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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关注 5

中央督导包头扫黑除恶见闻
文/新华社记者 王 靖

“作为老一辈乌兰牧
骑队员，您看到新时代乌
兰牧骑的巨大变化有什么
感受？”

“面对日益多样化的
文化娱乐方式，乌兰牧骑
如何激发创新活力，创作
更多精品佳作？”

8月21日下午，在阿左
旗乌兰牧骑惠民演出的现
场定远营，第八届内蒙古自
治区乌兰牧骑艺术节乌兰
牧骑工作者代表记者见面

会举行。6名新老乌兰牧骑
工作者面对记者们踊跃的
提问娓娓道来，精彩的讲述
吸引了不少老百姓驻足聆
听。

“我在苏尼特右旗乌兰
牧骑当了26年的队长。那时
候我们交通条件有限，一天
只能去一个地方，但经常一
天连演几场，比如我们演完
了，才听说有牧民今天去放
羊没能看上，就等他们回来
再演一遍；有老人病了来不

了，我们就去老人家里，单独
为她演一场……那时我们
都遵守一个约定，就是不落
下一个蒙古包，也不落下一
个想看演出的牧民。”77岁的
巴图朝鲁向记者动情地讲
述着当年乌兰牧骑下基层
演出的小故事。“现在乌兰牧
骑演出条件越来越好，新一
代优秀的乌兰牧骑队员也
成长起来，我希望他们一直
发扬扎根基层、服务人民的
乌兰牧骑精神，不负总书记

的嘱托！”巴图朝鲁说。
巴林右旗乌兰牧骑队

长萨仁高娃编创的《巴林蒙
古女性》《德吉》等舞蹈作品
近年来获奖无数。见面会现
场，她对新时代乌兰牧骑如
何提升创作水平与记者进
行深度交流，“乌兰牧骑创
作人才要通过不断地下基
层采风，深入了解本民族文
化特色，准确把握民族特色
风格，结合群众们的文化需
求创作接地气的作品。”萨

仁高娃认为，优秀的作品只
有让更多百姓看到才能焕
发勃勃生机，“乌兰牧骑平
时奔波于各种基层演出的
现场，很少有机会让自己的
优秀作品走出去。前不久的
乌兰牧骑交流演出月和这
次的艺术节，给了不同地区
乌兰牧骑间交流学习的机
会，希望以后这种活动能够
越来越多！”萨仁高娃说。

乌云嘎2016年考入阿
左旗乌兰牧骑，是队里最年

轻的队员，“今天的记者见
面会我更像一个听众，难得
聆听到前辈们感人的故事
和对艺术的独到认识，受益
匪浅。”乌云嘎说：“作为新
时代的乌兰牧骑队员，我们
肩负的责任更加重大。在信
息获取渠道日益丰富的今
天，我们不仅要用精品服务
最基层的百姓，还要用‘乌
兰牧骑’的方式让更多年轻
人爱上我们这支富有生命
力的团体！”

6月，中央扫黑除恶第
15督导组在内蒙古12个盟
市下沉督导。记者跟随第三
下沉组督导包头市发现，下
沉组深入基层一线，真督实
导，尤其敢于较真碰硬，“辣
味”十足，被督导单位边督
边改、立行立改，推动了地
方扫黑除恶掀起新高潮，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不断增强。

真督实导把准方向

清晨一大早，下沉组
来到昆都仑区扫黑办查阅
扫黑除恶工作台账。80多
个文件夹摆满办公桌，5名
下沉组成员埋头翻阅，时
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一
小时工夫，这些材料被翻
了个遍。“扫黑除恶开展一
年半，市场监督管理局作
为主要执法单位，怎么连
一起涉黑涉恶线索都没发
现？”在与当地主要领导碰
面时，下沉组毫不客气地
指出问题，一位官员红着
脸赶忙表态：立即整改。

