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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ZHENGJING

翌翌 绎
绎绎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

BEIJIANGGUSHI北疆故事

传承中华文化弘扬中华文明·节气与美食

本报讯(记者 张鑫)近日，内
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围绕秋
季旅游活动安排、旅游线路、全区
旅游发展大会和优惠政策等内容
召开秋季旅游新闻发布会，向五
湖四海的朋友们发出“秋天的邀
请”。

围绕秋季旅游产品特点，发
布会上发布了 152 项特色鲜明、
丰富多彩的秋季文化和旅游活
动，并重点介绍了阿拉善英雄会、

额济纳金秋胡杨生态文化旅游
节、兴安盟五角枫文化旅游节等
3 项主题活动安排。全区 426 家
A 级旅游景区不停业、不打烊，新
晋级的 13 家国家 4A 级旅游景
区、27 家 3A 级旅游景区以崭新
的面貌迎接八方游客。10 条秋季
旅游精品线路和 10 条红色旅游
精品线路，将秋季旅游产品诠释
得淋漓尽致。自治区还重点针对
秋季特别是中秋、国庆假期旅行，

推出“呼伦贝尔号”“草原之星”
“乌兰察布号”多款旅游专列产
品，满足游客出行需求。

此外，为推动全区文旅产业
高质量发展，推进文旅促进乡村
振兴、实现共同富裕，9 月下旬，
将在赤峰市举办 2023 内蒙古自
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大会采取

“1+1+10”模式，集中安排 1 个开
幕式、1 个工作会议和 10 项重点
活动，包括“我和草原有个约定”

内蒙古文创旅游商品展、“北疆文
化”主题展、赤峰非遗文化展等主
要活动。大会紧扣“文旅赋能乡村
振兴”这一主题，全方位深化京蒙
区域合作，不断完善京蒙帮扶合
作体制机制。

为抢抓“金九银十”文化旅游
旺季，延续今年以来我区文旅市
场持续火热的良好势头，自治区
在招徕区外游客、鼓励“内蒙古人
游内蒙古”方面，还优化、细化了

秋季“旅游专列、包机和招徕游
客”奖励政策，即自 9 月 15 日至
10 月 31 日，不论区内、区外过夜
游客，经旅行社企业组织在内蒙
古旅游的，均可享受专项奖励政
策，过夜旅游团队最高可获得每
人次 50 元的补贴，旅游包机、
专列分别可获得最高 10 万元
和 4 万元奖励。各相关盟市、旅
游景区也将在节前陆续推出惠民
举措。

金秋 9 月，呼和浩特市玉泉区达赖庄村一家葡萄基地的 400 余亩葡萄喜迎丰收。游客们
穿行其间，打卡拍照、采摘品尝，果农忙着分拣包装，将新鲜葡萄供应市场。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依托地域优势，积极推行“党支部 + 合作社 + 基地”多元化经
营模式，瞄准市场需求，因地制宜引导农民发展葡萄种植，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
入发展新动能。 (丁根厚）

自全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开展以来，赤峰市人社局政务
服务大厅秉持“便民、高效、规
范、廉洁”的为民服务理念，着
力规范服务行为，不断改进工
作作风，提升人社窗口服务效
能，全力打造“暖心人社”服务
品牌。

“一窗通办”持续提升线上
线下服务水平。截至目前，赤峰
市人社系统通过“综合柜员制”
共办理业务 99.6 万笔，办结率
97%，极大方便了办事群众和
企业。

“帮办代办”主动服务有困
难的办事群众。赤峰市人社局
政务服务大厅设立了“帮办代
办”专窗，工作人员佩戴“帮办
代办”标识，为有需求的群众提
供业务咨询、沟通协调、全程跟
踪等，助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延时办”服务群众零距
离。为解决部分群众“工作时间

没空办、休息时间没处办”的老
大难问题，赤峰市人社局政务
服务大厅积极推行周末“延时
服务”，每周六、周日上午开放
服务，110 项人社公共服务事
项均可正常受理，并根据业务
量随时增设服务窗口，让群众
切身体验到更加暖心、便利、有
温度的政务服务。

