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面小康路上一

个也不能少。”2018 年，

北京市与内蒙古自治区

签署全面深化扶贫协作

3 年行动框架协议。同年

4 月，北京市西城区主要

领导深入鄂伦春自治旗

考察调研，签订了《携手

奔小康行动协议书》，与

鄂伦春自治旗在 7 个方

面23个帮扶事项上达成

共识。

3 年来，北京市西城

区各级领导、各个部门

和爱心团体、企业深入

鄂 伦 春 旗 帮 扶 对 接 81

次，进村考察设计项目，

入户访民问需解忧，现

场办公研究解决一个个

脱贫攻坚难题。

鄂 伦 春 自 治 旗 借

“京蒙”协作“东风”，如

期打赢了脱贫攻坚这场

硬仗，实现了脱贫摘帽

目标。全旗 48 个贫困村

全部出列，贫困发生率

降至0.018%。

走进鄂伦春自治旗

扶贫产业园，由“京蒙”

扶贫资金注入的年产 5

万吨有机肥项目和 2 万

吨大豆深加工项目正在

建设之中。项目投产后，

将吸纳 2000 农户从事绿

色农业发展，80名建档立

卡贫困户就业，带动贫困

户200户，可有效解决农

民卖粮难问题。

3年来，北京市共为

鄂伦春自治旗投入扶贫

资金 1.57 亿元，其中西

城区投入 6018 万元，食

用菌、中草药、光伏、深

加 工 等 61 个 主 导 扶 贫

产 业 帮 扶 项 目 一 一 落

地。来自首都的帮扶如

滴滴“甘霖”，滋润着鄂

伦春自治旗这片北疆沃

土。

“因地制宜、因村施

策，找准特色产业发展

促 增 收 ”，是 北 京 西 城

区 携 手 鄂 伦 春 自 治 旗

脱 贫 奔 小 康 的 帮 扶 方

略。

在乌鲁布铁滑子菇

种植产业基地，10 栋食

用菌大棚里摆放着20万

袋滑子菇，前来务工的

贫困户忙着采摘、晾晒。

这个基地带动了全镇 18

个村1个社区，惠及贫困

户1254人。

3 年来，西城区重点

实施建设了乌鲁布铁镇

食用菌包厂和滑子菇基

地、诺敏镇食用菌基地、

大杨树镇 2400 吨食用菌

深加工项目，搭建起北

京消费扶贫市场平台，

形成了闭合式扶贫产业

链条，带动村级食用菌

扶贫产业基地 23 个、贫

困户630户。

鄂伦春自治旗引进

龙头企业，注入“京蒙”

帮扶资金570万元，建成

诺敏镇中草药基地，为

200 余户贫困百姓提供

就业岗位，参与劳动的

贫困户日均增收150元，

每 年 带 动 近 万 人 次 务

工。

西城区 5 家商企与

鄂伦春自治旗 7 家企业

签 署 产 品 代 销 合 作 协

议 ，设 立 消 费 扶 贫 专

柜，26 种特色产品走进

北 京 市 场 ；投 资 100 万

元，实施农副产品品牌

建设项目，培育扶贫产

业品牌，注册了 69 个商

标。

在帮扶中，西城区

立足当前，更重长远，努

力提高鄂伦春自治旗医

疗、教育、文化等方面的

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提

升鄂伦春人的获得感、

幸福感。

西城区对接中国地

质 调 查 局 ，捐 赠 200 万

元，为 8 个村打了 14 眼

百米深水井，解决了贫

困群众和村民安全饮水

问题；西城区捐赠220万

元，在鄂伦春自治旗东

部地区开展土地质量地

球化学调查项目，为选

准扶贫产业提供技术支

撑。

3 年 来 ，北 京 西 城

区致力于提升鄂伦春整

体医疗水平，构架“1+

6+N”帮 扶 机 制 ，抽 调

11 名 精 干 医 务 人 员 组

成的医疗团队定期开展

帮扶，确定 6 家帮扶定

点医疗单位，解决群众

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

需求。

西城区教委与鄂伦

春自治旗9所学校对接，

选派干部、教师开展支

教活动，为部分中小学

校在学科引领等方面提

供帮助，惠及骨干教师

2300余人次；投入485万

元，援建诺敏河小学附

属幼儿园综合楼，解决

当地适龄儿童无园可入

的困难。

西城区搭建起文化

交流平台，推动鄂伦春民

族歌舞诗剧、非物质文化

遗产和特色农副产品展

示走进天桥演艺中心，让

首都人民对鄂伦春文化、

特色产品有了全面认识，

提升了鄂伦春的知名度

和美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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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 不断满足少数民族群众幸福美好生活需要
《内蒙古日报》消息

