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融媒 谈

暖城新市民 0477欢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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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巴什讯 9 月 2 日，以“加强质量支撑
共建质量强国”为主题的2024年鄂尔多斯市

“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在伊金霍洛旗举行。
此次活动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市

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伊金霍洛旗市场监督
管理局协办。启动仪式上，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播放了“质量月”活动宣传片，为全区首席
质量官技能竞赛盟市级选拔赛中取得优异
成绩的 10 家企业首席质量官颁发荣誉证
书，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鄂尔多斯

煤制油分公司首席质量官李刚作为企业代
表宣读了倡议书。

下一步，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将多措并举
强化质量宣传工作，组织开展质量专家“巡
回问诊”，举办企业质量提升系列培训班，开
展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知识产权服务万里
行等活动，推动质量进机关、进企业、进社
区，在全社会营造政府重视质量、企业追求
质量、人人关注质量的浓厚氛围。

（市场轩）

康巴什讯 按照《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关于印发服务暖城“新市民”0477系
列措施的通知》要求，我市施行经常居住地
登记户口制度，进一步畅通“新市民”落户
渠道，通过全面放开就业落户、创业落户、
居住落户、人才落户、院校落户、投亲落户、
兜底落户等八条落户途径，全面实行落户

“零门槛”政策。
据了解，从 2024 年 7 月 11 日政策公布

之日起，给予 16至 45周岁新落户人员每人
1000 元的一次性落户补助，鼓励“新市民”
落户暖城。市旗区两级政务服务中心开设

“新市民”落户专窗，开通“绿色通道”，推出
工作日延时办、周六日无休办、节假日预约
办、特殊群体上门办、就近办、暖心办等便
民利民措施，为“新市民”提供专属服务，服
务“新市民”扎根暖城，确保“进得来、留得
下、过得好”。 （鄂轩）

乌兰讯 9月2日，总投资1579万元的鄂
托克旗“五镇十三村”联合项目额尔和图物
流园二期项目签约仪式在棋盘井镇举行。

开工仪式上，棋盘井镇与蒙西镇、木凯
淖尔镇、阿尔巴斯苏木、苏米图苏木 4个苏
木镇签约。额尔和图嘎查与其劳图村、包
勒壕内村等全旗 12个嘎查村签订《额尔和
图嘎查物流园项目投资分红协议》。

据了解，该项目争取扶持资金建设物
流园修理车间及停车场，总建设面积为
29795平方米，二期项目总投资 1579万元。
建设内容包括4577平方米的修理车间，800
千瓦柔性充电堆 4 台，自筹资金 297 万元，
硬化停车场 1728平方米，维修车间屋顶光

伏板铺设、停车场智能监控中控系统安装、
消防设施等设施建设。

项目建成后，共有36间修理车间，预计
每年可收入144万元，提供长期就业岗位17
个、临时就业岗位15个，优先雇佣本嘎查及
周边嘎查脱贫人口、监测户，带动农牧民务
工收入增加。除额尔和图嘎查外，其他嘎
查村每年根据修理车间市场租金，按实际
投资金额的 8%（最低不低于实际投资金额
的 5%）固定分红，剩余收益归额尔和图嘎
查。分红后资金将按照比例用于嘎查建
设、大病或者慢性病人、大学生以及公益岗
位等。

（王玉凤）

阿勒腾席热讯 近日，在 2024内蒙古老
字号嘉年华活动上发布了第七批“内蒙古
老字号”名单，内蒙古御牧农牧业有限公司
的“御牧圣地”品牌入选。

据了解，内蒙古御牧农牧业有限公司
位于伊金霍洛旗苏布尔嘎镇哈勒盖图村，
依托苏泊罕大草原的区位文化优势和镇

区周边的自然条件，企业大力发展优质敏
盖绒山羊、牛、驴、马、鸡、鹅等畜牧业养
殖。“御牧圣地”品牌是伊金霍洛旗首个荣
获“内蒙古老字号”品牌的企业，也是内蒙
古自治区风干肉产业首个“内蒙古老字
号”品牌。

（伊融轩）

本报讯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彦军 刘
子铮 近日，记者从作家出版社获悉，鄂尔多
斯籍作家张秉毅创作的长篇小说《五谷地》
入选世图文轩馆配定制书单。

据了解，《五谷地》是一部以当下乡村
振兴为题材的长篇小说，2023年 12月由作
家出版社出版，被《长篇小说选刊》2024 年
第三期选载。作家出版社此次共有六本图

书入选世图文轩馆配定制书单，入选书目
主要用于社会、学校公益类馆配，进入推荐
目录后图书可借助学校以及图书馆的推
介，让更多的读者读到优秀的文学作品。

《五谷地》将由作家出版社重新申领书号，
由定制方重新进行封面设计，新书号版本
主供社会图书馆、大学图书馆、中小学图书
馆馆配使用。

□侯骄轩

（一）

“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你一站“职”达。
近年来，准格尔旗结合社情民意，将基层就业

