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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薪休假”的内蒙古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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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初，走进昔日沙化较重的内蒙
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草原虽未变绿，
但高高矮矮的旧草延绵到天边，不难
想象夏日的葱郁景象。一些曾“寸草不
生”的地方，如今草木丰茂、湖水荡漾，
引来北归候鸟栖息。

这里生态环境的巨大改变，得益
于2011年国家在内蒙古等地主要草
原牧区启动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
政策。十余年来，在这项政策推动下，
全区草原生态、牧民生活、畜牧业发展
全面持续向好。

“草场一年比一年好”

从20世纪90年代起，内蒙古草原
随着牧区人口和牲畜数量急剧增长而
逐步退化。特别是在2000年前后，以
干旱为主、多灾并发的严重自然灾害，
进一步加剧草原生态恶化。

为保护和恢复脆弱的生态环境，
2011年起，在国家支持下，内蒙古全
面启动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
有的地方禁牧，有的地方按草畜平衡

要求减少牲畜数量，并给牧民相应补
贴，相当于让草原“带薪休假”。至今，
政策资金累计达455亿元，每年有140
多万户、490 多万名牧区群众从中
受益。

苏尼特右旗额仁淖尔苏木牧民其
其格告诉笔者，十多年前，草原上有很
多裸露沙地，沙尘暴一年能刮十几次。
她家近万亩草场沙化较重，像长了“斑
秃”一样。

2011年起，其其格家的草场被划入
禁牧区，年均补助奖励资金7万余元。她
拿出一部分钱，从采取草畜平衡保护方
案的地方租用5000亩草场放牧。

“草场一年比一年好，沙尘天气也
减少了。”其其格指着门前的草地开心
地说，“你看这片野生黄芪，十几年没
见到了，近一两年又有了。”

这只是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
策在内蒙古取得实效的一个缩影。十
多年来，自治区草原自我更新修复能
力明显提升，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最
新监测数据显示，2020年，自治区草
原植被平均盖度达45%，比2010年提

高8个百分点。

“少养精养多挣钱”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在改
善生态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牧民的
生产方式。人们不再多养，而追求精
养，经济效益稳步提高。

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罕达盖
苏木草原深处，牧民巴德玛的砖瓦房宽
敞明亮，房前停着小轿车，不远处有饲
养牲畜的暖棚和储草棚，棚前放着打草
机和皮卡车，与十多年前笔者初次到她
家采访时相比，她的生活大变样。

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
前，巴德玛在6000亩草场上养着40
多头基础母牛和近百只羊。由于超载
过牧，草原退化，牛羊膘情不佳，卖不
上好价钱。

“一年的收入只能维持基本生活，
没有钱盖牛羊过冬的暖棚和储草棚。”
巴德玛说，牛羊虽然夏天有草吃、秋季
长点膘，但冬天大多掉膘变瘦，到了春
天，母畜常因草料不足而营养不良，产

犊（羔）率大幅降低。
2011年，她家近2000亩草场被划

为禁牧区，4000多亩草场划入草畜平
衡区，一年能拿4万多元补助奖励资
金。“牛羊养多了没好处，以后要少养
精养多挣钱。”她把羊全部出栏，将基
础母牛控制在40头左右，草场生态逐
渐好转。她还用攒下的补助奖励资金
盖了暖棚和储草棚，每年秋季备足草
料，母牛产犊率明显提高。

“现在一年卖30多头牛犊，纯收
入近30万元，过上了小康生活。”巴德
玛说。

随着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
深入实施，内蒙古一些牧区根据实际，
采取精细化养殖等措施，着力平衡牲
畜饲养与生态保护。同时，全区草原畜
牧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显著提高，每
年过冬牲畜的畜均暖棚面积达1平方
米，生产效益明显提升。

“既放牛羊，又‘售’风光”

十多年来，在草原生态保护补助

奖励政策支持下，内蒙古牧区生态、生
产、生活形成持续向好的良性循环，以
休闲旅游为主的绿色产业在草原上

“萌芽”、发展。
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巴音乌

兰苏木，牧民阿拉腾图雅5年前在自
家宅基地建了专供餐饮休闲的蒙古
包，搞起牧家乐，仅这一项纯收入每年
就有三四万元。“在草原生态保护补助
奖励政策下，这几年草场越来越好，景
色更美了，游客也多了，我们也吃上了
旅游饭。”他说。

