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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庭院“方寸地” 致富“增收园”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韩继旺

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11 月初，走进巴彦淖

尔市杭锦后旗陕坝镇春光

村贫困户张有望的院落，

只见小小的院子收拾得干

净整洁，不锈钢搭建的库

房里堆放着整理好的蛋白

桑中药材，院落一角养着

猪、鸡和鸿雁等畜禽。这两

年，张有望在当地政府和

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利

用房前屋后发展起了庭院

经济，小庭院成了增加收

入的“新引擎”。

“一亩药材的收入要

顶我过去种 10 亩地的收

入！”张有望介绍说，他种

的药材估计能收入 3 万多

元，陆续卖了13口猪15只

羊，收入7万多元，出售红

公鸡 120 多只，收入 1.4 万

余元，小日子越过越红火。

庭院经济投资小、见

效快、风险低，是增加贫困

户收入、助推脱贫攻坚的

好路子。今年，巴彦淖尔市

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农

村牧区庭院经济的实施方

案》，市本级财政拨付专项

扶贫资金 6000 万元，支持

各旗县区发展庭院经济，积

极引导农牧民在小庭院里

精耕细作，利用房前屋后空

闲院落，发展蔬菜药材种

植、畜禽养殖、果树栽培、手

工作坊等庭院经济，让美丽

环境成为家庭收入的新增

长点，把“方寸地”变成为各

具特色的“增收园”。

如今，全市7个旗县区

把发展庭院经济作为农民

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因

地制宜综合施策，坚持宜

种则种、宜养则养、宜加则

加的原则，大力帮助农牧

民发展庭院经济。

乌拉特中旗根据贫困

户自身产业发展意愿和养

殖习惯，安排财政扶贫资金

287.98万元，帮扶204户贫

困户发展牛、马、猪、羊、鸡

等畜禽产业。据统计，2018

年——2019 年 204 户贫困

户户均增收3000元左右。

临河区累计投入专项

资金 17.16 万元，为 84 户

218名建档立卡贫困户，新

增基础母羊408只、基础母

牛 8 头、猪 26 口、鸡 177 只

进 行 奖 补 ，户 均 年 增 收

1500元。

五原县通过以奖代

补、奖补结合的方式，对贫

困户房前屋后的地块整

理、圈舍、果苗、胡羊购置

等给予补贴，“一户一策”

“一院一案”，精准发展小

手工、小作坊、小庭院等庭

院“微产业”，户年均增收

1000元，82%以上的贫困户

发展了2种以上“微产业”。

发展庭院蔬菜园 2150 户，

主要种植自食蔬菜；发展

庭院养殖园 2043 户，户年

均增收 3000 元以上；发展

庭院果树园 36 户，户年均

增收 5500 元；发展庭院手

工园 153 户，户年均增收

6000 元，实现房前屋后增

收致富。

塔尔湖镇联丰村村民

利用房前屋后、随坡就势

点栽各类经济景观树种，

将田园风光打造成为亮丽

名片。村里依托万亩果园

发展特色旅游，形成了春

有百花，夏有瓜果，秋有收

获的特色农家风韵，吸引

四面八方游客纷至沓来。

联丰村三组村民张慧

琴利用自己院落里的 2 亩

果园办起了农家乐，农家

乐年纯收入7万元，果蔬采

摘收入1.4万元，再加上20

多亩土地流转收入，年收

入超过10万元。

村党支部书记张文军

介绍说，村里将林果业发

展与观光旅游产业有机结

合，在整村改造中最大限

度地保持了村落的自然形

态，并将林果采摘和“农家

乐”民俗旅游结合起来，促

进林果业和乡村旅游业的

双赢，成为越来越多游客

的“旅游打卡地”。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

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

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的

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我国

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多方

言是我们的文化特征。各

民族语言文字、地方语言

文字共同成就了中华民

族文化表达的丰富性，自

古以来，各民族之间相互

交流，相互影响，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共同书写

了祖国悠久的历史，共同

创造了祖国灿烂的文化，

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

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就是加强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让祖国每

个地方都能成为各民族

共同居住、共同学习、共

同 工 作 、共 同 生 活 的 家

园，各民族共同参与、共

同分享发展成就，各民族

共创中华文化、共享中华

文化、共传中华文化，中华

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国梦。

语言相通才能心意

相通。全面加强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教育，是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

