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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的大雁，依恋着白云。美丽的飞
翔，温暖地追寻。多情的草原，依恋着阳光。
蔚蓝的故乡，吉祥的家园。啊啊嗨……无边
的草海根脉相连，辽阔大地山川绵延。各族
儿女携手同心，守望相助幸福永远。”一首
深情的《守望相助》，唱出了内蒙古各族儿
女手拉手、心连心，共同创造美好未来的心
声。

2014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内蒙古，希望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守望相
助。守，就是守好家门，守好祖国边疆，守好
内蒙古少数民族美好的精神家园；望，就是
登高望远，规划事业、谋求发展要跳出当
地、跳出自然条件限制、跳出内蒙古，有宽
广的世界眼光，有大局意识；相助，就是各
族干部群众要牢固树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
的思想，各族人民拧成一股绳，共同守卫祖
国边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殷切希
望，如浩荡东风吹拂万里草原，让内蒙古各
族人民深受鼓舞。牢记总书记嘱托，2500多
万各族人民团结一心，锐意进取，撸起袖子
加油干，为建设新时代的“模范自治区”不
懈努力。

牢记总书记嘱托，始终如一呵护“模范

自治区”崇高荣誉

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巴彦库仁镇居
民夏民山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几家人组成了
一个回族、汉族、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
族、满族6个民族、三世同堂的“大家庭”，他
们的每一次聚会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精
致的回族绣花帽、华丽的蒙古袍、庄重的鄂
温克袍、艳丽的达斡尔绣花坎肩等各具特
色，蒙古族的奶茶和手扒肉、回族的油香和
馓子、达斡尔族的柳蒿芽汤、鄂温克族的奶
干、满族的沙琪玛等香气扑鼻。在这个有着
45口人的“大家庭”里，大家和睦相处，其乐
融融。

作为多民族聚居区，全区平均每8个家
庭中就有一个是多民族混合家庭。做好民

族工作，不仅关系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
展，而且关系自治区工作全局。

自治区深入贯彻落实宪法和民族区域
自治法，不断完善配套法规，加强普及宣
传，强化监督检查，在贯彻国家统一政令前
提下依法行使自治权，维护各族人民根本
利益，保证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2013年
以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共制定、修改地方
性法规50件，批准和批准修改地方性法规、
单行条例72件，为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发展
民族经济、传承民族文化提供了有力的法
治保障。

蒙古语言文字是自治区的通用语言文
字，是行使自治权的重要工具。为提高蒙汉
两种文字的并用率、准确率和规范率，从
2014年到2016年，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社
会市面蒙汉文并用专项治理工作，蒙汉两种
文字并用的标牌等成为城市街头一道独特的
景观。自治区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蒙古语言
文字信息化建设的意见》和《蒙古语言文字信
息化建设中长期规划（2014-2020）》，累计
投入资金1.5亿元，实施项目73个。投资1.96
亿元的“蒙古语言文字数字资源建设与共
享工程”项目顺利实施，蒙古语言文字信息
化建设迈出新步伐。

今年新学期又开始了，乌兰浩特蒙古
族小学，蒙古语、汉语朗朗的读书声在校园
响起。

校长包永梅介绍：“我们学校共有24个
教学班，学生90%以上都是蒙古族。蒙古语
授课的学生从二年级开始加试汉语，实行
双语教学。为了让蒙古语授课的学生学好
汉语，我们从一年级开始就教他们学习汉
语拼音，让他们能够借助拼音阅读汉语书
籍，为下一步学好汉语课打下基础。我们学
校还经常组织蒙古语授课的学生去其它学
校体验汉语教学氛围，开展交流互动，让民
族团结的种子扎根学生心田。”

自治区不断加大双语教育力度，90%
以上的民族中小学和幼儿园实行蒙汉双语
教学。自治区还在公务员考录、事业单位公
开招聘中，每年从录用、招聘计划总数中拿
出15%的职位（岗位），定向招录蒙古语授
课毕业生。