生态改善，风光更美，锡林郭勒
盟西乌珠穆沁旗“90后”牧民哈斯萨
日嘎因此有了新职业——草原“向
导”。3年前，取得导游资格证的哈斯
萨日嘎开始拍摄草原美景等内容的
短视频，并发布在互联网社交平台。
不少网民专程从外地自驾来找她当

“向导”。
“在生态变好的草原上，既能放养

牛羊，又能‘销售’风光，我的生活也变
得更多彩了。”她说。

（新华社于嘉李云平彭源）

行走在四川成都的大
街小巷，“运动氛围感”总
会与人们不期而遇。为迎
接大运会，全市上下不断
深化城市管理志愿服务工
作，提升美学运用能力，高
质量推进城市环境品质提
升，把幸福生活的发展理
念融入城市建设和管理的
每一个细节。

调色、铺底、勾勒、填
色……一笔一画间，射击
选手的形象跃然于锦江区
马家沟路一处配电箱的箱
体上，十分生动。连日来，
锦江区100余名志愿者来
到马家沟路、上沙河铺街、
下沙河铺街……用手中的
画笔装点配电箱，让运动
之 美 在 街 头 巷 尾 悄 然
绽放。

为以最好的状态迎接
大运会，锦江区强化美学
运用能力，充分挖掘区域
文化特色，开展“迎大运
城管志愿服务活动”，积极
探索多元参与共建共享的
城市管理机制，以赛事营
造美好生活，从细微之处
绽放体育之美。

锦江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为了
凸显区域特色，不同区域
限定了不同的主题。其中
游泳场馆附近的配电箱以
游泳元素为主，射击运动
学校周围则以射击、射箭

等元素为主，使配电箱与环境相得益
彰，形成“一箱一景”。“此次活动涉及锦
江区大运会场馆周边 8 条道路，共计
155个箱柜，美化之后我们还会启动评
选活动。”锦江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
人员表示，期待通过箱体美化活动，展
示道路文化韵味，“以更靓丽的城市颜
值，迎接大运会！”

在成绵高速入口处，“爱成都 迎大
运”的字样和高举着火炬奔跑的“蓉宝”
出现在眼前，展示着有朋自远方来的喜
悦。在青白江区凤凰大道上，绿道草坪
上伫立着姿态各异的景观雕塑。打篮球
的、骑单车的、击剑的……拥有“十八般
武艺”的“运动健儿”成为这条景观大道
独特的风景线，城市文化与运动活力在
这里充分结合，营造出浓浓的体育盛会
氛围。

为彰显城市内涵与魅力，持续提升
城市品质，双流区城市管理局实施了桥
梁美化涂装项目。大运会比赛场馆及周
边沿线上的金河桥、双黄桥、西航港大
道进机场高架桥匝道都有了新变化，美
丽的彩绘图案是一个个活泼可爱的

“蓉宝”。
而在新都区，缤纷时代广场的休闲

座椅与花池也“摇身一变”，让人耳目一
新。醒目的橙黄色座椅简约大气，憨态
可掬的熊猫宝宝也在花坛上“秀”起了
运动风姿……新都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结合大运会元素和城市特色，在香城体
育中心周边增设了100余个可休憩可观
赏的多功能花箱与休息座椅，让城市空
间更加人性化、生态化、活力化。

如今，随处可见的大运会元素，不
仅凸显了运动主题，还彰显了“规范、完
好、整洁、美观”的成都城市形象，增添
了城市活力色彩，点燃了赛事氛围。

近年来，贵州省黔西市新仁苗族乡折溪小学积极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进课堂，选任精通芦笙舞的老师指导学生学习，让山村小学的孩子们
“零距离”感受非遗技艺之美。图为4月6日，黔西市新仁苗族乡折溪小学的老师在带领学生练习芦笙舞。 周训超 摄

