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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春节的世界回响

今日谈

□李振南

佳节入序，辞旧迎新，既是人情
往来的高峰时段，也是不良作风寻
隙反弹的时机。“廉不廉，看过节”。
在党风廉洁建设久久为功的语境
下，与春节钟声一起敲响的，是改作
风的强劲鼓点——这既是全面从严
治党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对节庆
期间不良风气的警钟长鸣。

我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尤其是在
春节期间，请客聚会、探亲访友、互赠礼

物本就是礼尚往来之事。不过，对于党
员领导干部而言，礼尚往来也是有底线
的，必须从严把握，不能“乱来”，更不能
把礼尚往来搞成礼上往来。

春节期间，各级党员干部不能放
松对自己的要求，礼与贿、情与法的
界限要分清认明，那些“不以为然”的
念头要趁早打消，“打擦边球”的做法
也赶紧收手，老老实实和家人一起过
一个团圆、清明、祥和、安全的春节。

事实上，不被铜臭味羁绊和束
缚的春节，成就的是良好风气，收获
的是内心安宁。

廉不廉，看过节

□本报记者 赵丹

一个先进的政党，总是高擎着文化
的旗帜。

一个自信的民族，永远焕发着文化
的力量。

伴随着春天的脚步，内蒙古从林海
雪原到茫茫戈壁，从农牧民的文化活动
室到城市里的大剧院，从文艺从业者到
各个院团组织，到处都焕发着一股文化
凝聚起来的力量，涌动着盎然的生机。

这股力量来源于自治区第十次党
代会上，新一届党委班子对未来 5 年内
蒙古文化建设的高瞻远瞩：

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发展道路，全面推进精神文明建
设，加快建设民族文化强区，促进社会
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守好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加强
意识形态领域引导管理。丰富各族人

民精神文化生活。推动文化事业和文
化产业改革发展。

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创新
发展草原文化，为中华文化增添瑰丽色彩。

与 5 年前相比，自治区第十次党代
会报告中“加快”二字体现了标准之变，
显然对民族文化强区建设速度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而在发展草原文化的路径
里，“创新”二字力负万钧。

5 年来，内蒙古民族文化强区建设
成效显著，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文化产
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8%，草原文化影响
力、传播力显著增强。

文化承载历史，文明昭示未来。自
治区第十次党代会已经吹响了加快建
设民族文化强区的集结号。一幅内蒙
古文化建设的宏伟画卷正在祖国北疆

118 万平方公里大地上徐徐铺展。
有担当——
守好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以更开放的姿态讲好内蒙古故事
包头市打造“好人 365”品牌，好邻

居彭景武荣登中国文明网封面人物。
这个品牌广泛传播好人精神，已经成为
一道“好人”大餐。

这只是内蒙古加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建设实践，守护各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的一个缩影。目前全区已经建立
起各级各类讲堂 1 万多个，形成了自治
区、盟市、旗县（区）、苏木（乡镇）、嘎查

（社区、村）五级联动体系。全区各级各
类媒体开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专栏，设置权威解读、图片新
闻、专家访谈、典型人物、互动交流等栏

目，深刻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

调整时期，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
频繁，内蒙古该如何凝聚起 2500 万草
原儿女团结奋斗的共同意志，守好各民
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高屋建瓴，为
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坚持不懈地抓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宣传教育，深入实施“三带三创”工程。

坚持不懈地用中国梦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把核
心价值观建设融入国民教育中，融入红
色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发展中。

坚持党管意识形态不动摇，落实党
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这一系列具体又清晰的政策布局，
如春雨悄然潜夜，润物无声。引领着内
蒙古人民崇尚求真、崇善向美的精神追
求，让主旋律更响亮，正能量更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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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文化力量迎来“喷发期”
——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系列述评之四

本 报 锡 林 郭 勒 1 月 30 日 电
（记者 巴依斯古楞）近日，锡林郭
勒盟召开全盟领导干部大会，传达
学习自治区“两会”精神，并对贯彻
落实工作做了具体安排部署。

会议强调，学习宣传贯彻好自
治区两会精神，是当前全盟各级各
部门的重大政治任务，各级各部门
要迅速行动，全面准确学习好、宣传
好、贯彻好自治区两会精神，要把两
会精神的宣传贯彻与深入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考
察内蒙古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结合起来，与
贯彻落实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和自
治区党委十届二次全会精神结合起
来，与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书记李

纪恒在锡盟调研指导重要讲话要求
结合起来，统筹安排，精心组织，强
力推动，全面系统把握“两会”精神
实质，把握做好今年各项工作的指
导思想、重点任务和工作措施，切实
用会议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
动工作。