服务融入社区党建，全面推进“15 分钟就业服务
圈”建设，加强重点群体就业帮扶，使服务阵地延
伸到家门口。

“一个圈”如“求职神器”，打开了就业创业者
的春天。

准格尔旗把服务站、指导站打造成为群众身边
就业增收的“加油站”，把就业公共服务送到家门口，
助力全民就业共同富裕，让“15分钟就业服务圈”

“圈”出速度和精度，更“圈”出温度和满意度。

（二）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宝妈”、大龄、文化程度不高等灵活就业群

体，进“圈”就能走实“就业路”，增强自信心和成就
感，实现出彩人生。

帮助更多人灵活就业，准格尔旗湖东社区打
造的“百家红——巾帼共富工坊”，以“教学+就

业+创业”的模式，着力构建家门口就业服务体系，
有托育老师、保育员、食堂阿姨、编织手工艺品工
作者等不同职业，帮助妇女在照顾家庭的同时，增
加经济收入。

做实民生之本的幸福注脚，专业育“圈”，以个
性化、专业化的服务满足不同人群的就业需求；用
心强“圈”，搭建线上线下信息平台，实现精准送
岗、精准招聘、精准培训；增容扩“圈”，鼓励全社会
共同参与……准格尔旗合力把“一个圈”打造成一
个枢纽、一个窗口、一个满足群众需求的就业“幸
福站”。

（三）

“一个圈”到哪里，服务就保障到哪里。
支持重点群体就业、发展新就业形态、优化就

业公共服务，是准格尔旗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
必然路径。

为促进手工编织品创收，湖东社区积极与各
企业、单位对接，不定期开展“摆地摊”活动，还通
过直播、微信朋友圈等方式让产品销路更广；申请
民生实事项目获得启动资金，开办工厂，增加就业
岗位……“15分钟就业服务圈”，能更加精准地摸

排就业需求、筹集就业岗位、匹配供需两端，能更
精准化提供公共就业服务、做好创业指引和补贴
指引等，构建覆盖全民、贯穿全程、辐射全域的基
层就业服务体系。

从“人找岗位”到“岗位找人”，从便利度到有
效性，准格尔旗始终在基层一线下功夫，不断刷新
着百姓幸福指数。

（四）

共同富裕是让更多的人具备追求美好生活的
可行能力，让更多人都享受到高质量发展的成果。

“家门口就业幸福感更强。”“找到一份稳定的
工作，在工厂月入4000多元，我很满足。”……准格
尔旗针对就业者“定点服务”，成为扎实推动共同
富裕的着力点。

推动从“未就业”到“能就业”进步；推动从“能
就业”到“好就业”迈步；推动从“好就业”到“就好
业”跨步，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来看，“一个圈”推
动共同富裕的实质性步伐清晰可见。

未来，准格尔旗将不断推进群众家门口就业，
让“15分钟就业服务圈”鼓励更多人用劳动提升价
值，拥抱幸福生活，迈向共同富裕。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刘佳瑶 刘鹏 李笑

近年来，伊金霍洛旗苏布尔嘎镇立足资源
禀赋和区位优势，统筹推进以绒山羊产业为核
心的共富共享七大场景建设，让居民群众“看得
见”乡村振兴希望，“摸得着”持续稳定增收。

苏布尔嘎镇查干日格召村周边煤矿众多，
矿用网片需求旺盛，通过伊金霍洛旗委组织部
的积极协调，查干日格召村以“党支部+企业+
村集体+农牧民”的模式，建成村集体经济项目
矿用网片厂。伴随着机器轰鸣，一张张金属网
片陆续生产完成，销往周边地区。村民杨文海
是这里的“股民”，并在网片厂找到了工作，一个
人能挣两份钱，尝到了“共富共享”的甜头。杨
文海说：“网片厂不仅每年都分红，还给村民提
供就业岗位，保证村民能有稳定的收入。”

经过几年的发展，查干日格召村补齐自身
发展“短板”，积极探索“飞地经济”，带动周边薄
弱嘎查村实现集体增收，不断提升共富产业效
能。查干日格召村委委员杨文亮告诉记者：“网
片厂建成以来，给村集体经济带来 300 多万元收
入，当初鼓励引导每户村民积极入股，目前村民
的本金已经全部收回，今后就是纯收入了。”

敏盖白绒山羊一直以来都是苏布尔嘎镇的
核心产业，光胜村养殖大户杨世高乘着“共富共
享”的东风，把自家 150 多只羊放入当地的绒山
羊舍饲养殖示范基地统一管理、统一养殖，使原
本零散、小规模的饲养逐步向产业化养殖转
变。苏布尔嘎镇建立“养殖园区+饲草料基地+
科学养殖+品牌化发展+产业链延伸”的高效生
态养殖模式，进一步巩固敏盖白绒山羊主导产
业地位，构建农牧业增效、农牧区增绿和农牧民