（上接A1版）

亮点：交通安全秩序更
加优化

交通安全秩序是一项新增的调
查指标，调查内容包括驾车礼让、共
享单车摆放、从车辆中向外抛物、停
车占盲道等十项测评内容。报告显
示，交通安全秩序得分为91.5分，市
民对城市文明安全出行形成高度共
识，已基本养成良好的驾车乘车习
惯。实地观察中，在城市主干道和交
通高峰期，闯红灯的现象几乎没有，
未发现从车辆中向外抛物、积水路
段飞速通行溅水、缓行路段抢道行
驶等现象。城市的主要街区，共享单
车摆放规范。排队上下车、让座风气
已然形成。

在调查访谈中，群众普遍认为
交通安全秩序的优化主要得益于以
下三方面：一是柔性引导。交通路口
文明引导员的示范与劝诫，“随手
拍”、签订文明承诺书，政府出行安
全信息提示，增强了市民安全出行
意识。二是科技助力。运用科技力量
加大对路口设施的人性化改造。三
是制度保障。2021 年北京出台了

“不礼让斑马线”的处罚规定，加大
了惩罚力度，严格执法，以他律方式
督促行为主体文明交通。

亮点：公共卫生水平明
显提升

报告显示，公共卫生行为文明
指数得分为90.18分，环比2020年
的88.19分，提升了1.99分。在对商
业街道、社区、集市、车站等公共场
所开展的实地监测结果显示，乱写
乱画乱贴小广告现象得到了基本根
治，中心城区垃圾分类收效显著。

公共生活空间显得更加清朗。
公共绿地、中小型餐饮商家、宾馆
（饭店）、农贸市场（批发市场）和社
区菜市场等公共场所广泛开展环境
治理与卫生消杀，有效提升了公共
卫生水平。访谈座谈中，大家普遍认
为随着“周末卫生日”等群众性爱国
卫生运动的蓬勃开展，媒体持续宣
传爱国卫生知识和绿色环保理念，
市民的健康文明素养明显提升。《北
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北京市民
卫生健康公约》等条例规定的实行，
对公共环境的提升起到了重要作
用。党政机关带头到位，群众知晓率
达100%，分类意识逐步建立，分类
水平逐步提高。

亮点：驾车礼让成为城
市风景线

文明驾车、在斑马线礼让行人
的文明指数得分为93.99，高于交通
安全秩序总得分（91.5）2.49 分。根
据观测数据，不文明驾驶行为发生
频次环比 2020 年下降了 41.96%，
不文明驾车现象整治效果明显。

2021 年，北京市开展了“文明
驾车，礼让行人”专项整治行动，推
出15项工作举措。优化了交通路口
的功能化改造，全市各机关系统、企
事业单位的驾驶人员充分发挥文明
驾驶示范作用，公交、出租（网约）、
旅游客运等运输企业带头践行礼
让，10余万名驾驶员签订文明礼让
承诺书，外卖快递平台13万余人签
订文明出行承诺书。556家单位及
志愿团队认领路口志愿服务，累计
服务时长达9万小时。各类交通参
与者礼让守序意识得到有效提升，
全市因不礼让行人发生事故的数量
下降了45.5%，路口交通违法现象
大幅减少，城市道路交通秩序明显
改善。

垃圾分类普遍落实、交通秩序
井然有序、光盘行动蔚然成风、各类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蓬勃开展……北
京持续深化拓展文明城区创建，城
市精细化管理卓有成效，市民的获
得感、幸福感、荣誉感不断提升，文
明生活方式日渐养成。

与此同时，报告也显示出北京
在社区环境、公共场所秩序等方面
仍存在短板，基层治理水平需要进
一步提高，市民公共文明意识需要
进一步加强。为巩固良好的发展态
势，还需要坚持系统思维，强化社会
共治，创新方式方法，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加强执法力度，形成长效机
制。政府、社会各行各业、家庭及个
人都要积极落实文明行为促进工作
主体责任，构建共治共享的公共文
明格局。

（上接A1版）

◎ 让失独家庭重
新拥抱“阳光”

在宁国市义工联合会办公室的
墙上，记者看到了几张照片，其中一
张照片中，两位头戴生日帽的老人
在几名志愿者的簇拥下，坐在圆桌
前吹生日蜡烛，他们脸上笑容绽放，
开心得像孩子一样。桂清泉告诉记
者，这是“怡养家园·关爱失独家庭”
项目开展活动时的一次留影。

