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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继旺

大年三十早上吃过传统的炖鱼米饭，我们全家 15
口人精心梳洗打扮一番后，开车来到乌拉特前旗关山照
相馆拍全家福。

2016 年 9 月，父母亲从临河搬回到了乌拉特前旗
小城居住。我们兄弟姊妹 4 人就相约回家一起陪两位
老人过一个团圆年，并一定要到旗里最好的照相馆拍一
张大大的全家福，把最美最温馨的时光记录下来。

过年大团圆最开心的就数父母亲了。看着含辛茹
苦拉扯大的儿女们一个个成家立业，孙辈们茁壮成长，
两位老人每天早早醒来就开始精心准备各种美食佳肴，
脸上还挂满了幸福的笑容。

“过年拍全家福特别有纪念意义，平时你们不在家，
这也是我和你妈最大的念想。”老父亲笑着说。他早就
安排好了全家福悬挂的位置。在他看来，一个温暖而幸
福的家里再挂上一张全家福就更完美了。

大年三十的关山照相馆挤满了前来拍全家福的家庭。
摄影师刘关山师傅笑着说：“过年举家到照相馆拍张全家福，
这一老传统如今又盛行了。春节前后是市民拍摄全家福比较
集中的时间，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很忙也收获着快乐。”

一张小小的全家福满载着浓浓的幸福和爱。在刘关
山师傅指导下，给父母亲系上红围巾，随着“一、二、三”“茄
子”“咔嚓”声，我们全家先后拍了全家福、兄弟姐妹情深等
7组照片，一个个幸福的时刻被凝固在永恒的瞬间。

全家福

□本报记者 钱其鲁

“过年好过年好，增瑞兄弟，快坐。”
“这个年过好了哇，世孝哥。”
“哎，咋了不是了，好多年没这么高兴了。”
年初一下午，杭锦后旗二道桥镇先锋村四组村民徐

光仁 75 岁的父亲徐世孝看到同村的李增瑞来拜年，热
情地迎进了家门。

徐世孝不是本地人，由于在老家甘肃省民勤县农村
生计困难，1974 年他跟妻子张菊英带着两个女儿来杭
锦后旗投奔张菊英的亲戚。刚来时候没有户口没有地，
只能靠他出去要饭和打点零工为生。后来上了户口分
到了地，两口子的吃苦耐劳在村里是出了名的，一年挣
的工分比家里有几个壮劳力的都多。

在徐光仁 4 岁时候，由于感冒打针导致左半边身子
出现了行动障碍落下了残疾，干农活要比正常人慢很
多，更干不了重活，连说话也有些含混不清，上到小学四
年级就辍了学，20 大几才找了个对象，对象智力还有残
疾。这些年全靠他们老两口辛勤劳作维持两家人的生
活。

二道桥镇党委组宣统委员刘宝介绍说，2016 年，徐
光仁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盖拱棚、买羊、建圈舍
都给了补贴，得到了扶贫金融贷款，领了低保，上高中的
闺女也得到了教育资助等等。

“在政府的帮助下，儿子家一年就脱了贫。现在的
社会是我活了 70 多岁遇到最好的时候。”徐老汉感慨地
说。

张菊英也忍不住插话说：“我去年回民勤老家，那边
也是在扶贫，国家的政策真是好啊。”

去年，陈老汉得了风湿性关节炎，明显感觉到身体
一天不如一天，他最担心的还是儿子今后的生计。

不过他听说村里马上要搞一个大的农业合作社，而
且还要建农贸物流市场。“估计儿子将来日子应该能过
得下去，最起码地里的东西好卖了。不然他不爱说话，
行动还不便，可能连东西都卖不出去。”谈到儿子的生
活，徐老汉既充满了希望又还带着一丝担忧。

“世孝哥，有国家对残疾人的好政策和政府的帮助，
你就放宽心好好儿过年哇。”李增瑞大声说道。

“是是是，领导们也是这么说的，那我就不想那么多
了，哈哈。”幸福的笑容满满地铺在徐世孝那满是深深皱
纹的脸上。

徐世孝的开心年

□本报记者 及庆玲

1 月 27 日 23 时 50 分，大年三十晚，
爆竹声声，烟花绚烂，万家灯火庆团圆，
沉浸在喜庆气氛中的人们开始倒数进
入鸡年。呼和浩特航空口岸出入境大
厅依旧人头涌动。

节假日是人们的出行高峰，对于检
查员来说，恰是他们最忙碌的日子。

“安东，过年好，今天你的班啊，航
班预报多少人？”不到 23 时，内蒙古公
安边防总队呼和浩特边防检查站执勤
业务一科科长崔勇最先抵达站部，来到
指挥中心询问航班情况。

