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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建创创

文明 论坛

贾道尔计，退休前曾任伊金霍洛旗霍洛林场哈拉沙作
业区护林员、队长，曾获评“全国优秀护林员”。45年来，他
从青葱少年到白发长者，在毛乌素沙地东北端的荒漠上栽
下 100多万棵树苗，走出近 10万公里护林路，将 7万亩沙
地变为绿洲，用一生坚守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生态信仰。

青春赴沙海——
肩扛百斤苗，用脚步丈量治沙路

1980年，19岁的贾道尔计分配至霍洛林场时，这里还
是“纸糊窗户土坯房，风沙一夜埋屋梁”的苦寒之地。历史
上水草丰美的伊金霍洛旗因生态恶化沦为毛乌素沙地侵
袭的前沿。“沙子堆得比房子高，逼得人搬家”的生存之痛，
让他立下“一直栽，把沙地全种上树”的誓言。

每到植树季，他天不亮就肩扛 100 多斤树苗，徒步 1
小时抵达栽种区。“当时道路不好走，四处是沙坑，小平
车把沙柳拉到平地，就靠人力背。中午太阳晒得沙子发
烫，脚都不能着地，只能躲在沙蒿地里啃几口干粮，等
稍微凉快些再接着背。”贾道尔计至今记得，最累的时
候一次要背六七捆沙柳，足有 120 多斤，在沙地走 2 里地

来来回回十几趟，“现在想不明白，那时候怎么就不觉
得累？”没有机械，就用铁锹挖湿土、插苗 70 厘米、脚踩
压实，这套动作每天重复上千次。饿了啃玉米饼就炒
米，渴了喝几口凉水，从晨曦干到夜幕，双手磨出的茧
子脱了一层又一层。春秋栽树、夏季管护，每年几百亩
的推进速度，他坚持了十余年，让“沙进人退”的绝望图
景开始出现绿色转机。

凭着这股“背苗如背山”的狠劲，他在哈拉沙作业区累
计植树近万亩，更带着工友们用脚步在沙地上走出了第一
条“造林路”。“一开始就我和几个老伙计干，后来看沙地真
能变绿，越来越多人加入进来。”他粗糙的手掌比划着，“现
在这片6万亩的林子，最早就是从扛沙柳开始的。”

半生护绿心——
徒步巡林十余载，甘作树苗“父母”

上世纪90年代，当哈拉沙作业区沙柳实现全覆盖，贾
道尔计转型护林员。面对偷采沙地柏的不法分子，他在无
监控、无交通工具的条件下，每日徒步10余公里巡查。60
摄氏度的地表高温烤得鞋底发烫，每走一段都要倒出鞋里
的沙子；漆黑的夜晚巡林时，毒蛇出没是家常便饭。但他

总说：“这些树就像我的孩子，谁也不能伤害！”
为阻止村民放羊破坏植被，他挨家挨户劝说：“好不容

易种活的草木，得给子孙留着。”女儿们从小跟着他巡护、
浇水，在林场沙地上踩出的脚印成了绿色传承的印记。他
记不清阻止了多少次偷采，却清楚记得每片林子的生长周
期——何时该浇水、何时需剪枝，这片绿洲在他心中如同
掌纹般清晰。

老骥守新绿——
退休不退岗，智解生态新难题

退休后被返聘的贾道尔计，本可安享晚年，却因“放
不下待了大半辈子的林场”，仍坚持每日巡查。当发现
煤矿开发导致地下水位下降、沙柳枯死时，他第一时间
找到场长建言献策。在他与林场团队的努力下，一套

“樟子松替换+矿废水灌溉”的生态解决方案落地：耐旱
的樟子松每年新增 2000 亩，煤矿处理后的废水通过专
用管线实现精准灌溉，既解决了水源问题，又让生态效
益提升数倍。

如今的林场装上了摄像头，年轻护林员用手机就能远
程监控，而他仍习惯骑着摩托车穿梭林间。“以前走一天的

路，现在几十分钟跑完，脚底板不遭罪了！”看着智能化护
林场景，他既欣慰又感慨：“护林从苦活变成了精细活，这
绿色总算守住了！”

在伊金霍洛旗，305万亩森林、37.06%森林覆盖率的背
后，是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的务林人用一生书写的生态传
奇，贾道尔计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扎根荒漠，亲手栽下 100
多万棵树，让 7万亩沙地从“黄沙漫天”变成“风吹草低见
绿意”，他用双脚丈量土地，走出近10万公里护林路，踏出
一条守护生态的“绿色长廊”。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日复一
日地栽种与巡查，他让荒漠披上绿装，成为国家级森林乡
村、森林乡镇背后的“沉默功臣”。

平凡岗位的光芒，藏在45年如一日的坚持里。从“沙
逼人退”到“绿进沙退”，贾道尔计的人生轨迹与荒漠治理
的时代进程深度重合。他不懂高深的生态理论，却用“栽
树不停、护林不止”的朴素信念，在毛乌素沙漠边缘筑起绿
色长城。当他眯起被风沙磨砺多年的双眼，看到的不仅是
自己亲手栽种的百万棵树苗，更是一个普通人用一生践行
的生态承诺——不让子孙再受黄沙之苦，不让青绿重被荒
漠吞噬。