增收的共富共享场景。目前，全镇舍饲敏盖白
绒山羊养殖总量达 8.5 万只，养殖户 1300 余户，
形成“人人参与、家家受益”的共富共享发展格
局。苏布尔嘎镇综合保障和乡村发展中心主任
王生云说：“投入最小化，收益最大化，形成统养
共富，让家家户户都参与，在产业链上让群众得
到更多实惠。”

在探索“美美与共”的产业发展之路的同
时，苏布尔嘎镇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融合
打造“享老生活区”“便民活动区”等基层公共服
务矩阵，让“共富共享”更加具象化，不断增强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下一步，苏
布尔嘎镇将继续培育壮大主导产业和特色产
业，做好“多产业”融合发展，加强优势互补、信
息互通、资源共享、市场共用，把产业链建成“共
富链”。

2024年鄂尔多斯市“质量月”启动

“新市民”落户暖城 实行“零门槛”政策

鄂旗“五镇十三村”联合项目开工

“御牧圣地”品牌入选“内蒙古老字号”名单

长篇小说《五谷地》入选世图文轩馆配定制书单

近日，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迎来120名“特殊”旅客，他们肩挂绶带，胸戴
红花 ，整齐划一向航站楼走来。为顺利完成退役军人保障工作任务，鄂尔多斯伊金
霍洛国际机场主动对接协调航班动态信息，制定保障方案，提供“一站式”服务，助力
退役军人便捷“回家”。 杭慧霞 白芮瑄 摄

“一个圈”把就业服务送到家门口

近年来，我市立
足群众需求，不断开
展全民健身赛事活
动，进一步引领广大
群众参与体育活动，
推动全民健身向基
层 深 入 、向 社 区 延
伸，营造全民健身氛
围，提升居民健康素
养。图为近日，康巴
什区滨河街道兴旺
社区举办荧光夜跑
活动。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祁淑贤 苏鸿方 摄

伊旗苏布尔嘎镇

美美与共 产业链建成“共富链”

共富共享在暖城

□张金梅

驱车穿梭在乌审旗乌审召镇的村落间，错落
有致的农家小院，日新月异的乡村特色产业，恬静
雅致的乡村美景不断映入眼帘。

近年来，乌审召镇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加快提升美丽
乡村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从“一片美”到“处处美”，刷新乡村颜值

“过去垃圾‘随手扔’，一到夏天臭烘烘；现在
垃圾有了‘家’，专人清运不落下；人居环境大改
善，村民心里乐开花。”谈起村里的变化，浩勒报吉
村村民刘和平说了一段顺口溜。2024年，乌审召
镇在浩勒报吉村聘请物业公司负责打理村庄环
境，有效破解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难题，推进绿
美乡村建设。

乌审召镇坚持以点带面，坚持“塑形”和“铸
魂”同步推进，深入推动家风示范引领、“无废城
市”建设、“积分制”管理、“编外参谋”乡贤优化治

理、“小老助大老”睦邻互助志愿服务体系等举措
落地落实，聚焦老百姓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关键小
事”，突出地方特色，传承历史文脉，把村庄从“局
部美”变成“全域美”，推动环境美迈向风尚美，刷
新了乡村颜值，提升了乡村气质。

从“一时美”到“持续美”，培树文明新风

“现在有这个积分团结超市真好，不花一分
钱，通过捡垃圾、攒废物就能兑换生活用品……”
巴音陶勒盖嘎查牧民孟根其其格高兴地说。乌审
召镇各嘎查村（社区）以“美德积分”为抓手，通过
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积分制”管理，激发村民
群众积极参与环境治理的热情。走在各嘎查村的
沿路沿线，经常会看到党员干部、志愿者、群众身
着“红马夹”齐上阵，不落一处，全面排查。

同时，乌审召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抓
手，广泛开展理论宣讲、道德教育、志愿服务、文明
创建等活动，持续改善村内风气，提升村民素质，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专项行动渐入人心，呵护生态
环境成为自觉。一个个嘎查村正在从“一时美”向

“持续美”转变，民生幸福曲线不断上扬。

从“生态美”到“产业兴”，点亮美好生活

近年来，乌审召镇坚持发展和生态两条线，全
力推动生态优势和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积
极在绿水青山中“寻宝”。

2024 年毛乌素沙地歼灭战已全面开启，乌
审召镇积极探索“以工代赈”带动群众增收模
式，激活合作社动能，带动集体经济分红创收
120 万元、农牧民收入 100 余万元，探索实现从

“绿富同兴”到“绿富同行”的跨越；以优良适宜
气候条件及互助共建单位平台有利条件，兼顾
经济与生态的新路子，发展特色产品经济，引
进中蒙药材种植项目，在乌审召嘎查、浩勒报
吉村种植黄芪、小白蒿、香芹兰、角茴香等中药
材 2000 余亩，预计实现嘎查村集体经济和农牧
民收益达 500 万元，探索出一条“生态美、产业
兴、百姓富”有机统一、齐头并进的生态振兴大
道，让绿色产业更具活力，让人民群众的生活
更美好。

乌审旗乌审召镇

点绿成金“生态美”赋能“产业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