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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综合2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 方 网 记 者 马 丽 侠）

为丰富少数民族地区群众

文化生活，让广大蒙古族

干部群众能够同期观看蒙

古语版国庆档爱国主义题

材影片，营造和谐、团结、

进步、喜庆的国庆氛围，由

内蒙古电影集团旗下内蒙

古民族语电影译制中心译

制的蒙古语版《我和我的

家乡》，国庆期间将在呼和

浩特凯诺国际影城蒙西店

首映。

《我和我的家乡》通过

五个故事单元，讲述发生

在中国东西南北中五大地

域的家乡故事。该片由张

艺谋担任总监制，宁浩担

任总导演，张一白担任总

策划，宁浩、徐峥、陈思诚、

闫非和彭大魔、邓超和俞

白眉分别执导五个故事。

接到译制任务后，内蒙古民

族语电影译制中心积极联

络版权方，组建译制团队，

紧锣密鼓地开展台词翻译、

执导影片配音等工作。

近年来，我区民族语

电影译制事业取得了前所

未有的促进和繁荣，社会

效益逐年提高。特别是自

从内蒙古电影集团成立后

组建的内蒙古民族电影院

线有限责任公司和内蒙古

星河农村牧区数字电影院

线有限责任公司，实现了

译制片数字化放映的跨

越。这些举措基本上解决

了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看电

影难的问题，大大提高了

观众的观影质量，为边疆

的民族团结、稳定发展做

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为

蒙古语标准音的普及、推

广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

传承和发展，起到了标准

示范作用。

《内蒙古日报》消息

9 月 26 日，记者从自治区

教育厅了解到，为坚定坚

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关

于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

教材工作安排，提高国家统

编教材使用工作保障能力，

关心关爱相关教师的切身

利益，促进中小学校牢固树

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

进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我

区制定并出台《关于加强民

族语言授课学校国家统编

教材师资队伍建设的若干

措施（试行）》。

措施主要包括，各地要

建立过渡期教学辅导员制

度。9 月底前，各地所辖民

族语言授课中小学校要通

过学校内部教师统筹、学校

间聘用、师范院校毕业生跟

岗见习、组织大学生支教等

方式，组建过渡期蒙汉双语

教学辅导员队伍。

建立过渡期双语教师

补充机制。2020年起，参照

自治区“农村牧区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特设岗位计

划”有关政策，启动实施国

家统编教材双语授课“三

科”教师自治区特设岗位

专项计划，招聘的教师用

于双语授课“三科”教师缺

口较大地区培训顶岗教学

周转；各地要全面启动以

盟市、县域为主的教师支

教计划，根据民族语言授

课学校“三科”教师现状及

教学工作需求，综合考虑

各类补充方式，合理规划

分年度、分学科的支教人

员规模，支教时间不少于3

年，支教人员在支教期间

人事关系、工资待遇保持

不变；各盟市旗县（市、区）

要鼓励所属县域内学校教

师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

上，就近就便到民族语言

授课学校走教兼课，兼课

教师在职称评聘和教学能

手、学科带头人评选时优

先推荐；实施“银龄”教师

计划，鼓励在本盟市、旗县

（市、区）范围内聘请近5年

内退休的优秀骨干教师返

岗任教，返聘教师在享受

原退休待遇基础上，参照

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一定

的工作补贴。

实施教师素质能力提

升计划。各地各校要坚持

把师德师风作为教师素质

评价的第一标准，建立健

全师德教育长效机制，要

把师德师风考核结果作为

岗位聘用、职称评审、评优

评先和绩效工资考核发放

的首要条件；9 月底前，各

地要根据民族语言授课学

校“三科”教师队伍整体情

况，建立县域内城乡间、校

际间，优质普通学校与民

族语言授课学校“一对一”