做好民族工作，少数民族干部是重要
桥梁和纽带。多年来，自治区大力培养、选
拔、使用少数民族优秀干部。目前，全区少
数民族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占比均明显高
于自治区少数民族人口所占比例，在参与、
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
指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就是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维护祖国统一，坚
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
繁荣发展，坚持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
想基础，坚持依法治国，加强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
和谐发展，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
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共同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内蒙
古各族人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
问题的正确道路，守望相助、团结奋斗、一
往无前，倾情谱写新时代内蒙古民族团结
进步的新篇章。

牢记总书记嘱托，不忘初心不断增强

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春节刚过，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小黑河
镇西地村党支部副书记丁守荣就为村里合
作社的事儿忙碌起来。合作社投资近千万
元的恒温库正在安装设备，面粉加工厂也
正在办理审批手续。

西地村是一个蒙古族聚居村，过去因
为路难行、村容差，曾一度被村民戏称为

“烂西地”。近年来，在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两级民委的支持下，西地村通过发展种植
业和旅游业，一举改变了贫穷落后面貌，不
仅被国家民委命名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
寨，丁守荣还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
范个人。

“拧成一股绳，共同奔小康。这几年，村
里种植蔬菜的村民越来越多了。我们建恒
温库，就是想把大家卖不出去的蔬菜集中
储存起来，搞反季节销售，增加村民的收

入。”丁守荣说。
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

匙。瞄准牧业旗县、边境旗市、“三少民族”
自治旗、民族乡和少数民族人口相对集中
地区这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
点，自治区在财政转移支付、生态和基础设
施建设、扶贫开发、生态移民、民生保障、公
共服务等方面实行政策倾斜，为这些地区
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今年春节，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
尔族自治旗杜拉尔鄂温克民族乡杜克塔尔
村村民孟玲桃格外开心。年前，她抓住大家
购买年货的商机，通过微信接单、快递发
货，把自家种的黑木耳卖到全国各地，一下
子卖了3万多元。2017年，她种植了7万棒黑
木耳，乡政府不仅帮助她设计了专门的商
标，还为她协调贷款50万元扩大生产规模。

孟玲桃说：“黑木耳菌株厂房已经建起
来了，设备也买了。今年我准备自己生产黑
木耳菌株，带着乡亲们一起种植高质量的
黑木耳，一起增收致富。”

包头市神弓民族用品有限公司负责人
巴彦尔吉呼龙春节刚过就回到公司所在地
达茂旗百灵庙镇，开始招聘新的生产人员。
从一开始租赁厂房生产到购买自己的厂房
和设备，公司的每一步发展，都得到了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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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族儿女共携手 守望相助幸福长
———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报告③

的扶持和帮助。
“自治区旅游业发展迅猛，带来了巨大

商机。除制作蒙古族传统家具外，今年我们
又增加了制作蒙古包的业务。我要抓住机
遇好好干。”巴彦尔吉呼龙信心十足。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
少。

全面落实国家针对边境地区和人口较
少民族聚居地区的差别化支持政策，认真
实施兴边富民行动和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
展规划，自治区行动有力。目前，20个边境
旗市全部纳入国家扶持范围，人口较少民
族聚居村由192个增加到231个，少数民族
聚居村生产生活“五通十有”的目标基本实
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财政累计安排
内蒙古少数民族发展资金19.8亿元，自治
区本级财政预算安排3.9亿元，共实施4900
多个项目，培育壮大了一批优势特色产业，
极大地促进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基础设施
和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也凝聚了
各族群众的团结奋斗之心。

“孩子们都上学了，老人们有社保了，
出行道路畅通了，家里有自来水了，在家里
就能和千里之外的亲人朋友视频交流了，
通过网络能把草原特产推向世界了……”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罕苏木苏木珠日
和嘎查牧民斯钦巴图，用自己的亲身感受
说出了党的好政策给家乡带来的巨大变
化。

牢记总书记嘱托，像爱护眼睛一样爱

护民族团结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考察内蒙古时强
调，要始终高举民族团结旗帜，坚持和发扬
各民族心连心、手拉手的好传统，深入开展
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精心做好民族工
作，把内蒙古建成祖国北疆安全稳定的屏
障。

牢记总书记嘱托，像爱护眼睛一样爱
护民族团结，像珍视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
结，内蒙古各族人民用自己的生动实践谱
写着一曲曲民族团结的盛世欢歌。