2014年，宁国市义工联合会与
宁国市卫健委、计生协共同开展“怡
养家园·关爱失独家庭”项目，为宁
国四个乡镇街道的140余名失独老
人搭建社会支持网络，促进服务对
象融入社会，帮助解决他们的生活
难题及养老问题。同时根据医护、水
电维修、理发等领域的专业义工所
长，组建宁国义工医疗保健咨询服
务队、宁国义工水电维修服务队、宁
国义工保健洗理服务队3支专业队
伍，为失独老人提供住房保洁、陪护
就医等20项菜单式志愿服务。

在桂清泉看来，比起给予经济
帮扶，对失独家庭来说，感情抚慰更
为重要。为此，“怡养家园·关爱失独
家庭”项目还设立了兴趣小组，培养

失独老人的兴趣爱好，举行老友汇、
郊游等联谊活动，帮助老人们融入
社会，重新“拥抱”爱和阳光。

关于服务失独家庭，桂清泉有
着这样的体会：“没有任何技巧，唯
有用真心换来真情。”为了更好地开
展服务，他和团队成员们始终保持
和老人们电话沟通，并坚持线下走
访，他们走进了一个个失独家庭，逐
渐打开了老人们的心门。

家住西津街道双溪村的王大
爷，是“怡养家园·关爱失独家庭”项
目的重点帮扶对象。21年前，老人
的儿子意外去世，他和老伴从此相
依为命。2018年底王大爷因心脏病
发作住院，之后身体状况一直不太
好；老伴又患有眼疾，基本看不见东
西。桂清泉告诉记者，项目小组在第
一次上门走访时，发现王大爷家因
排水沟堵塞导致房前常年积水，给
两位老人出行带来诸多不便。他和
小组成员随即联系项目组的专业义
工重新改建房屋的排水管道，并由
项目组的医生为老人检查身体，此
后，义工们还定期到老人家里帮忙
劈柴、打扫房屋等。

施大爷夫妇也是“怡养家园·关
爱失独家庭”项目的帮扶对象，因为
感受到了关爱的温暖，夫妻俩也萌
发了参与其中帮助他人的想法。如

今，夫妻俩已由受助对象转变为宁
国市义工联合会的志愿者。

◎ 用专业的心，做
专业的事

“危急关头伸援手，大灾面前显
大爱”“辛劳爱心路，情真暖心
人”……宁国市义工联合会办公室
墙上挂着的13面锦旗，见证和记录
了桂清泉和团队成员们一路走来的
付出与成绩。

这些年，桂清泉不仅深耕志愿
服务项目化发展，还带领团队在更
加专业的道路上大步前进。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宁国市义工联合会迅速组织
200名志愿者奋战一线，连续50余
天参与卡点值守、卫生消杀等志愿
服务。

2021年7月，河南部分地区发
生洪灾，桂清泉带领救灾志愿者自
驾前往灾区。在河南的12天里，他
们每天只休息3至4个小时，装卸
转运、分配发放救灾物资，哪里有需
要，哪里就能看到桂清泉和团队成
员们的身影。

数次奔走在防疫一线的经历，
使桂清泉深切地感受到志愿服务力
量在应急领域的重要作用，他开始

着手策划“人人来减灾”社区防灾减
灾志愿服务项目，目前已与宁国市
西津街道凤形山村、霞西镇上门村
结对共建志愿救援队，为社区防汛
减灾、疫苗接种提供了强有力的支
撑与保障。

如今，在桂清泉的带领下，宁国
义工联合会正在运行的项目有11
个，服务内容覆盖关爱复员军人、水
环境保护等6大领域；宁国市义工
联合会注册会员达300余人，每年
开展活动百余场次，服务时长超
8000小时。

这些年来，从“小白”到专家，桂
清泉实现了自我提升，他总结服务
经验撰写志愿者培训教材，主导编
订了《关爱失独家庭志愿服务项目
标准手册》，并参与编写《安徽省计
生特殊家庭帮扶手册》；宁国义工联
合会也逐步走向专业化，先后孵化
了宁国市山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宁国市青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宁
国市城中社区托育服务中心三家社
工机构。

“很多人以为做公益很简单，有
一颗热忱的心即可，其实不然，这背
后需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才能带
给受助对象更好的服务。”15年来，
桂清泉用生命影响生命，用真心换
来真情，一直奔跑在爱的路上。

桂清泉
用生命影响生命，用真心换来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