“多对一”对口结对或联盟

帮扶机制，有效提高民族

语言授课学校“三科”教师

使用国家统编教材的能力

和课堂教学质量；各盟市、

旗县（市、区）要充分利用

自治区、盟市、旗县级名师

工作室，建立名师引领长

效机制，组织各级教研部

门“三科”优秀教研员或

“三级”名师工作室负责人

牵头，组成专家团队，精准

对接并吸收本地区民族语

言授课学校“三科”教师加

入工作室，引领更多教师

用好新教材，掌握新教法；

完善自治区抓示范、盟市

抓骨干、旗县抓全员、校本

抓教研的培训研修制度；

实施“卓越教师”培养工

程，每个学科遴选100名左

右现有旗县级以上学科带

头人和经自治区培训并考

核优秀的双语教师作为

“卓越教师”培养候选人，

分三期委托华东师范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

范大学等国内名校，进行2

年一周期的培训，培训期

满考核合格后，享受自治

区“学科带头人”相关待

遇，着力培养造就一批具

有独特教学风格、能够引

领民族语言授课学校教育

教学改革发展的教育家型

骨干教师群体；自治区将

委托内蒙古师范大学、内

蒙古民族大学举办国家统

编教材“三科”双语师资

班，完成学业并考核合格，

颁发成人学历教育毕业证

书，鼓励教师提升学历；将

委托首都师范大学、内蒙

古师范大学等，通过 APP

任务推送等网络学习方

式，进行使用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能力提升培训，计

划至少连续实施3年，每年

培训国家统编教材双语

“三科”教师500~600人。

实施优质师资储备计

划。2021年起，通过自治区

“公费定向培养师资计划”，

委托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

古民族大学，培养储备国家

统编教材“三科”双语优秀

师资。双语公费师范生的招

生计划以盟市为单位自主

申报。对目前区内高等院校

在读的国家统编教材相关

专业的蒙语授课师范生，增

加汉语授课比重，着力培养

蒙汉兼通、具备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教学能力的双语教

师。 （刘志贤）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记者 张巧珍 实

习生 乌兰塔娜） 六十

年沧桑砥砺，一甲子春华秋

实。9月26日，内蒙古财经

大学在万千学子的声声祝

福中，迎来了60周年华诞。

上午 10 时许，在雄壮

的国歌声中，内蒙古财经

大学建校60周年纪念大会

正式拉开帷幕，大会直播

活动也同步开启。由于疫

情防控工作的需要，不能

亲临现场的海内外校友

们，通过镜头在云端与在

校师生嘉宾共同感受校庆

喜庆氛围，与各届校友分

享青春故事，同叙师生情

谊。自治区教育厅厅长侯

元在大会致辞中表示，内

蒙古财经大学作为我区唯

一一所财经类本科高校，

经过 60 年的发展积淀，形

成了以经管为主、理法工

文六大学科门类协调发展

的学科体系，具有鲜明的

经济管理特色、地域特色

和学科优势，在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队伍建设、社会

服务、国际合作等方面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

全区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注

入了活力、增添了光彩。学

校紧紧围绕国家和自治区

重大战略需求，充分发挥

学科优势，深入开展中蒙

俄经济走廊建设、环境保

护与绿色发展、乡村振兴

规划、大数据挖掘等领域

研究，为内蒙古经济社会

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侯

元指出，高等财经教育是

内蒙古教育版图的重要组

成部分，高校工委、教育厅

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内蒙古

财经大学改革发展，推动

学校保持乘风破浪的前行

态势，成为全区高等教育

的重要战略支点。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

庆祝 60 华诞，内蒙古财经

大学当天还给每位学生发

放了免费餐券，2万余名学

子在食堂凭票吃免费午

餐，不少学生直呼这波操

作太赞了！

伊利再获中国食品健康七星奖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郑慧英） 9月

24日，第九届“中国食品健康七星奖”发布，伊利集团

荣获“年度七星奖”。

“中国食品健康七星奖”是中国食品行业最高奖

项之一，由政府、行业专家、媒体及公众等各方评审，

对各参选企业进行严格筛选和全面评估，并经评审委

员会专家终审而评出。今年已是伊利第四次斩获七星

奖，其卓越品质获得了行业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与赞

赏。

多年来，在“伊利即品质”这一企业信条的指引

下，伊利致力于生产 100%安全、100%健康的产品。

2019年，伊利将质量管理工作战略从“质量领先3210

战略”升级为“品质领先3310战略”，聚焦“全球最优

品质”，整合全球优质资源，持续升级全球质量管理体

系，将严苛的质量管控标准贯穿于全球产业链。

在原料质量控制方面，伊利提出了质量管理“三

条线”，即在国标线的基础上，提升50%的标准制定企

标线；在企标线的基础上，又提升20%的标准制定内

控线，通过“三条线”提升品质标准，确保产品品质。伊

利还在业内率先建立完善的产品追溯程序，并实现了

从源头到终端的每一个食品安全和质量控制关键点

的监测、分析、控制、预防。

今年疫情期间，伊利继续坚守品质信条，生产线

开足马力有序运行，确保原奶收购、加工、质检、物流

等各个环节有序进行，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

服务。

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
我区企业获1金6银10铜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马丽侠） 9月

25日，由中国旅游协会主办的2020中国特色旅游商

品大赛评选结果在四川省峨眉山市揭晓，我区蒙亮民

贸、蒙古王实业、呼和浩特市索腾文化传媒等参赛企

业荣获1金6银10铜共17项大奖，金奖总数和获奖总

数均在全国参赛省区中排名第九。

我区选送的蒙亮·草原999祝福荣获金奖；蒙古

王·蒙古王系列白酒、赞部落·全国十四届冬季运动

会赛事周边产品、海日台·大美兴安纸雕灯、朝乐

蒙·一款可以吃的酥油口红、草原吉祥娃·祖国正北

方-亮丽内蒙古系列、路禄通树脂雕塑-驯鹿荣获银

奖；QDAN·契丹皇级鹿舌酱、白音杭盖·牛肉辣酱、

鄂青博十二生肖羊毛围巾、赞部落·皮艺手提包刺绣

款、漠上行·蒙古少女手绘皮雕艺术包、荣朝·皮囊酒

具套装-白釉、荣朝·草原长河茶具套装-蓝釉、器·

乾坤-侧把壶套装、夏沫星空·蒙古族杰出女性系列

口红、白狼林俗树皮画·树皮画国潮系列等作品荣获

项铜奖。

此次大赛是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举办的第一场全

国范围的综合类旅游商品大赛。经组委会层层选拔，

共有来自全国的 1588 套、2 万多件商品进入终评环

节，角逐特色旅游商品界的“奥斯卡”。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蒙古语版《我和我的家乡》国庆档同步首映

我区出台措施加强民族语言授课学校国家统编教材师资队伍建设

内蒙古财经大学庆祝建校6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