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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新华社南京7月28日

电（记者 邱冰清） 身着
军服，手拿望远镜，目光坚
毅，望向远方……静静立于
江苏邳州李超时纪念馆悼
念广场中的李超时铜像，仿
佛在诉说那段革命故事。

李超时，1906年出生
于江苏省邳州市碾庄镇才
庄村。小学毕业后，他以优
异成绩考入省立第十中
学，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
与郭子化等人一起进行学
生运动。1926年加入了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
共青团徐州地区学运书
记，同年冬到武汉中央军
事政治学校学习，在校期

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夏，李超时参

加讨伐夏斗寅叛军的战
斗。同年秋他被派回家乡
继续开展革命工作，发动
和组织群众，建立中共基

层组织。被派到东海建党
后，李超时成立了中共东
海县特别支部，先后任中
共东海县特别支部书记，
东海县委书记和东海中心
县委书记。

1929年秋，李超时调
任中共（南）通海（门）特委
书记，与时任中共（南）通
海（门）特委委员何昆等领
导改编当地游击队和整顿
农民武装，指挥游击队先
后取得卢家庄、四甲坝、四
扬坝等战斗的胜利，有力
推动了该地区游击战争的
开展。1930年春李超时与
何昆参与创建中国工农红
军第14军，何昆任军长，李

超时任政治委员。
何昆在江苏如皋西南

老户庄战斗中牺牲后，李
超时任军长兼政治委员，
领导整编部队，整顿纪律，
加强军政训练。在他的带
领下，中国工农红军第14
军运用游击战术多次挫败
国民党军的“进剿”，领导
开辟通海游击区。

1931年6月，李超时与
妻子吕继英一起在镇江被
国民党当局逮捕，面对敌
人的种种酷刑和威逼利
诱，他坚贞不屈。国民党江

苏省主席叶楚伧亲自劝
降，他严词痛斥。9月19日
在镇江北固山英勇就义，
年仅25岁。
“我们牺牲了，江北的

工作是不会完的，革命的
烈火是扑不灭的，共产党
一定会胜利，活着的一定
要斗争。”这是李超时在牺
牲前留下的遗言。

为纪念李超时，2006
年徐州市在邳州碾庄镇才
庄村建立李超时纪念馆。
纪念馆占地30余亩，建筑
面积约2000平方米。

忠魂励后世，沃土花
更红。李超时牺牲后，他的
精神激励后人前赴后继、
英勇战斗。作为省级烈士纪
念设施、徐州市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纪念馆每年都吸引
大批参观者前来学习瞻仰，
烈士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
一代人。“李超时烈士的一
生虽然短暂，但却是革命、
奋斗、英勇的一生，我们就
是要学习他不怕牺牲大无
畏的精神，并将这种精神一
代代传下去。”李超时纪念
馆馆长杨金歌说。

李超时：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

盛夏时节的阿拉善，
贺兰山云杉郁郁葱葱，巴
丹吉林沙漠百万亩梭梭林
生机盎然，额济纳胡杨林
神采奕奕。远山迷茫，平沙
漠漠，驼羊徜徉，一首和谐
的生命赞歌在广袤的苍天
圣地回响。

地广人稀的阿拉善，
总面积27万平方公里，沙
漠、戈壁、荒漠化草原各占
三分之一，是全区乃至全
国沙漠沙地最多、土地沙
化盐碱化最严重地区之
一。这样一个生态脆弱的
欠发达地区，如何走出一
条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
的新路？

站在新时代新起点，
阿拉善盟以新思想新理念
引领新发展，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特别是考察内蒙
古重要讲话精神和参加十
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内
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
讲话精神，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培育壮大新兴
产业，扩大环境容量和生
态空间，高质量擘画阿拉
善经济社会发展新蓝图。

新思想引领新发展

推动高质量发展，全
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是
关键。
“在2016年初的盟委

扩大会议上，我们按照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特别是考察内蒙古重

要讲话精神，确立了阿拉
善盟‘十三五’发展思路，
在功能定位上，把阿拉善
建设成为国家重要的生态
功能示范区，推动工业集
中、农业收缩、牧业适度、
城乡协调、沙产业规模和
清洁能源理性发展。”盟委
副书记李钢说，阿拉善盟
盟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进一步优化了生产生活生
态空间，增强了阿拉善发
展的协调性、可持续性。

阿拉善不是粮仓、不
是牧场、不是矿山，而是国
家重要的生态功能区。这就
要求阿拉善必须更加注重
生态环境保护，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坚决摒弃依
赖矿产资源发展经济的惯
性思维，加快转方式调结构
步伐，在发展沙产业、新能
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文
化旅游等现代服务业上，下
大力、做真功，为推动高质
量发展培育新动能。

将总面积27万平方公
里的全盟土地全部划定为
生态修复功能区，这就意
味着，阿拉善必须严防死
守生态红线，筑牢祖国北
疆这道重要生态安全屏
障。以贺兰山生态治理为
例，有上百年开采历史的
贺兰山以出产太西煤享誉
国际，但粗放的开采使得
贺兰山千疮百孔。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阿拉善盟重拳出击、铁