今夜，由他带领13名入境检查员，为
越南航空旅客办理入境边防检查手续。

23 时 15 分，接送勤务的班车准时

停在办公楼前。
“向右看齐，向前看，稍息，立正，整

理着装！”伴随着崔勇嘹亮的口令，检查
员们做着整齐划一的动作。

23 时 25 分，随着自动门的开启，检
查员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列队走进口岸
执勤现场。

“飞机落地了。”对讲机里传来呼叫
声。23 时 50 分，由越南芽庄至呼和浩
特 的 VN742 次 航 班 平 稳 降 落 白 塔 机
场。

“准备上勤！”崔勇一声令下，检查
员们迅速领取各自的验讫章，依次排好
队，走向验证台。

23 时 58 分，舱门开启。收取完飞
机入境的相关单据和机组人员护照，检
查员姚莹将一个象征吉祥的中国结送
到越南籍机组人员手中，笑着说：“今天

是我们中国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
你们又是不久前开通的新航班，我们特
意准备了新年礼物，来共同庆祝这个美
好时刻，希望你们能喜欢。”

越南空姐捧着中国结激动地说：
“谢谢，太感谢了，这是我第一次收到这
样的礼物，祝你们新年快乐！”

“每逢重大节日，我们总会邀请机
组人员一起庆祝，既然大家都在各自的
岗位上坚守，何不过得更有意义呢。”崔
勇说。

1 月 28 日凌晨 1 时 40 分，航站楼内
空空如也，128 名入境旅客顺利通关，
崔勇带领检查员们整齐列队，返回站
部。春节里的坚守，更多的是一份责任
和担当。这些坚守在国门的检查员们
用他们实实在在的行动书写着“五福”
的深刻含义。

除夕，我在岗

□本报记者 陈春艳

1 月 27 日，除夕，上午 9 点多，通辽
市奈曼旗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大队
长刘剑华和两名民警带着早已准备好
的油、白面和大米，开车奔向大沁他拉
镇王文强家。

小镇街上一派喜庆祥和的节日气
氛，路上的车辆比往常增加了许多，一
公里的路程走了近半个小时。堵在路
上的刘剑华心急如焚，他不想让王文
强等得太久——每年除夕这个时候王
文强都在家等着他，这是他俩无言的
约定。

“刘哥，过来啦！快上屋，外面太
冷！”看见老刘把车停靠在家门口，王
文强和妻子小潘赶紧迎了上来。老刘
和王文强盘腿坐在热炕头上，询问他
这一年来的收入支出以及老母亲的病
情。小潘把早已沏好的砖茶给老刘倒
上 ，用 不 太 流 利 的 汉 语 说 ：“ 谢 谢 刘
哥”！

聊着聊着，王文强情不自禁抹起
了眼泪，说：“认识你这样的好大哥，是
我一辈子的福分。”老刘拍拍王文强的
肩膀，微笑着告诉他：“不要灰心，慢慢
奋斗，日子会慢慢好起来的。”

王文强患有小儿麻痹症，母亲患
脑瘤长年卧床，巨额的医药费使王文
强不得不变卖房产，租住在他人的平
房内。通过别人牵线搭桥，王文强娶
了越南媳妇小潘，起早贪黑靠打零工

养家糊口。4 年前，刘剑华走访外籍人口时了解到王文
强的情况，跑前跑后为他们一家争取到了低保，自己也
一直帮扶他们。

“出入有境，服务无境。”这是刘剑华最爱说的一句
话。奈曼旗有 35 名外籍媳妇，分布在辖区 8 个乡镇（苏
木）。他定期带领民警走访这些家庭，了解她们的生产
生活状况，渐渐地，这些外籍媳妇都把他当成了知心大
哥，称呼他为“刘哥”，有困难也愿意向他讲。每年除夕，
老刘都会来到外籍人口家庭，为她们送上新春祝福。

从警 20 年，47 岁的刘剑华从“小刘”变成了“老刘”，
工作岗位也在变，不变的是他对群众的一片赤诚之心。
今年的除夕，是他第 15 年在这特殊的时候坚守岗位了。

外籍媳妇口中的

﹃
刘哥

﹄

1 月 30 日，通辽市科左中旗巴彦塔拉镇呼和巴拉老人给孙子们展现潮儿的魅力。 本报记者 毕力格图 摄

传承

1 月 30 日，是大年初三，
五位姐姐抱着王桂萍拍照时
特别开心。据了解，王家姐妹
六人分别居住在天津、呼和浩
特、包头、临河四地，由于工
作、家庭等原因，六姐妹已有
近 10 年没有相聚在一起。今
年春节，六姐妹欢聚一堂，聊
得不亦乐乎。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六朵金花齐相聚
大年初三，200 多名来自四川自贡的花灯手艺人正