6月17日至21日，第三
下沉组10名成员来到包头

市昆都仑区、土默特右旗
等旗县区，通过谈话、暗
访、发问卷、查台账、开座
谈会等形式，发挥督导“撬
动”作用，帮助包头总结经
验、发现问题、完善措施，
督促当地扫黑除恶掀起新
一轮强大攻势。为了解实
情，下沉组避开了包头市
安排的单位和路线，时不
时突然“变卦”，自主选择
督导线路。

“大爷，村里的治安怎
么样，身边还有黑恶势力
吗？”在土默特右旗，下沉组
正与地方党政领导谈话的
空隙，下沉组成员孟令云悄
悄甩开人群，一人来到萨拉
齐镇西环路后炭市社区进
行问卷调查。而与地方党政
领导谈话现场，气氛显得紧
张。“自治区转下来几条问
题线索？”“三条。”“核查了
几条？”“都没核查。”“这么
长时间，一个都没核查，该
反思反思了……”“我们立
即提高效率。”

暗访的暗访、查台账
的查台账，下沉组成员各
有分工，大家白天督导，晚
上碰头总结，做到了真督

实导、高效督导。接近晚上
12点，下沉组成员们的房
间仍亮着，贺喜格巴雅尔
坐在办公桌前，一页一页
地认真翻看案卷，仅一起
涉黑案件，卷宗就达50多
本。这样的加班加点很普
遍，下沉组成员一般要工
作到晚上12点后才休息。

边督边改见实效

多天来，下沉组组长刘
慧玲和其他督导组成员通
过查看多起涉黑案件卷宗，
走访担保和信贷公司，召开
座谈会等发现，“暴力讨债”
问题在包头市频发，她将这
一问题及时向包头市政府
告知。才两天时间，包头市
金融办、市场监督管理局等
单位便各自认领责任，拿出
了后续整改措施。

为地方扫黑除恶工作
加压是督导的一项任务，
更重要的则是帮助地方发
现短板，给出建议，弥补实
际工作中的不足。连日来，
下沉组随时发现问题，随
时告知包头市各相关部
门，同时紧盯落实和整改，

要求件件有“回音”。除了
下沉中发现的问题要予以
整改，第15督导组向自治
区党委、政府指出的六个
方面22项具体问题，包头
市也出台了整改方案，正
在一一落实。

在下沉组的真抓实干
中，包头市各单位边督边
改，立行立改，督导工作产
生了实际效果。第15督导
组此前向自治区指出，“打
财断血”问题突出。“我们
立即对照问题进行了整
改。”包头市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孙建民说。

下沉督导工作，也给每
一位扫黑除恶工作者带来
了实实在在的收获。包头市
九原区法院刑事审判庭法
官徐长芳感觉到，督导组成
员工作抓得又细又实，自己
学到了很多。“过去自己的
政治站位不够，这次督导组
来了提高了不少。之前认为
把案子办出来就行，现在觉
得，不仅要办出来，还要办
好，要办成铁案，经得住时
间考验，从根子上剿灭涉黑
涉恶组织，最大限度地增强
老百姓安全感。”

安宁稳定深入人心

在包头市最大蔬菜批
发市场友谊市场，车进车
出，货来货往，繁忙而有
序。随着多年盘踞于此的

“菜霸”团伙被公安机关彻
底铲除，这里恢复了往日
的安宁。“扫黑除恶真是及
时有力，为我们老百姓做
了大好事！”曾经被“菜霸”
打砸了运菜车的一位菜贩
满意地说，“现在菜市场里
治安好得很，听说督导组
也来包头了，瞅着这种扫
黑除恶的高压态势，我们
更放心、更安心了。”

“扫黑除恶扬正气，
利剑出鞘保平安。”随着
中央扫黑除恶第15督导
组督导内蒙古，以及第三
下沉组下沉督导包头市，
各式扫黑除恶标语和媒
体宣传广泛而有力，深入
老百姓内心。在大家看
来，督导工作是一种震
慑，带给他们真真切切的
获得感，以及实实在在的
安全感。督导工作让老百
姓感受到了中央对打赢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定