“一件事一次办”让政务服
务更“好办”。目前，赤峰市人社
局已联合赤峰市医保中心、公
积金中心推出“退休一件事一
次办”，群众在人社窗口办理退
休业务时，可以选择医保、住房
公积金相关联业务。“企业员工
录用一件事”“灵活就业一件
事”“高校毕业生一件事”等将
在年底陆续推出。“就近办”打
造便民服务圈。目前，赤峰市城
乡居民保综柜系统已经上线，
镇乡街道群众可就近办理人社
业务。 (晨曦)

本报记者 王丰
农历八月十五，是我国

传统的中秋节，也是我国仅
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
日。

中秋之夜，月色皎洁，古
人把圆月视为团圆的象征，
古往今来，人们常用“月圆”

“月缺”来形容“悲欢离合”,
故中秋节的民间习俗多与月
亮有关。每当中秋月亮升起，
于露天设案，将月饼、石榴、
枣子等瓜果供于桌案上，拜
月后，全家人围桌而坐，边吃
边谈，共赏明月。

吃月饼是中秋节的特有
习俗，月饼的制作从唐代就
有考究。苏东坡有诗写道：

“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
说到月饼，脑海里总会

弹出隆盛庄这几个字。隆盛
庄是连接万里茶道的重要站
点。

乾隆三十三年，清政府
招民在此垦荒建庄，概取乾
隆盛世之意，定名为隆盛庄。
隆盛庄历史悠久，在内蒙古
古镇诞生的美食———丰镇月
饼，至今有 260 多年历史，享
誉华北地区，被评为中华名
小吃。

对丰镇月饼颇有研究的
丰镇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薛
韬介绍说，在明朝洪武年间，
许多山西人为了生计，来到
草原深处，参与耕作劳动，这
种现象延续到清朝乾隆年
间，即“走西口”。到清朝中晚
期，随着人们在这里不断聚
集和居住生活，形成了丰镇、
隆盛庄等集镇。随后大批晋
商、冀商带着茶叶、丝绸、糖、

瓷器等来到这里，把这里当
成中转点再前往草原深处，
最终到达今蒙古国和俄罗
斯，用自己的商品交换当地
的特色商品，这条商道也就
成了万里茶道的一部分。

在丰镇市隆盛庄有一家
常三文月饼干货铺，铺子负
责人叫常晓峰，是常氏月饼
制作技艺第五代传承人，也
是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隆盛庄月饼制作技艺”传
承人。当年，正是常晓峰的祖
爷爷常清在隆盛庄“上三元”
干货铺工作时，把山西的太
谷饼和少数民族地区胡饼的
制作技艺糅合在一起制作出
了丰镇月饼。

目前，丰镇市有大小月
饼企业 200 多家，去年丰镇
市月饼产量达 43.7 万吨，实
现销售收入近 3 亿元。在内
蒙古中西部和山西北部，以

“丰镇月饼”“丰镇糕点”“丰
镇饼屋”冠名的门店达 1000
多家，相关从业人员达 6 万
余人，带动了旅游、物流、餐
饮、住宿、副食等相关产业的
发展。当地产的小麦粉、胡
麻油以及特制的老式烤炉
也为丰镇月饼增添了别样
的魅力，特别是临近节日，满
大街都是烤制月饼的香味，
似乎告诉人们金秋丰收的讯
息。

2009 年，丰镇月饼制作
技艺被列入第二批自治区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5
年，丰镇月饼获得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颁发的国家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2017 年，丰镇
月饼被中国烹饪协会授予

“中国地域十大名小吃”称
号;2023 年 7 月，丰镇市成
功入选“月饼美食地标城市
名录”。

最美的季节，最好的相遇。走进大学生温都日根的家
乡，草原深处传来女孩悠扬高亢的长调声，纯净天籁般的
歌声瞬间让听者沉醉在这片草原，抑扬顿挫的歌声如清风
一般，舒缓悠扬的曲调能让人置身其中，感受关于这片草
原的古老记忆和北疆文化的独特魅力。