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金川学校院内紧锣密鼓地制作灯
组，为新春增添了无限亮色。 本报记者 韩继旺 摄

花灯迎春

■上接第 1 版
如果说文化的引领凝聚是守好各

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内在的强大精神力
量，那么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则具有
更为深远的意义。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为文化走出
去注入新动力、提出新要求：

“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加强国际
传播能力建设，上下联动、内外互动，讲
好中国故事、内蒙古故事⋯⋯”

在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上，对于进
一步对外开放的新格局，自治区党委书
记李纪恒用 16 个字生动而深刻地总
结：“北上南下、东进西出、内外联动、八
面来风”。李纪恒指出，开放发展是内
蒙古实现富民强区的必由之路。

在首届中蒙博览会上，人文交流硕
果累累，经贸合作持续升温。短短5天的
博览会，共签署各类合作协议 166项，合
作项目协议投资额达到1485.9亿元。

文化的力量，让请进来谈合作，走
出去话交流成为一种常态。我区蒙古
族青年合唱团刚刚完成亚欧七国巡演，
用 草 原 天 籁 向 世 界 传 递 着 内 蒙 古 声
音 。“ 中 蒙 文 化 周 ”“ 美 丽 草 原 我 的 家
—— 斯 里 兰 卡·中 国 内 蒙 古 文 化
周”⋯⋯文化在走出去的碰撞中，讲述
精彩的内蒙古故事。

近年来，内蒙古与澳大利亚、意大
利、新加坡、俄罗斯、蒙古、法国、丹麦、
捷克、埃及、匈牙利及香港等 20 多个国
家和地区开展了文化交流。

显然，在自治区全盘经济“棋局”上，
文化交流的“软”助力正以她的独特魅力
成就着经贸合作的“硬”支撑，并将有助于
打造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升级版。

文化传播中国好声音，让内蒙古声
音更响亮。

内蒙古日报社的内蒙古客户端、大
草原客户端、纵横新闻客户端、索伦嘎

斯拉夫文新闻客户端、索伦嘎俄文新闻
客户端已经开通上线半年，形成了 4 种
语言、13 种媒介、35 个媒体的融媒体矩
阵，以更快的速度、更多元的传播渠道，
讲述着中国和内蒙古好故事。

内蒙古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启
动实施“纳荷芽中蒙出版交流”工程、

“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丝绸之路书
香工程”工程、蒙汉文互译人才培养基
地和基里尔蒙古文人才培养基地建设
等项目，加快建设“中俄蒙文化走廊”，
推动形成新闻出版广播影视“走出去”
新格局。

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的兴
盛为支撑。内蒙古正在向世界展现着
一个独特魅力、独特韵味、独特优势的
文化形象。

有自信——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听完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报告，自

治区著名二人台表演艺术家武利平倍
感振奋：“党代会报告为艺术家指明了
方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一
个艺术家艺术生命常青的不二法门，人
民需要我到哪里演，我就去哪里演。”

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
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以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人民提供更
多更好的精神食粮，是艺术家们的操
守，更是人民的期盼。

第十次党代会上，自治区党委新一
届领导班子以深切的文化关怀回应着
人民群众的热烈期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实
施重点文艺工程，扶持文艺精品创作，

提高地区文化创造力，为人民提供更多
更好的精神食粮。

坚持面向基层、服务群众，推进重
点文化惠民工程，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
式，繁荣社区文化、乡村文化、企业文
化、校园文化，组织更多由群众唱主角
的文化活动，引导群众在文化建设中自
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是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的要求，也是文化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内蒙古在文化民生领域“做加法”，
按照标准化、均等化的目标，加快供给，
提高服务效能，努力满足不同阶层、不
同地域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让“盲村”耳聪目明。5年来，嘎查村
文化资源共享工程与党员现代远程教育
基层点 1.12 万个，服务人口突破 100 万
人次，广播电视基本实现了全覆盖。

保障“免费开放”不差钱。中央及
自治区各级财政年均投入约 1 亿元的

“ 三 馆 一 站 ”免 费 开 放 ，年 均 投 入 近
6300 万元的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
年均投入约 1.3 亿元的农村文化建设项
目的实施，为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
等化提供了资金保障。

这些年，人民群众在公共文化服务
上收获更多获得感，受益于一系列政策

“红包”，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又释放出
强烈的“文化民生”信号：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深化文化体制改
革，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
体系和文化市场体系，推动基本公共文
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发展。

