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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梁亮

“内蒙古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非物质文化遗
产资源富集，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各民族的
独特文化传统。近年来，我区不断加大非遗保护力
度，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也相继被列入各层非遗行
列。”全国两会上，姜兰代表说。

但令她担心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治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了生活环境变迁和外来文
化、多元文化的不同程度影响。“传承保护这些珍
贵而脆弱的文化遗产是当今十分紧迫的问题。”
姜兰代表说。

鉴于此，姜兰代表建议国家进一步加大对内
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资源转化利用的支
持力度，助力我区把各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挖掘
好、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一是对内蒙古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从国家层面加强规划、保护和利
用。帮助建设盟市综合性非遗展示场馆和旗县区保
护项目传习展示馆，科学合理规划布局、集聚集约发
展，实现非遗项目规模效应。二是加大对内蒙古非
遗项目的扶持力度。我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存较好的地方大都分布在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
农村牧区。离开国家的政策支持很难达到保护和利
用的目的，建议国家建立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
遗产开发专项资金、优秀非遗人才培养补助资金和
非遗项目研发奖励资金。三是帮助内蒙古探索利用
数字化手段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设非
遗智慧博物馆，以更多更新的样式展现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魅力，不断开拓市场，增强市场竞争力。四是
帮助内蒙古加强文化资源开发机构建设，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资源开发提供公共技术、人才培训、品牌打
造、国际交流、产品评估咨询、包装设计运营等方面
的服务支持。

姜兰：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资源转化利用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郭俊楼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
业。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长期以来关注文
化事业的住我区全国政协委员何奇耶徒称赞道：

“当前是文化发展的最好时期，我们所有文化人
没有理由不全力以赴推动文化事业健康繁荣发
展。”

报告中提出“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这是何奇耶徒多年来的心愿。内蒙古的
民族文化资源丰富，但保护和创新工作还需进一
步加强。“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艺术，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当前，我们的民族文化艺术，需要去
发掘、整理、保护和弘扬，唯有这样才能无愧于我
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何奇耶徒深感责任重
大。

何奇耶徒建议，要加快建立内蒙古民族文化艺
术宝库，对不同时期的民歌、民曲、舞蹈、绘画等文艺
精品和我区文化名人及其优秀作品，进行收集、整
理、保存、研究、传承、创新。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
程，要在传承民族文化遗产的同时，丰富和发展当代
民族文化艺术，通过全方位立体式的传播形式，让内
蒙古的民族文化艺术走向世界。

“在保护和传承中，首先要尊重民族文化艺术的
规律和规矩。我区的民族文化艺术，是文化人的事
业，更是党的事业，要兼顾其思想性和艺术性，尊重
文化艺术规律。”何奇耶徒认为，人才是建立民族文
化艺术宝库的核心，也是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艺术
的重要条件。他建议，建立专家智库，广开发现和推
荐人才的渠道，建立多种类、多梯次人才库。“全社会
参与的文化艺术繁荣才是真正的文化艺术的繁荣，
要积极鼓励社会各界参与文化建设，深入挖掘有潜
质的文艺‘苗子’进行培养、储备。”何奇耶徒如是说。

何奇耶徒：加快建立内蒙古民族文化艺术宝库

姜兰代表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袁永红 摄

何奇耶徒委员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韩卿立 摄

□白江宏

一个半小时，40 多次掌声。3 月 5 日，李克
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内容丰富。“把发
展硬道理更多体现在增进人民福祉上”，饱含
拳拳民心、悠悠民情的表述，是掌声最热烈的
地方。

2016，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1314 万人，年末
城镇登记失业率 4.02%；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实际增长 6.3%；棚户区住房改造 600 多万
套，农村危房改造 380 多万户⋯⋯近几年，虽然

经济增速调低放缓，但一项项抽象的数据，正
在逐步落实为百姓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

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
养、住有所居，这些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都一一有了回应，件件有了着
落。社会保障网越织越密，公共服务体系日臻
完善，广大群众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
温暖。民生持续改善，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信
心之源、凝聚人心的力量之基。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把抓改革、促转型
与惠民生紧密结合，就会找到感觉，开辟新路，
赢得群众的掌声，也换来发展的新生。

这两天，内蒙古人的朋友圈里万马奔腾！
几条消息刷屏，“奔跑”成为内蒙古的关键词！

这是总书记叮嘱的奔跑！
“干事创业就要像蒙古马那样，有一种吃

苦耐劳、一往无前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内蒙古时这般殷切叮嘱。

从此，内蒙古人民弘扬“蒙古马精神”，着
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抓好农牧业和牧区
工作、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搞好党的建
设。在奔跑中守望相助、团结奋斗、一往无前，
打造祖国北疆亮丽风景线。

“模范自治区”转眼要过 70 岁生日了。今
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组织好内
蒙古自治区成立 70 周年庆祝活动。”

蒙古族民歌唱得好：“我的骏马飞腾起来，
我的精神抖擞起来”。

这是蒙古马精神的奔跑！
3 月 6 日下午，长安街上，内蒙古大厦，内

蒙古代表团向媒体开放。
面对 30 多家境内外媒体、70 多名记者，李

纪恒书记用蒙古马精神自信回应：内蒙古的精
气神是杠杠的。学习蒙古马精神，一往无前，
吃苦耐劳，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马背呀马背哟，生命的摇篮。发展、生态、
民生三条底线，这是蒙古马奔跑的起跑线。

