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28 日，返乡后的内蒙古师范大学学生在
家中学习。为切实保障疫情期间学生返乡后教育
教学活动有序开展，内蒙古各高校及时完善线上教
学工作安排，保障学生返乡不停学，线上学习不断
线。 本报记者 王磊 通讯员 韩占文 摄

返乡不停学 线上学习不断线

近日，在赤峰市林西县新城子镇，菜农们正积
极投入到蔬菜的栽植和采摘中。目前，新城子镇共
有 5 个设施农业村、200 余栋温室大棚，种植的蔬菜
品种有西红柿、豆角、尖椒等。该镇通过发展设施
农业，利用反季节蔬菜种植，把“冬闲”变为“冬忙”，
激发农民致富内生动力。 陈晓云 郭苗苗 摄

“冬闲”变“冬忙”

11 月 26 日，乌海市海勃湾区消防救援大队联
合当地多家相关部门，深入辖区重点单位海勃湾区
新兴商城，开展“人人把好消防关、有备无患保平
安”主题宣传活动。活动期间，消防宣传员与志愿
者挨家挨户走进商铺普及消防知识，向商户及往来
购物市民共发放宣传资料，提高群众消防安全意识
和自防自救能力。

本报记者 怀特乌勒斯 通讯员 崔抒宇 摄

绷紧冬季“防火弦”

近日，包头铁路公安处民警在包头站进站口提
醒旅客，禁止携带水果刀进站乘车。随着管辖内多
个火车站客流出现增长，包头铁路公安处严格督促
责任单位落实全覆盖安检，坚决防止各类危险品进
站上车。同时加大对车站、公共聚集地、物资集中场
所等地的消防监督检查。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通讯员 汪睿 摄

护航旅客出行平安

现场

11 月 26 日，航拍镜头
下的呼和浩特市街景。冬
日的清晨天色渐明，曙光点
亮了人们心中的希望，崭新
的一天又开始了，整个城市
正在逐步恢复着往日的人
气与活力。

本报记者 马建荃 摄

青城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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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卓

“您好，出入小区请扫码。”
“老人行动不便，我们上门做核酸。”
“咱们抓紧时间，把生活物资给居民送

去。”
11月 28日一早，在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

路街道办事处绿树景苑小区门口，居民志愿
者刘晓东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提起刘晓东，在绿树景苑小区几乎家喻
户晓，他性格豪爽大方，干活儿雷厉风行，大
家都亲切地叫他“海哥”。呼和浩特市本轮疫
情爆发以来，刘晓东主动联系社区，成为一名
志愿者，积极投身到社区防疫一线。面对疫
情防控工作人手不足的问题，他还牵头组织
了居民志愿者团队。

“尽我所能把居民们照顾好了，他们吃

好、住好、生活好，我就放心了。”这是呼和浩
特市清泉街社区武荷香常说的一句话，更是
许许多多社区“主心骨”们共同的工作目标。
连续 50多天，武荷香和社区干部们日夜坚守
在疫情防控一线，并对接有关部门组建了抗
疫团队，奔波在社区管辖范围内的各个小区。

在呼和浩特市三顺店社区体委家属院，
自治区体育局的包联干部刘贵生、赵彦下沉
小区后，第一时间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码，他
们及时听取居民们的意见诉求，尽全力为居
民排忧解难、解决实际问题。同时，他们联合
小区内党员，成立了由 22人组成的体委家属
院防疫临时党支部，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呼和浩特市各个社区，一个个“刘晓
东”“武荷香”“刘贵生”“赵彦”们，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守护着离居民们最近的“安全防
线”，给居民们吃了“定心丸”，使社区疫情防
控有了“主心骨”。

开展完核酸检测工作后处理医疗垃圾。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本报记者 闫晨光 摄影报道

提起初冬时节，有人说颜色是
单一的。但在内蒙古，这个季节却
是五彩斑斓、美不胜收的。此时烂
漫秋色还未褪去，冬日美景已来赴
约，别有一番韵味和情致。

初冬初冬··韵致韵致

在呼和浩特市清泉街社区，社区工作人员筑牢基层抗疫防线。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社区工作人员在填写核酸检测样本送检交
接接收单。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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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体育局的包联干部下沉到社区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见习记者 杨林枝 通讯员 辛义德 摄

在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路街道办事处绿树景苑小区，社区“主心骨”们共同凝聚起抗疫力
量。 本报记者 王磊 通讯员 李建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