腕治理，开展贺兰山地区生
态环境隐患集中整治攻坚
战，在集中关闭矿山和工厂
的同时，同步实施贺兰山矿
山、工厂复垦和绿化工作，
阿拉善的“母亲山”正在恢
复她原有的俏丽容颜。
“关停贺兰山工矿企

业，对阿拉善最直接的影响
是减少了六分之一的财政
收入，但我们把绿水青山和
发展空间留给了子孙后代。
靠着绿色发展的支撑，我们
正将其对财政收入的影响
弥补回来。”李钢说。

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
下，往日风沙肆虐的阿拉
善大地，一道道“绿色长
城”正在崛起，一幅幅壮美
画卷展现于世人面前———
春天繁花烂漫，夏季绿树
环绕，秋日五彩斑斓，寒冬
淡妆清雅。仰望长空，那一
片浩宇穹庐在苍天圣地独
有的“阿拉善蓝”衬托下，
白云起舞，碧空放歌，令人
怦然心动，叫人流连忘返。

新产业迸发新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
调，要立足优势、挖掘潜
力、扬长补短，努力改变传
统产业多新兴产业少、低
端产业多高端产业少、资
源型产业多高附加值产业
少、劳动密集型产业多资
本科技密集型产业少的状
况，构建多元发展、多极支

撑的现代产业新体系，形
成优势突出、结构合理、创
新驱动、区域协调、城乡一
体的发展新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构
建现代产业新体系的要
求，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使
我们更坚定了信心和决
心。”李钢说，阿拉善将产
业定位为把阿拉善打造成
为国际旅游目的地和国家
重要的军民融合空天基地、
清洁能源示范基地、沙产业
示范基地。随着阿拉善盟生
态的持续好转，绿色发展的
红利也日益凸显，沙产业、
健康产业、文化旅游产业等
一批新兴产业集群迅速崛
起，成为阿拉善高质量发展
的新动能。

在推进生态建设中，
阿拉善盟积极培育发展以
肉苁蓉、锁阳、沙地葡萄、
黑果枸杞等为主的特色沙
产业，向沙漠要绿色、要效
益。在贯彻绿色发展理念，
实现生态建设、经济发展、
农牧民脱贫致富共赢的实
践中，走出了一条符合阿
拉善实际的路子。
“家里几代人都以放

牧为生，一年辛苦只能落
个温饱。现在政策好了，种
植梭梭政府还给发补贴，
梭梭接种肉苁蓉，既改善了

草原生态，挡住了风沙，还
给咱牧民提供了一个收入
稳定、长期致富的好产业。”
阿拉善左旗巴彦诺日公苏
木苏海图嘎查牧民杨贵兵
一家起早贪黑，整天忙乎在
自家的7000多亩梭梭林里。

如今在阿拉善，越来
越多像杨贵兵一样的农牧
民正努力把沙漠生态劣势
变为资源优势，由治沙转向
用沙，向沙漠获取财富。据
相关部门统计，目前，阿拉
善盟禁牧区70％左右的牧
户从事沙产业生产经营活
动，沙产业收入占纯收入的
三分之一。在一批进驻阿拉
善的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
的带领下，一条集种植、加
工、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沙
生植物产业链已经形成。

在阿拉善右旗骆驼产
业科技园区，内蒙古沙漠
之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
产6000吨驼乳制品生产车
间里，工人来往穿梭，一条
条生产线高速运转。
“这条驼乳制品生产

线对于壮大地方经济实
力、促进骆驼种质资源保
护及产业开发利用、带动
一方百姓就业增收都发挥
着重要作用。按年收购
1000吨原驼奶保守计算，
每年可实现产值5700万
元，带动牧民增加驼奶收

入2000万元。”公司负责人
冉启伟十分看好阿拉善的
骆驼产业。

阿拉善右旗多年前就
开始探索骆驼健康产业。
在引导农牧民科学发展骆
驼产业的同时，该旗还与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
院、内蒙古农业大学等联
合组建了全国首家骆驼研
究院，开展双峰驼基因重
组测序、骆驼特异性重链
抗体及其免疫乳的功能研
究、婴儿配方驼奶粉乳源
基料开发研究等课题，为
企业生产提供理论和实验
依据。目前，围绕骆驼产品
深加工开发的骆驼液态
奶、有机精品驼肉、驼血多
肽、驼皮阿胶、驼胎盘保健
品等一批新产品已经投放
市场，骆驼产品附加值得
到全面提高。

阿拉善盟推进“大旅
游”发展也成绩斐然。

每年4月到10月，是位
于阿拉善左旗乌兰哈达嘎
查的通湖草原旅游景区营
业期。蓝天白云下，牧民们
牵着自家健硕的骆驼和马
匹行走在辽阔草原上，等待
着天南海北游客的到来；车
技娴熟的牧民师傅开着沙
漠冲浪车，载着游客在金黄
的沙丘间穿梭，把欢声笑语
洒满大漠…… （下转8版）

新产业铸造新型阿拉善
———“沙漠里‘长出’新产业”系列报道之一

文/《内蒙古日报》融媒体记者 白喜辉 李文明 刘宏章 王 坤

李超时（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