满足文化需求、改善文化民生，适

应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内蒙
古文化建设呈现更加崭新的格局和气
象。

自治区文化惠民已经形成品牌。
“惠民演出全覆盖”“百团千场下基层”
“草原音乐周末”“草原戏剧演出月”“四
季内蒙古舞蹈季”等系列惠民品牌演
出，仅 2016 年就开展 8000 多场，极大
地丰富了人民群众文化生活。

“文化民生”风生水起。内蒙古图书
馆 24小时不打烊图书馆，成为首府精神
地标。“数字文化走进蒙古包”工程在年底
将完成 1260 个移动数字“加油站”的建
设，实现19个边境旗县全覆盖。

这一个个数字，浓缩着内蒙古人日
益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人民获得感
不断增加，政府利好政策频出，文化活
力不断增强⋯⋯内蒙古已经形成多层
次、多方式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

“完善文化人才激励机制和扶持政
策，实施文化名家工程、重点文艺人才
和乡土文化人才培养计划，为建设民族
文化强区、繁荣群众文化生活提供人才
支撑。”看到第十次党代会报告中的这
句话，自治区文联党组书记张宇更加坚
定了他的想法：当前和今后一定要牢牢
把握多出精品、多出人才这个工作中
心，紧紧抓住创作优秀作品这个中心任
务，大力实施草原文艺精品创作工程，
要把文艺人才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
的重要位置。

内蒙古作为草原文明的主要发祥
地和承载地，深厚的文化底蕴、富集的
文化资源和独特的文化魅力，为加快民
族文化强区建设平添了一份自信。

内蒙古有自信，在未来的 5 年建成

文化创造力迸发、文化事业繁荣、文化
产业振兴、文化人才荟萃、文化体制完
善、各族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
富的民族文化强区。

有目标——
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改革发展
把文化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
同样是一双绣花拖鞋，赤峰市宁城

御绣轩手工制品公司加入了契丹文化
元素、科技元素、时尚元素，能卖到几百
元一双；同样是文创产品，内蒙古博物
院文博中心开发的特色产品供不应求；
同样是文化与旅游融合，《千古马颂》成
为中国首创大型马文化全景式演出，既
是旅游产品又是艺术史诗⋯⋯

这些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重塑
着自治区文化产业的走向和格局。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上，李纪恒书
记为如何才能把文化产业打造成为支
柱产业指明了路径，字字铿锵：

“培育壮大一批文化企业，谋划建
设一批文化工程项目，推进文化与相关
产业融合发展，加快把我区文化产业打
造成为支柱产业。”

内蒙古是祖国北疆一方积淀丰饶
的文化厚土，更是激情荡漾的文化热
土。把文化产业打造成为支柱性产业，
是一种基于理性考虑的必然选择。

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文化产
业正为转方式、调结构增添亮色，发展
文化产业，更是内蒙古发展的需要。

目前，自治区已经先后出台了 14
个政策性文件，在广阔的内蒙古草原
上，蒙元文化、红山文化、河套文化、契
丹文化正在融入全新的产业。如今，内
蒙古一个个文化旅游园区、动漫产业园

区、影视制作基地、数字出版基地等各
类文化产业园区遍及各个盟市。在内
蒙古这片草原上，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
的双轮正隆隆驶来。

数据可见一斑：2015 年，全区文化
产业增加值实现 432 亿元，是 2004 年
的 13.4 倍。

内蒙古各地和各有关部门积极推进
文化与科技、旅游、创意、信息等产业的融
合，大力发展数字内容、网络文化、手机电
视等新兴文化产业，促进文化产业结构升
级，各类新兴文化业态发展迅猛，各种新
的文化产品形态和文化服务业务层出不
穷，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新亮点。

把该市场做的放给市场，社会能办
好的交给社会。在过去的几年，内蒙古
在制度层面为文化产业发展释放利好：
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四大直属文化企业
卸掉不利于发展的种种桎梏，电影集团
在 2015 年首次实现扭亏增盈，释放出
文化的最大活力，将叠床架屋的文化机
构厉行精简，将人浮于事的冗员妥善安
置，将文化体制内长期积累寄存的污垢
果断拭去，增加了文化的活力！

政府重视、政策利好，内蒙古发展
文化产业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黄
金期。

这里是内蒙古。拥有独具特色的传
统文化，正在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担当，
昂扬在建设民族文化强区的征途上。

这里是内蒙古。蕴含着中华文化
之魂，正在以强烈的文化使命和自觉，
释放着草原文化创新发展的活力。

草原文化力量迎来“喷发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