温都日根是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萨麦苏木霍尔
其格嘎查一户牧民家的孩子，从她太爷爷那辈起就开始唱
长调，一直传唱到她这辈，如今她是家族乌珠穆沁长调第
四代传承人。就在前不久，她以文化和专业第一的好成绩
收到了中央民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全家人都很激动和高
兴。温都日根说：“也就是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梦想照
进现实，这不光是对我多年来学习长调的最大肯定，同时
也更加坚定了未来前行的道路。”

在温都日根追求音乐的道路上，她说不光是父母给了
她很大的支持，还有她的恩师查干夫对她的音乐产生深远
的影响。温都日根说：“没有恩师的教导和悉心传授，就没
有如今在音乐道路上大放光彩的我。”

2023 年对于温都日根来说是圆梦的一年，更是收获
的一年，就在今年的六七月份，她参加了首届“拉苏荣杯”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长调那达慕大赛和第四届“哈扎
布”杯蒙古族长调、潮尔道大赛，分别荣获优秀奖和二等
奖。最令她高兴的是恩师查干夫在这个暑假带她去拜见了
国家级长调名师巴德玛、莫德格、乌云毕力格，并让她在这
些名师面前演唱长调，现场听取名师们的指导和建议，这
让温都日根很是激动难忘，也更加坚定了未来的发展方
向。

她说：“感谢恩师查干夫带我走进长调的音乐殿堂，今
后我也要像我的老师一样学成归来，教更多的学生，让北
疆文化源远流长，为打造‘北疆文化’品牌和推进中华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张婧 孟根巴干)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9 月 16 日，主题为“塞外丰川
源于自然”的丰镇市优质农产品品牌建设“塞外丰川”区
域公用品牌推介会在呼和浩特市举行。推介会上，与会嘉
宾共同启动蒙农甄选“丰镇月饼”直播带货专场活动。

丰镇市副市长安占峰介绍了“塞外丰川”区域公用品
牌策划和建设情况。他表示，加强区域公用品牌“塞外丰
川”的建设力度，对于推动丰镇市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和
绿色有机品牌打造，扩大“塞外丰川”区域公用品牌影响
力，拓展“丰镇月饼”以及肉牛、玉米等优质农产品市场辐
射力，加强产销对接助力乡村振兴都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希望抓住公用品牌发展强劲态势，大力发展富民产
业，深入推进农村牧区一二三产业融合，推进农牧业农牧
区绿色发展，让农牧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内蒙古自
治区农牧厅市场与对外合作处处长侯雁冰表示，“塞外丰
川”区域公用品牌作为丰镇市优质农产品品牌，对于推动
丰镇市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内蒙古绿色有机品牌打造
具有重要意义。本次活动，不仅是要推广“塞外丰川”区域
公用品牌这一单品，更是要通过举一反三，加强宣介推广
对接，拓宽农畜产品销售渠道，实现农畜产品销售倍增计
划，推进内蒙古农畜产品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产业及品牌推介环节，丰镇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
玉成介绍了丰镇市现代农牧业产业园建设和品牌培育情
况。在特色农畜产品经销采购项目签约环节，现场签订产
业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和意向采购合作协议。

本次活动由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指导，中共丰镇市委
员会、丰镇市人民政府主办。9 月 21 日起，在中国农民丰
收节期间，内蒙古优质绿色农畜产品移动展厅大篷车“塞
外丰川”区域公用品牌专柜将开始参加“大草原优品”全区
巡展和“蒙货全国行”全国巡展主题活动。

眼下，正是辣椒丰收的季
节，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白脑
包镇西海村辣椒种植基地，一
串串火红的朝天椒缀满枝头，
甚是喜人。近日，“推介家乡好
物，赋能村集体经济，助力乡村
振兴全媒体传播行动(第二季)”
在西海村启动。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临河
区白脑包镇西海村，这里是有
名的‘辣椒小镇’，种植辣椒
100 多种，远销国内外……”在
西海村的乡间小路上，“掌上巴
彦淖尔”主播石乐和临河区乡
村振兴局副局长吴进一开始了
直播。