（市文明办供稿）

贾道尔计：用一生守护绿色梦想

道德模范在身边

东胜讯 近日，东胜区婚姻登记中心开展了“婚俗
改革进万家”主题宣传活动，旨在弘扬时代新风，推进
移风易俗，倡导文明节俭的婚俗理念。

活动中，工作人员深入解析传统婚俗文化，带领
市民分辨其中的精华与糟粕，并积极倡导“喜事新办、

喜事简办”的理念。此外，活动精心设置了趣味问答、
移风易俗知识竞答等互动环节，还通过发放环保喜糖
盒、定制婚俗主题文创礼品等方式调动市民参与的积
极性。

此次活动是推动婚俗改革的重要内容。下一步，

该中心将以此为契机，联合多部门建立婚俗改革长效
机制，通过完善村规民约、培育文明家风、打造特色品
牌等举措，全力推动婚俗改革落地见效，让文明新风
吹遍千家万户。

（刘洋）

□王倩张馨

2025 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于 6 月 10 日至 11 日在
安徽合肥举办，以“汇聚网络正能量 引领时代新风尚”
为主题，聚焦全民数字素养提升、网络文明培育、青少
年网络素养教育等议题，彰显了党和国家对营造风清
气正网络环境的高度重视，也回应了亿万网民对清朗
网络空间的共同期盼。

网络文明建设，关键在“共建”。面对网络空间开
放性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的现实特点，必须坚
持系统治理、协同治理、依法治理，推动网络文明建设
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深入推进“清朗”
系列专项行动，聚焦网络暴力、谣言信息、饭圈乱象、无
底线营销等重点问题，持续净化网络生态，弘扬主旋
律、传播正能量。与此同时，多地积极探索“网络文明
实践基地+文明单位+志愿服务”相结合的共建路径，
推动网络文明理念向基层延伸、向社区覆盖，形成全民
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

网络文明建设，既要有顶层设计的“统”，也要有基
层治理的“活”。一方面，应加强平台责任落实，压实内
容审核、用户管理、算法推荐等治理责任，推动平台从

“逐流量”向“树导向”转变；另一方面，要广泛动员社会各方力量，
充分发挥网络文明志愿者、社区网格员、基层宣传员等群体作用，
推动网络文明建设由“政府主推”向“全民共治”纵深发展，夯实网
络社会治理的民意基础与群众根基。

网络文明建设，不仅要“管”，更要“育”。文明风尚的形成，既
依赖制度约束与技术规制，更离不开价值浸润和文化引导。近年
来，“争做中国好网民”“网络中国节”“文明中国”等主题传播和推
广活动、主题采访持续开展，网络文明内容不断创新，表达形式日
益多样，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指尖传递、在屏幕生根，真正
实现从“文明上网”到“以文明塑网”的跃升。

网络文明建设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更非一人一域之事。它关
乎亿万网民的共同精神家园，关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乎中华
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未来走向。让我们携手共筑共享网络精神家
园，在亿万点击与传阅中，让文明之光照进互联网的每一个角落。

（据中国文明网）

乌兰讯 近日，鄂托克旗和美婚姻家庭服务中心在
市妇女联合会“搭把手”巾帼志愿阳光站项目的支持
下，以“认证不跑腿，幸福来敲门”为主题，深入木凯淖
尔镇互助院和隆诚社区，为高龄老人提供“上门认证+
暖心陪伴”一站式服务。

针对高龄老人“认证难、操作难”痛点，志愿者携

带便携设备，为独居、残疾、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床
边认证”“炕头服务”，全程协助人脸识别、信息核对，
累计完成117名老人的高龄补贴与养老生存认证。“认
证只是起点，陪伴才是关键。”志愿者化身“临时家
人”，在认证间隙与老人拉家常、忆往事。一位93岁的
老人感动地说：“你们真是贴心人，这日子越过越有盼

头了！”活动结束后，志愿者建立“一对一”帮扶台账，
承诺定期回访，让“幸福敲门”成为常态。

市、旗两级妇女联合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认证不
跑腿”是技术赋能，“幸福来敲门”是情感赋能。未来将
深化“搭把手”项目，推动服务从一次性向常态化升级，
让巾帼志愿红成为基层治理的温暖底色。（王嘉楠）

康巴什讯 近日，鄂尔多斯生态
环境职业学院开展了“文明礼仪规
范”“网络文明与反诈宣传”“校园欺
凌预防与心理健康”主题班会活动。

在文明礼仪规范主题班会中，
各班主任剖析了学生在课堂纪律、
宿舍卫生、食堂就餐、文明出行等
方面存在的问题，强调了文明礼仪
不仅是个人修养的体现，更是构建
和谐校园、提升集体凝聚力的基
石，鼓励同学们从身边小事做起，
争 当 文 明 校 园 的 践 行 者 和 守 护

者。网络文明与反诈宣传成为守
护学生网络安全的关键一课，利用
真实案例、警示视频、反诈知识问
答等形式提升学生的网络素养和
安全防范技能。校园欺凌预防与
心理健康主题班会聚焦学生的身
心健康与安全成长。