的决心和信心。
今年55岁的胡秀华是

土默特右旗萨拉齐镇的一
名环卫工人，每天瞅着街
道两边的扫黑除恶标语，
即便黑夜里回家，也觉得
不害怕。“两年前，街上电
动自行车丢得闹不住。现
在小偷都不敢出来了，我
的电动车再不用藏在犄角
旮旯里了。”包头市亿信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总经理李
臻对下沉组成员说：“这一
两年，包头打掉了不少地
下钱庄，打击了违法放贷
机构，公司的业绩提高了
17个百分点，这全得归功
于扫黑除恶工作！”

5月底至6月底，包头
市新打掉涉黑涉恶团伙10
个，其中涉黑组织4个，涉
恶团伙6个，破获刑事案件
79起，抓获涉案人员170
人。包头市委书记张院忠
说：“包头市将以中央督导
为契机，以更强的责任担
当、更实的工作举措、更大
的斗争成效，推动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
实现平安包头建设水平提
档升级。”

6名队员深情讲述乌兰牧骑故事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柴思源

今年80岁的老人斯仁
塔日娃，这几年做了几件别
人眼里的“傻事”。

老人是鄂尔多斯市鄂
托克前旗昂素镇哈日根图
嘎查牧民。2012年，因为家庭
变故，70多岁的老人变得一
贫如洗，曾经是牧民的他，家
里连一头牲畜都没了。

2013年6月，旗审计局
在调研中发现他家的情况，
要捐钱给他，被好强的他回
绝了，嘎查的人不理解。

又过了一个月，实在拗
不过组织，他接受了审计局
提供的5000元帮扶资金。接
受捐助时他承诺，如果3年
后他的生活变好了，就把
5000元还给组织。

老人说，帮扶对他的帮
助很大，特别是在精神上：
过去他是牧民，现在又放牧
又种地，难免有点不适应，
但一想到组织上的帮助，他
就有了干劲。

2016年，他的生活好些

了，作为老党员，参加那年七
一党的生日活动时，他把5000
元当着在场党员的面要还给
组织，当时有不少人劝老人，
说这帮扶的钱是不用还的。这
次，是组织拗不过老人。

当时，不少人说老人傻。
老人还的钱，审计局又

都返还给了嘎查，供帮助困
难对象时统筹使用。

老人所在的嘎查，有个
汉族牧民叫黄文祥，他出外
做生意欠了钱，变卖了所有

的东西还钱。老人觉得他人
好，自己又有点钱了，决心
要帮扶他。周围有些人开始
也不理解，说这么大岁数的
人好不容易有了点钱，为什
么还要散财。

黄文祥种地，老人就把
农具借给他用；黄文祥想买
拖拉机，但钱不够，老人就借
给他钱，不要利息；老人还给
黄文祥制定了三年脱贫的
路线图，如今黄文祥还在按
路线图奋斗着，欠的钱从100

多万元减少到只有几万了。
黄文祥现在也心气十

足：“等脱贫了，我也要帮扶
别人。”

哈日根图嘎查党支部
书记敖特根孟克说，如今，
周围的人对老人都很服气，
说老人做了那么多看似很
傻的事，其实都是善良的
事，弘扬了真善美，维护了
民族团结。

“56个民族目标相同，
都是为了我们的国家更美

好。”说起帮扶汉族兄弟的
想法，老人觉得很自然。

老人说，从电视和广播
上了解了不少民族团结进步
的知识，平时嘎查活动也会
宣传一些民族团结一家亲的
理念。耳濡目染，入脑入心。

在采访中，老人总说自
己是老党员，说他1959年入
党，到今年正好60年了。

“当年我入党的初心是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现在
初心还在。”老人说。

老党员斯仁塔日娃的几件“傻事”
文/新华社记者 王 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