

帮助贫困户解决实际问题。

柴占国说，两个村要加大产业

扶贫力度，针对当地出产优质中草

药黄芪以及莜麦的特点，加紧研究

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因为“没有

产业就没有就业，没有就业就没有

收益”。对于产业扶贫，要做到“一步

步盯住，一项项落实”。

柴占国强调，打赢脱贫攻坚战

没有捷径，靠的只有“辛苦”二字。乡

村干部要牢固树立“口碑”意识，即

便在任期内打一口机井、植一片树

林、修一条路……才能换来百姓长

久的口碑。

“是扶贫政策让俺看到生活的希望”
———呼和浩特市扶贫办调研组深入武川县走访调研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惠民生 促民生
活经济”消费促进活动等你来

走起，呼市玉泉区名特优农副产品
展销会开幕了！快来买买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