针对社区蒙、汉、回、满等各民族群众
杂居的实际，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兴隆巷办
事处清泉街社区党总支书记、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模范个人武荷香推行“少数民族群
众为构建和谐社区服务、社区为少数民族
群众服务”的“双向服务”模式。社区成立了
6个特色党支部，让少数民族党员发挥作
用。设立少数民族专线，建立少数民族联系
网，切实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社区各族
居民相处得就像一家人。

在蒙古族人口占96%的兴安盟乌兰浩
特市乌兰哈达镇东苏嘎查，孙久仁被嘎查
群众亲切地称为汉族荣誉村民。作为兴安
盟科技成果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他多年
来协调相关部门争取项目资金为嘎查修
路、打井、盖育苗暖棚，手把手地教大家先
进种植技术，主动帮助有困难的群众，大家
都把他当作自家人。

各民族大团结是内蒙古的光荣传统，
是自治区各项事业发展进步的基石。自治
区第十次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要全面贯
彻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大力发扬各民族心连心、手拉手的
好传统，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和创
建活动，使“三个离不开”“五个认同”的思
想深深扎根各族人民心中，使“模范自治

区”的荣誉永放光彩。
2017年6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经

验交流现场会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
动示范盟兴安盟召开，内蒙古民族团结进
步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得到充分展示。近
年来，自治区不断健全完善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活动政策指导体系和标准，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走进机关、企业、学校、社区、农村
牧区、军营、宗教场所等地，人人知晓创建、
人人参与创建在全区蔚然成风。

2017年9月，在全区第九次民族团结进
步表彰大会上，345个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
体、350名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受到自治区
党委、政府隆重表彰。这些模范集体和模范个
人立足本职岗位，带头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
策，为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创
造了突出业绩，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民族团结
大爱，传递着民族团结正能量。

牢记总书记嘱托，心手相连守好共有

精神家园

今年2月5日，“‘我的中国梦’文化进万
家”———鄂尔多斯非遗博览会暨第二届“年
的记忆”年俗文化节在康巴什区开幕，为当
地群众送上了一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盛
宴。

传统手工艺展示、非遗展演、蒙古族歌
舞表演、非遗技艺体验、非遗衍生品和文化
创意产品展、鄂尔多斯民间文化艺术品交
易会，促进了鄂尔多斯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弘扬了民族传统文化；年俗老照
片、老物件展，主题年画展，戏曲专场文艺
演出，元宵节猜灯谜，在传承弘扬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也引导全社会了解
传统节日、认同传统节日，丰富了传统节日
文化内涵。

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
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自治区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
向，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深入开

展爱国主义教育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
进一步筑牢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的思想
基础。

2017年11月17日，通辽职业学院学生
周艳梅和参加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
的600多名代表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
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
见。从9岁开始照顾瘫痪的养母，后来养父
患脑血栓丧失劳动能力，坚强的女孩毅然
挑起全家重担，14年如一日守候养父母无
怨无悔。她孝老爱亲的行为受到了社会各
界的广泛赞誉，她也因此荣获第六届全国
道德模范荣誉称号。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
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自治区文化艺术
体育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让各族群众享
受到了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服务。2017年，
全民阅读、文化资源信息共享、数字图书馆
推广、“数字文化走进蒙古包”等惠民工程
加快实施，边境地区和贫困旗县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加强，公益电影放映、广
播村村响、草原书屋实现行政村（嘎查）全
覆盖。

每年的9月6日被确定为自治区草原文
化遗产保护日，自治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利用、传承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引来
广泛关注。国家民委命名的中国少数民族
特色村寨增加到43个，为传承特色文化、促
进民族团结发挥了积极作用。第十届全国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内蒙古成功举
办，成为一次各民族大团结的盛会、展示各
民族风采的盛会。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的继承和弘扬，促进了各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的构筑。

今天的内蒙古，文化在传承中创新，文
明在交流中互鉴。各族人民共守美好精神
家园，“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已经成为自觉行动。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铸就辉煌！
全区各族人民正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
在一起，发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蒙古马
精神，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内蒙古民族大学的各民族学生意气风发走出校园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