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要搞好民族地区各

级各类教育，全面加强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不

断提高各族群众科学文

化素质。”这就要求我们，

一是要在思想上坚决贯

彻落实党中央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全面加强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

重 要 指 示 精 神 ，深 刻 认

识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教育对促进民族

交 往 交 流 交 融 、铸 牢 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

大意义，要旗帜鲜明、坚

定 政 治 立 场 。二 是 在 行

动 上 全 面 加 强 宣 传 引

导，努力提高民族地区、

贫 困 地 区 人 民 群 众 ，特

别是青少年学习使用国

家 通 用 语 言 文 字 的 能

力。要主动出击，向各族

群众宣讲党和国家的政

策 ，阐 述 全 面 加 强 国 家

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重

要 性 ，帮 助 他 们 掌 握 现

代 科 学 文 化 知 识 ，获 得

更 好 发 展 机 会 ，推 动 民

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助

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进

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三是作为国有文

化企业，更要以身作则，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党对影视剧创作工

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大力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

入挖掘蕴含民族传统文

化中团结进步的思想内

涵，坚持“贴近群众、贴近

生活、贴近实际”的原则，

牢固树立精品意识，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影视剧的创作过程，创作

一批具有影响力、传播力

和引导力，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相统一，具有较强

感染力并深受人民群众

喜爱的优秀作品。

以影视作品展现国

家形象并进行更加情感

化、艺术化的对外传播，

已经成为全球化背景下

国 际 传 播 的 共 识 。中 国

的宏大叙事只有放置在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框架

里 ，才 会 产 生 更 广 泛 的

传播力和影响力，才能精

准承担起表述中国时代

特征的历史使命，向世界

展现中国文化、中国价值

和中国气派。

（据《内蒙古日报》）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李启明：为公安情报工作奉献一生
“我的大哥李启明十

几岁就离开家乡，秘密加

入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

立，久经考验，可以说为国

家的情报和公安事业奉献

了一生。”李新明这样评价

自己的堂兄。

李启明，1915 年出生

于山西省神池县一个旧职

员家庭，从小接受教育，聪

慧过人。1929年，李启明到

太原一中读书，在这个中

共山西党组织诞生的地

方，看到日本共产党创始

人河上肇的著作，并开始

参 加 共 产 党 外 围 活 动 。

1931 年，李启明到监狱探

望一个被捕的同学，这个

党员同学小声提醒：赶快

走！于是，李启明和一些同

学跑到汾阳，参加冯玉祥

举 办 的 汾 阳 军 官 学 校 。

1932 年，李启明秘密加入

中国共产党，随同冯玉祥

领导的察哈尔民族抗日同

盟军参加古北口战役。

情 报 战 线 强 调“ 智

谋”，而李启明的聪明才智

正适于搞情报。1937 年 9

月，李启明奉命任西北保

卫 局 茶 坊 检 查 站 站 长 。

1938 年 6 月参加保安处七

里铺侦察情报训练班第一

期学习，期间曾去瓦窑堡

开展情报工作。1939 年奉

命组建绥德外勤组，任组

长。1941 年又奉命建立靖

边外勤组，仍任组长。1942

年调回延安，任保安处情

报科员。1943 年春保安处

成立情报科，任科长。1946

年 7 月任保安处副处长。

1949 年 3 月任陕甘宁边区

政府公安厅副厅长，并主

持公安厅工作。

经历各种情报岗位的

李启明，年轻有为，功勋卓

著，是陕甘宁边区公安情

报保卫工作的主要开拓者

和领导人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李启

明继续活跃在公安战线

上。1950 年 1 月至 1954 年

10 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

公安部副部长、西北行政委

员会公安局局长。西北大区

撤销后，历任陕西省委常委

兼陕西省公安厅厅长、陕西

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副

省长、代省长兼省公安厅

厅长，陕西省省长等职。

“文化大革命”中李启明被

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

务，关押审查，下放工厂劳

动。1977年8月恢复工作，

历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务书

记、第二书记、省政协主

席、省顾问委员会主任。李

启明后来担任中共十一届、

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

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2007年12月19日，李

启明在北京病逝，享年 93

岁。 （据新华社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