该活动传递了温暖与力量，引
导同学之间应相互尊重、理解、关
爱，共同营造包容、友善的校园氛
围，为每一位学生的健康成长保驾
护航。 （韩馥遥）

康巴什讯 近日，康巴什区文化
和旅游局在下沉广场举办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青少年行李箱市集活动，
通过“一箱一世界”主题实践，打造
了一场融合文旅体验、环保理念与
青春创意的城市嘉年华。

与传统市集不同，本次活动以
行李箱为“微型展台”，鼓励青少年
将旧行李箱改造为个性化摊位，展

示闲置物品、书本文创、旅行纪念品
等，让孩子们在真实场景中学会选
择、懂得价值、感受交换的温度。

本次活动激发了青少年的创新
活力，传播了城市的文化魅力。家
长们纷纷感慨，孩子为准备市集查
阅了大量资料，作了很多准备，沟通
能力和责任感都得到了锻炼。

（皇甫镁娜 刘伟）

□鄂轩

近年来，鄂托克前旗城川镇紧扣乡村振兴战略部
署，以乡风文明建设为重要抓手，构建“文化传承+文
旅融合+品牌塑造”三位一体发展格局，推动乡村文化

“活起来”、产业“强起来”、乡村“美起来”，为乡村振兴
注入持久精神动力与发展活力。

深化非遗传承，激活传统文化新动能。城川镇积
极探索“美丽庭院+”的融合模式，将传统手工艺与乡
村振兴紧密结合，巴彦希泊日嘎查建设 70平方米“民
间手工艺品工作室”，用皮制品、绒毛等16种工艺装点
庭院。呼和陶勒盖嘎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
人乌拉深耕马具制作技艺，开设家庭工坊，向青年牧
民传授雕刻、皮革处理技艺，年培训学员20余人，推动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活态传承”。此外，嘎查

定期举办马具制作比赛，参加刺绣、剪纸、书法等展示
展演，深度挖掘民族手工艺文化内涵，促进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进一步增强文化认同感。

打造村歌品牌，奏响乡村振兴新乐章。各嘎查村
社区积极组建农牧民合唱团，利用农闲时间开展村歌
排练，生动诠释“守护绿水青山”的生态发展理念。呼
和陶勒盖嘎查立足本土文化特色，精心创作嘎查主题
曲《美丽的呼和陶勒盖故乡》。歌词以草原生态风貌、
牧民奋斗历程为切入点，生动展现乡村发展新貌，该
作品在鄂尔多斯市第三届“村歌嘹亮”大赛中荣获佳
绩。此外，城川镇通过整合资源，联动糜地梁嘎查、麻
黄套村等打造“一村一歌”文化矩阵，《幸福麻黄套》

《平安家乡》等优秀村歌作品在市级赛事中屡获殊荣，
有效提升乡村文化影响力。

推动文旅融合，拓展产业发展新路径。城川镇充

分发挥巴彦希泊日草原的资源优势，创新文旅产业发
展模式，全力打造集餐饮、住宿、露营等多功能于一体
的希泊尔驿站。秉持“旅游+研学”的运营理念，精心策
划并举办“希泊尔草原热气球露营节”“希泊尔草原露
营亲子游”等系列主题活动，有效吸引游客，提升旅游
热度。与此同时，全镇不断整合域内旅游资源，与红色
文化旅游区、哈日色日草原等景点协同发展，形成特色
鲜明的五大旅游线路。通过强化宣传推广，提升旅游
服务质量，进一步扩大城川镇文旅产业影响力，推动全
域旅游向纵深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力。

下一步，城川镇将持续深化乡村文化建设，进一
步挖掘乡村文化资源，创新文化活动形式，丰富文化
服务供给，让乡风文明建设成果更好转化为乡村振兴
的文化凝聚力、产业竞争力和群众幸福感，奋力谱写
城川镇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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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胜区积极开展婚俗改革宣传

鄂旗为高龄老人提供“上门认证+暖心陪伴”一站式服务

近日，达拉特旗平
原街道锦园社区发起

“在职党员献书香 社区
共享‘阅’美好”志愿服
务活动，社区在职党员
积极响应，将家中闲置
的书籍捐赠至社区，以
实际行动助力基层文化
建设，传递知识与爱心。

王美丽 摄

近日，共青团
鄂尔多斯市委员
会联合共青团伊
金霍洛旗委员会
走进兴蒙时代广
场，开展了“保护
母亲河·爱我鄂尔
多斯”垃圾分类志
愿服务活动，通过

“宣讲+互动+实
践”形式，向居民
普及垃圾分类环
保知识。

白香荣 摄

近日，鄂尔多斯市明星志愿者协会组织志愿者
走进东胜区祥嘉老年公寓，开展“发梢间的关爱 让
银发更闪耀”爱心义剪活动，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
老、爱老、助老的优良传统，切实增强老年人的幸福
感和归属感。 明星 摄

鄂前旗城川镇：传承与创新并举奏响乡风文明新乐章

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
开展校园文明素质提升主题活动

康巴什文旅局举办青少年行李箱市集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