会议要求，锡盟各地各部门要
对重点工作、重点任务进行再梳理、
再细化，树立争先进位意识，以实际
行动贯彻落实好自治区两会精神。
要把抓落实作为工作主旋律，从思
想上牢固树立狠抓落实的意识，从
行动上拿出狠抓落实见成效的劲
头，深入落实好盟里各项工作部署
和措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
成效。

锡林郭勒：
从思想上抓落实
从行动上见成效

本报 1 月 29 日讯 （记者 白江
宏）近日，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召开新闻
发布会，向社会发布 2016 年度重大科
研成果和重要学术观点。

这次发布的内容包括内蒙古社会
科学院 2016 年度重要学术成果和十
大学术观点，以及《内蒙古经济社会发
展报告 2016》（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
蓝皮书）、重大科研工程——“内蒙古
民族文化建设研究工程”“草原文化研
究工程”等项目进展情况。

“十大学术观点”是内蒙古社会科
学院重要的学术品牌。此次发布的十
大学术观点是从 2016 年已出版的 40
部专著，已发表的论文、研究报告和已

结项的 310 项成果中筛选出来的。《内
蒙古经济社会发展报告 2016》（内蒙古
经济社会发展蓝皮书）是以服务自治区
经济社会发展为宗旨的年度智库产品，
已连续出版 11 本。“内蒙古民族文化建
设研究工程”成果以出版多种蒙古学文
献、鄂尔多斯历史文化档案和阿拉善历
史文化档案为标志，为民族文化的挖
掘、保护、传承做出了积极贡献。“草原
文化研究工程”的重要成果《草原文化
研究丛书》第二辑，包括《草原生态文化
研究》等 10 本专著，进一步巩固了草原
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是草原文化研究体系化、系统化、专业
化的新成果新体现。

内蒙古社科院发布
2016 年度重大科研成果

本报 1 月 30 日讯 （记者 王连
英）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日前召
开的全区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进展情
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目前，全区
共计发放不动产权证书和不动产登记
证明 8.1 万余份。

目前，我区建立和实施不动产统
一登记制度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

职责机构整合全面完成。在国家
职责机构整合的基础上，自治区各级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积极推动盟市、旗
县（市 、区）级 职 责 机 构 整 合 工 作 。
2015 年 12 月 10 日前，全区各盟市、旗
县（市、区）全部完成了职责机构整合，
为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全面实施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 发 新 停 旧 ”目 标 提 前 实 现 。
2016 年 11 月 30 日 ，我 区 12 个 盟 市
所有地市、旗县（市、区）不动产统一
登 记 全 部 实 现“ 颁 发 新 证 ，停 发 旧

证 ”，提 前 一 个 月 完 成 国 家 提 出 的
“ 建 立 和 实 施 不 动 产 统 一 登 记 制 度
在基层落地”的任务。

信息平台搭建稳步推进。自治区
级不动产登记信息平台建设方案已编
制完成，预计 2017 年正式上线运行。
盟市、旗县（市、区）通过自主开发、改
造已有地籍管理系统，搭建完成地方
不动产登记信息平台，确保了登记发
证工作的需要。到 2016 年年底，有 20
个旗县（市、区）的登记数据完成接入
国家信息平台，其他旗县（市、区）将于
2017 年年底前全部接入。届时将实
现国家、自治区、盟市、旗县四级登记
信息的实时共享。随着工作的深入，
将逐步建立与住建、林业、农业、公安、
民政、财政、税务、工商、金融、审计、统
计等部门之间不动产登记有关信息互
通共享制度及不动产登记信息公开查
询系统，方便社会依法查询。

我区发放不动产权证书和
不动产登记证明 8.1万余份

□本报记者 梁亮

1月27日20时25分，伴着东胜火车西车
站广播引导，熙熙攘攘的人群陆续登上开往北
京西的K573次列车。人头攒动间，在列车腰
部，一个头戴大沿帽，别挂“列车长”臂章，身材
微胖却很灵活的身影忙碌着：帮妇女抱孩子、递
行李，用简单英语指引外国旅客，搀扶残疾人验
票上车⋯⋯就这样，孙磊迎来了在列车上的第
11个春节。