2000 年 10 月 31 日，我国

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从法律层面为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更加规范化、标

准化，为推广和使用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更好地促

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提 供 了 重 要 保 障 。法 律

颁 布 实 施 至 今 ，在 国 家

政治社会生活中发挥了

重 要 作 用 。特 别 是 在 民

族 地 区 ，推 广 使 用 国 家

通用语言文字极大地促

进了民族地区各项事业

的快速发展。实践证明，

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教育，对不断满足少

数民族群众过上幸福美

好生活需要具有重大意

义。

全面加强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教育，为不断满

足少数民族群众幸福美

好生活需要提供了共有

精神家园的建设基石。马

克思在《路易斯·亨·摩尔

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

中 指 出 ，人 类 的 文 明 期

“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

文字记录的创作开始”。

斯大林在 1913 年的《马克

思 主 义 和 民 族 问 题》给

“民族”的定义中，把“共

同语言”看作是“民族”的

四个特征之一。我们党在

2005 年召开的中央民族

工作会议上也把“语言”

作为“民族”具有的共同

特征加以强调。可见，共

同语言是民族共同体的

特征和标志。作为重要的

文化符号，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在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内蒙古是边疆民

族地区，生活着除珞巴族

以外的 55 个民族，在长期

的历史交往中，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已成为各民族

共同的文化符号。在全区

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是各民族“文化融通”的

显著标志，是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途

径，应坚定不移推进。全

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教育，为不断满足少数

民族群众幸福美好生活

需要提供了交往交流交

融的重要载体。语言是人

与人之间交流思想、传达

信息和社会交际的工具；

文字则是记录语言的书

写符号，是文明传承的载

体。在多民族、多语言国

家内选择一种社会功能

广泛的语言作为通用语，

既是为了达到相互沟通、

相互了解的目的，更是经

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语言

相通是人与人相通的重

要环节，语言不通就难以

沟通。”改革开放以来，虽

然国家一直致力于推进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义务

教育，各族人民群众科学

文化知识水平明显提升。

但客观地讲，中西部

地区包括我们内蒙古自

治区，还有很多青壮年、

牧民无法使用普通话进

行基本的沟通交流，这个

问题已经成为阻碍个人

脱贫致富、影响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制约民族地区

团结和谐进步的重要因

素。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教育，体现了党和

国家对民族地区各项事

业的关心关怀，有利于打

破各民族间沟通的语言

障碍和文化壁垒，有利于

促进民族语言授课学生

与其他各民族学生交往

交流交融，为学生今后的

升学就业和成长进步拓

宽了渠道，是一项既利于

当 前 、又 利 于 长 远 的 工

作，也是我们必须完成的

一项重大任务。

全面加强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教育，为不断满

足少数民族群众幸福美

好生活需要提供了能力

素质提高的必要手段。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

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国

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

化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承载

的中国人民沉淀了几千

年的文化资源和中国智

慧 ，越 来 越 受 到 世 界 关

注，前所未有地焕发出迷

人的魅力和光彩。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成为越来越

重要的国际语言，全球范

围内学习人数不断增多。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

调“少数民族学好国家通

用语言，对就业、接受现

代科学文化知识、融入社

会都有利。”在全球化的

今天，少数民族孩子学好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意味

着多学到一项技能，能学

习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

能 更 好 地 融 入 社 会 ，获

得 更 多 展 示 自 我 、发 展

自 我 和 实 现 梦 想 的 机

会。实践证明，越来越多

的少数民族孩子从中受

益 ，他 们 凭 借 学 习 和 掌

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

优势，走出草原、走向全

国、走向世界，在建设家

乡 、建 设 祖 国 的 过 程 中

实现价值，在世界的舞台

上展现风采，为自己的人

生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艾北疆）

情系鄂伦春 携手奔小康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李玉琢 实习生 侯玉鹏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