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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是人类最

重 要 的 交 流 工 具 ，是 文

明和文化传承的最重要

载 体 。国 家 通 用 语 言 文

字是构建国家的基本要

素 ，是 一 个 国 家 文 化 的

基 本 载 体 和 象 征 ，是 国

家认同的纽带和民族团

结 的 基 础 ，是 治 国 安 邦

的重器。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

多语言、多方言的人口大

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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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

国 家 通 用 语 言 文 字 工

作 。特 别 是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以 习 近 平 同 志 为

核心的党中央为语言文

字事业改革发展进一步

指 明 了 方 向 。全 面 加 强

国 家 通 用 语 言 文 字 教

育 ，有 利 于 促 进 各 民 族

之 间 的 交 往 交 流 ，有 利

于促进各民族文化的深

度交融，有利于加深少数

民族文化对中华文化的

吸收和认同。我们必须坚

定不移、全面加强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教育，筑牢边

疆民族地区长治久安的

文化基础，巩固我区民族

团结、经济社会发展的大

好局面。

全面加强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教育，对于全面

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加强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对于我区少数民族群众

接受现代科学文化知识、

获得更多更好的就业机

会，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

意义。作为宣传思想文化

传播和新闻舆论宣传阵

地，内蒙古广电网络集团

要深刻认识全面加强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是

提升民众素质、推动经济

发展的迫切需要；是促进

民族团结、保障社会稳定

和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

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和向心力、维护国家统一

的迫切需要，是符合各族

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举

措。要将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

自治区的工作要求上来，

结合实际，抓好全面加强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

工作。

瞄准重点地区，落实

好智慧广电宽带网络覆

盖与服务工程，建设好民

族地区基础信息网络，畅

通信息渠道，畅通人民群

众了解党、认识党、倾听

党 的 途 径 。抓 住 重 点 问

题，加大对全面加强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相关

方针政策和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的宣传，破除思想

障碍，积极引导各族群众

参与，变“要我学”为“我

要学”。以覆盖全区、延伸

至行政村的智慧广电网

络为核心，依托“政务+服

务+应用”的广电网络公

共服务体系，打造内容丰

富、具有针对性的服务和

应 用 ，营 造 良 好 社 会 氛

围。 （据《内蒙古日报》）

走进上海警备区军史

馆，王庆平回头一笑的大

照片，永远定格在官兵的

心中。

王庆平，原上海警备

区司令部通信站副政治

教 导 员 。2005 年 2 月 22

日，王庆平组织官兵进行

手榴弹实弹投掷训练。一

名战士在投掷第二枚手

榴弹时，弹体不慎脱手，

落在身体右后侧约 1 米

处，手榴弹冒着青烟。面

对猝不及防的险情，被惊

呆的战士下意识地蹲在

了地上。

王庆平一个箭步跨上

前，双手用力拽住他往隐

蔽壕方向拉。因战士重心

太低，王庆平第一次用力

拉拽没有成功。生死关头，

王庆平毫不犹豫向右跨出

一大步，扑向战士的右后

侧，用自己身体护住他，并

使出全力将他向隐蔽壕方

向推去……

轰！一声爆炸声后，战

士得救了，6枚弹片却击中

了躲闪不及的王庆平。虽

经全力抢救，35 岁的王庆

平终因伤势过重，壮烈牺

牲。

王庆平曾多次组织过

投掷实弹训练，他很清楚

手榴弹的爆炸时间。当时，

隐蔽壕就在身旁，只要往

左跨一步就能安然无恙。

然而，保护战士的意识胜

过了自己求生的本能。生

死危急一瞬间，他果断地

做出了选择。

王庆平用生命谱写了

一曲英雄壮歌。

从军 18 年，王庆平 2

次荣立三等功，被评为“上

海市新长征突击手”，获得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他

当干部 13 年，换了 6 个不

同岗位，都干得非常出色：

任通信站连指导员时，把

一个连续 6 年没有评上先

进的单位当年带入先进的