“西海村目前共种植辣椒
108 种、5000 多亩。截至目前，
我们村‘一抹红’辣椒农民专业
合作社共营收 160 万元，入股
村民共增收 80 万元，每亩平
均增收 400 元，村集体增收 11
万元，企业分红 64 万元，真正
实现了支部有作为、群众得实
惠、企业有收益的‘三方共
赢’。”西海村党支部书记王继
伟在直播间说出这些数字时，
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本次直播活动还有特约嘉

宾来到直播间为本地特色农副
产品代言。首先来到直播间的
是白脑包镇西海村的王桂莲，
她既是村妇联主任，也是 一
位本土辣椒带货主播。初到
直播间的王桂莲略显紧张，
但当她拿起自己村里种植的
青椒和酱椒时，便立刻打开了
话匣子，从外形到味道，她用最
朴实无华的语言向广大网友推
介家乡的优质辣椒。在她的介
绍下，不少网友纷纷选择下单
朝天椒、脱水辣椒等西海村的
特色辣椒。

随后干召庙镇新利村驻村
第一书记柴东升带着新利村的
辣椒、青椒以及西红柿登场了。
当一大箱包装精美、色泽粉红
诱人的西红柿进入直播间网友
的视线中时，直播间气氛异常
热烈。“这西红柿看着不错。”

“这个可以上架吗？”“在临河哪
个超市可以买到？”网友们纷纷
留言。

当八一乡联丰村的两位村
民带着育苗基质和育苗穴盘出
现在直播间时，更是让粉丝们
大呼长知识了。

(杨阳)

初秋的准格尔大地，阳光依旧热烈。在鄂尔多斯市准
格尔旗十二连城乡兴胜店村农户家的屋顶上，一块块光伏
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不久后，这些太阳能光伏板将全部
覆盖村民住宅，这里将成为名副其实的“光伏村”，产生的
清洁电能，将为村集体经济输送源源不断的能量。

兴胜店村党支部书记张三勇看着正在建设的光伏屋
顶说：“光伏发电项目符合国家新能源政策，并且有收益没
风险，大家称之为‘会赚钱的屋顶’‘晒着太阳把钱赚’，所
以很受村民欢迎。空屋顶现在都能搞‘绿电’增加村集体收
益了，咱们农村遍地是黄金。”

据介绍，大饭铺村“党建 + 百村小太阳”工程于 2022
年 11 月份开工建设，利用村级阵地及车棚 1100 多平方
米屋顶建设太阳能光伏发电，一期总装机 47.2KV 于
2022 年 12 月完工，2023 年 2 月底并网发电，3 月份发电
7162 度，收益 2026.07 元，4 月份发电 5675 度，收益
1605.46 元。项目全部建成后总规模为 197.65KV，全年可
发电 36 万余度，每年电价收益可达 10 万余元。

薛家湾镇马家塔村“党建 + 百村小太阳”工程自 2023
年 2 月份并网以来，已发电 1 万多度，3 个月的时间，已经
实实在在地为马家塔村带来了 5 万元的村集体收益。

准格尔旗现有嘎查村 158 个，其中 103 个嘎查村具
备安装光伏太阳能板的条件。目前，已实施屋顶分布式光
伏工程的嘎查村有 28 个，准格尔旗计划将在剩余的 75
个嘎查村、可利用的 9 万平方米公共设施屋顶上，实施“党
建 + 百村小太阳”工程，并于 2023 年底前实现全部并网
发电，工程全部建成后，总装机约 23360.4KW，每年可发
电约 4263.273 万度，每年收益约 1206.0799 万元。

准格尔旗“党建 + 百村小太阳”的小光伏蓄积起了大
能量，走出了一条经济、生态与社会效益互惠共赢的“阳光
大道”。 (刘蕾 张丽兰)

152 项文旅活动内蒙古发出“秋天的邀请”

呼和浩特：葡萄丰收香满园

丰镇市：来呼推介
“塞外丰川”区域公用品牌

赤峰市：智慧人社服务
有速度有温度有宽度

秋至桂香浓
凝结古茶道风华的丰镇月饼正炉炉金黄

果农在葡萄基地采摘葡萄

“辣椒小镇”辣出幸福味

准格尔旗：

打造光伏发电村
照亮乡村振兴路

色泽诱人的小辣椒

资料图片

温都日根：
让北疆文化源远流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