“乐乐你看，这不是去年春节咱回北京时，
帮你在车上退烧的孙叔叔嘛！快向叔叔问好！”
带儿子回北京娘家的旅客韩淑芬一眼就认出了
列车长孙磊，激动地和儿子说。

孙磊是包头客运段东胜西至北京西
K573/4次列车的列车长。跑车11年来，无论
年迈老人，怀孕妇女，务工农民，还是外国友人，
他都能用热情服务赢得称赞，并和很多旅客处
成朋友。

“每节车厢旅客情况都摸透了，工作起来
心里才有数，服务旅客最基本的就是腿勤。”列
车三分之二的运行时间都在晚上，孙磊总是要
反复巡视好几遍车厢才肯安心。一天下来手机
计步器上的步数总能破两万，相当步行了十几
公里。

“特别是春运期间，列车严重超员的情况
下，乘降安全、行李摆放、车厢吸烟等许多细节
都需重点卡控。”孙磊边对记者说，边不停地提
醒着旅客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

列车上的第 11 个春节

·见闻

1月30日，锡林浩特市一位家长带着孩子在滑雪场
玩乐。过年期间，在锡林浩特，整天吃吃喝喝的人少了，
进行有氧运动的人多了。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摄

冰雪乐园

□本报记者 乌日吐那斯图 赵弘 图门达来

1月 30日，大年初三。当人们还在享受春
节假期、阖家团圆的喜庆节日氛围时，满都拉
口岸迎来了开关的第一天，包头边防检查站的
20 多名官兵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舍小家为大
家，通过坚守岗位服务出入境旅客和车辆，为
新一年的工作开好头，起好步。

满都拉口岸位于包头市达茂旗正北方124
公里处，中蒙边境 757 界碑处，是 1992 年经自
治区政府批准开通的二类季节性公路口岸。
2015 年 5 月 13 日，该口岸经国务院批准为常
年开放性口岸。

喜庆的红灯笼给庄严的口岸大厅带来了
节日的气氛，印有“中国边检”四个红字的验讫
章放在检查员秦洪昌右手边。按照相关执勤
规范，每位检查员一天必须面带微笑执勤 7 个
小时。下午 4 点，蒙古国客商巴丹嘎日布成为
了第一个入境旅客：“中国边检员的服务高效、
热情，我们非常满意。”截至下午5点半，满都拉
口岸出境 33 人（中国籍旅客 3 人），15 辆车；入
境18人（中国籍旅客2人），8辆车。

随着满都拉口岸由季节性开放到常年开放，
出入境旅客和车辆越来越多，通关、查验、提醒、引
导旅客排队通关，看似简单的工作，却担负着守
护国门，保护每位旅客安全的重要使命。执勤业

务科副科长秦毅介绍：“口岸去年过货总量突破
80万吨，同比增长234.90%，创了口岸开关以来
的历史新高，出入境人员87730人次，同比增长
了22.32%。如何在相同的时间里快速提升通关
效率成为了摆在每位检查员面前的一个难题。”

据了解，目前边检站共有 10 名检查员，今
年口岸对出入境旅客和车辆检查勤务模式进
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和创新，通过预检预录、
电子验放、出入境员工集中盖章的办法，使每
位检查员平均验放一名旅客的时间由原来的
40 秒缩短为 30 秒，查验一辆货车的时间缩短
至90秒。快速、高效的通关服务受到了蒙古国
客商及旅客的欢迎。

为方便蒙古国旅客出入境，边检站开设
“爱心通道”，专门为行动不便、老弱病残等旅

客提供帮助；实施“迟到免排”，为迟到旅客开
展随到随检；开设“快速通道”，针对手续不符
合出入境要求等业务问题，启用快速处理程
序，并提供相关的出行建议和指引。

咨询台、验证台、岗楼、出入境通道⋯⋯零
下 20 度的气温里，边检站全体官兵坚守岗位，
以站好新春佳节的每一班岗。“我们不仅是您
安全出行的国门卫士，也是您需要帮助时最值
得信赖的亲人！”铮铮誓言响彻国门。

下午6点，夜幕渐黑，狂风卷着残雪拍打在
印着窗花的玻璃上。为了让辛苦了一天的边
防官兵欢度春节，边检站利用备勤时间积极组
织各项文体娱乐活动，活跃警营文化氛围，同
时组织战士给家人打电话报平安、送祝福、叙
亲情，以缓解官兵的思亲之情。

大年初三满都拉口岸开关了大年初三满都拉口岸开关了

满都拉口岸边检站“爱心服务”窗口，边
检员为蒙古国带小孩的旅客提供热心服务。

王嵩 摄满都拉口岸。 本报记者 图门达来 摄

台外检查员正在对入境旅客进行查验。 本报记者 图门达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