行列；任连长期间，带领连

队先后荣立 1 次集体三等

功，2 次集体二等功，年年

被评为先进连队。他组织

研发的“我爱背号码”软

件，被上海警备区评为科

技练兵成果一等奖；用电

脑绘制的“通信路由图”，

成为驻沪部队通信系统的

“神经中枢图”；带领战士

研发的“电源远端监控报

警系统”将工作效率提高

20倍……

王庆平作为一线带兵

人，始终把战士当作自己

的亲兄弟：新兵初来，家人

能收到王庆平精心拍摄的

照片；老兵退伍时，能拿到

他平时用心积累的军营生

活照片和录像。每年除夕

夜，他坚持和官兵一起吃

年夜饭，到哨位、机房向值

勤官兵嘘寒问暖。他在通

信站创办文化夜校，请地

方学校的老师给战士辅导

文化课；战士们缺少学习

资料，他联系办理集体借

阅证；战士们想学电脑，他

成 立“ 连 队 电 脑 培 训 中

心”，连队多人考取了军

校，有近百名战士取得了

中专以上文凭。

“学庆平，爱岗敬业砺

精兵；做庆平，三尺机台创

佳绩；学庆平，勇于磨炼，

打造通信保障精兵；励斗

志，团结拼搏建设全面过

硬连队”。在王庆平生前所

在部队，学英雄、做英雄的

接力棒在一茬茬官兵中传

承…… （据新华社报道）

深秋时节，走进兴安

盟突泉县水泉镇龙胜村的

脱贫户冷国娟家，宽敞明

亮的砖瓦房组成的小院落

里，冷国娟正在给毛驴添

水。

2018 年，冷国娟利用

产业扶贫资金选择发展养

驴产业。当年，冷国娟一手

签了资产确权证和承诺

书，一手牵回了2头母驴。

多年来两手空空的冷国娟

第一次品尝到了有产一族

的幸福。两年来，她一心一

意地养毛驴，现如今，2 头

扶贫毛驴已经发展成了 5

头，冷国娟的日子越过越

红火。

“当时选择养毛驴心

里也很忐忑，就想着万一

养好了再给要回去咋办，

后来村上和我们签订了资

产确权证，明确说毛驴就

是我的了，我这心才放肚

子里，开始认真饲养。”冷

国娟笑着回忆说。

在水泉镇，和冷国娟一

样获得扶贫资金发展的贫

困户，都与村委会签订了扶

贫资产确权书，明确扶贫资

产归贫困户本人所有，资产

所产生的后续效益也都由

贫困户本人受益，同时还需

签订扶贫资产承诺书，承诺

贫困户不会随意出售处理

扶贫资产。

近年来，突泉县水泉

镇积极围绕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按照“让每笔扶贫

资产都用得其所”的发展

思路，让贫困户、村集体和

助贫企业都从中获得稳定

的收益，走出了一条让扶

贫资产保障贫困人口长期

稳定脱贫的新路径。

“我们水泉镇的扶贫

资产后期管护坚持‘谁受

益、谁所有、谁管护’原则，

确保扶贫资产长久运行，

到户资产管护由受益户所

在村集体负责监督管护，

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

贫困户利用畜牧业脱贫的

路子。”水泉镇扶贫办主任

胡爽介绍说，扶贫资产就

能像“滚雪球”越“滚”越

大，等于给贫困户栽上了

“摇钱树”。

在帮助有劳动能力的

贫困户发展畜牧养殖的同

时，水泉镇对没有劳动能

力的贫困户引导他们将到

户资产委托给企业或合作

社集中运营。2016年开始，

位于水泉镇德泉村的天兴

奶牛养殖有限公司作为全

县龙头企业，与全县 1050

户贫困家庭、1560 名贫困

人口建立了资产收益模

式 ，运 营 到 户 扶 贫 资 产

1282.5 万元，年底，贫困户

人均分红达3000元以上。

村民雷雨江今年 65

岁，因为年岁较大没有精

力发展养殖业，2016 年开

始，雷雨江和老伴就在驻

村干部的帮忙指导下，将

扶贫资产注入到天兴奶

牛，每年 3000 元的固定分

红让老两口多了一份收入

的同时，还有了空余时间

去村里做保洁员。“半辈子

了，真没想到，我们老两口

还能过上按时拿钱的日

子。”雷雨江笑着说。

由于扶贫资产的注

入，天兴奶牛养殖有限公

司的资金不足问题也迎刃

而解，让企业得到发展壮

大。天兴奶牛养殖公司总

经理刘大伟说：“得益于扶

贫资金的注入，现在我们

的奶牛存栏从2000头增加

到了 8000 头，日产鲜奶超

过 50 吨，每年还给村集体

经济增加 800 多万元的收

入。”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

突泉县探索出了“2355”扶

贫资产管理长效机制。水

泉镇在贯彻落实“2355”扶

贫资产管理长效机制时，

又结合镇村实际，创新推

出了“353”工作法，推行

“三个坚持”，建立“五项机

制”，做好“三个提升”，让

扶贫资金资产在阳光下运

行，不仅保全了资产，还让

资金持续增值增效。截至

2020 年 9 月，水泉镇已累

计 投 入 各 类 扶 贫 资 金

4529.0587 万元，形成扶贫

资产 3709.4642 万元，委托

扶贫资产管理公司代管扶

贫资产 2934.1823 万元，每

年可实现收益 87.12709 万

元以上。

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给贫困户栽“摇钱树”为企业建“聚宝盆”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实习生 张 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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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强化宣传引导 狠抓贯彻落实 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

王庆平：谱写一曲英雄壮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