内蒙古水草丰盛、牛羊肥壮，这里加工的
牛奶 85%销往全国，满足京津地区一半以上优
质牛羊肉产品供应。

这里资源丰富，在转型发展的路上蹄疾步
稳。着力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基地、新型化工基
地、有色金属生产加工基地、绿色农畜产品生
产加工基地、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和国内外知
名旅游目的地。

草原英雄的儿女，踏上飞腾的骏马。
这匹蒙古马，奔跑的目标是走向世界。构

建“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现代产业体系”；新能
源、新材料、节能环保、大数据云计算等“七业”
同兴；铁路网、公路网、航空网、水利网等七大
网络体系建设快速推进；高起点、大手笔、快节
奏建设和林格尔新区；减少对传统依赖，打造
新的增长极⋯⋯山高路远，砥砺前行，新征程，

用新姿态去奔跑！
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近期，这匹蒙

古马吃上了更多国家公粮。内蒙古对接央企，
恳 谈 会 现 场 签 约 重 大 项 目 88 项 ，总 投 资 额
4020 亿元。内蒙古与央企合作如莽莽草原与
潺潺流水，相生相长、相伴相依。

这是大数据的奔跑！
“ 千 里 疾 风 万 里 霞 ，追 不 上 百 岔 的 铁 蹄

马。”
马儿装上了引擎！大数据、云计算，茫茫

草原上，服务器装机能力已达 90 多万台，2020
年有望达到 300 万台以上。

气候适宜，地质稳定，电力保障等因素叠
加，专家鉴定“发展大数据产业得天独厚、不可
替代”，瞄准中国北方大数据中心，信息化引领
发展。蒙古马不仅要跑起来，还要上高速，能
腾云，亦能驾雾！

这是八方游客的奔跑！
民谣里唱：“爱上一匹野马，可是家中没有

草原。”那就来内蒙古吧！
骑上这蒙古马，走遍大草原、大湿地、大山脉、

大沙漠、大森林，春踏青、夏避暑、秋赏色、冬玩雪；
骑上这蒙古马，带你走元上都、辽上京，看成吉思
汗陵，欣赏长调、呼麦、马头琴、安代舞。

草原的歌浑厚，草原的舞热情，草原的酒
浓烈，草原的肉味美。

“旅游+”战略，开启内蒙古全域旅游、四季
旅游的新篇章。打造国内外知名旅游目的地，
内蒙古，要成为你撒欢奔跑的地方。

这是向着世界的奔跑！
“一带一路”双翼齐展，内蒙古正以开放的

姿态，兼顾向北、向东、向南、向西开放，打造
“北上南下、东进西出、内外联动、八面来风”的
对外开放新格局。

全国两会期间，《内蒙古日报》开通了海外
社交媒体账号。

3 月 6 日，随着 4 幅大美内蒙古的风光图片
徐徐展开，内蒙古用英语向全世界发出呼唤：
内蒙古这片神奇的土地欢迎你！

（人民日报记者常钦，内蒙古日报记者李
霞、蔡冬梅，人民网记者白建平）

奔跑吧，内蒙古！
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大青山”工作室

全域旅游让四季都是好时节
□籍海洋

在新的旅游消费需求下，越来越多的地区
走上了全域旅游的发展之路。今年的政府工
作报告明确提出，完善旅游设施和服务，大力
发展乡村、休闲、全域旅游。

作为自然风光辽阔壮美、民族文化独具特色
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全域旅游，孕育着内蒙
古经济新的增长点。去年，我区致力于旅游品牌
创建、旅游厕所革命、乡村旅游扶贫、精准化营销

等重点工作，推动旅游业快速发展。前不久，我区
召开旅游发展大会，为全区旅游科学有序地发展
吹响了冲锋号角。站在新的起点，着眼发展全域
旅游、四季旅游，实施“旅游+”战略，我区将向世界
展示自己的独特魅力和优势。

打造全域旅游，让内蒙古的四季都是好时
节、每天都是好日子，离不开全区上下的共同努
力。既要在规划引领、增加投入上下功夫，充分
调动和利用各种资源；还要在旅游产品上下功
夫，抓好旅游公共服务，做好宣传推广，让更多国
内外游客了解内蒙古、爱上内蒙古。

从初级产品向精深加工转变
□李振南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主产区发展农
产品精深加工，拓展产业链价值链，打造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新格局。这对致力于打造绿
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的我区而言，具有重要
指导意义。

我区草原、森林、耕地资源丰富，在发展绿
色农牧业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目前，全
区具有绿色、有机、无公害产品认证的农畜产

品 1743 个，经农业部认证的有机食品产量 430
多万吨，居全国第一。当然，我区农畜产品虽
然品质高，但初级产品比较多，精加工产品比
较少，这些不足是今后的发展潜力，也是我们
努力的方向。

潜力不会自己变成动力，需要我们进一步推
进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我区农牧业产
业化、标准化和品牌化发展，通过精深加工，延伸
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把我区的优质农畜产品从
初级产品变成精深加工产品，加快实现我区由农
牧业大区向农牧业强区转变。

民心凝聚换来发展新生

3 月 8 日，内蒙古代表团罗海棠代表（通辽市库伦旗库伦镇
上勿兰嘎查党支部书记）在分组会间隙，给家乡的女同胞发短
信，送去节日的祝福。当日是“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袁永红 摄

3 月 8 日，又是一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在这个特殊的
日子里，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的女委员们忙里偷闲过
了属于自己的节日。住我区全国政协委员莎娜和杜梅认为，“妇
女能顶半边天”这句话在当下中国有了越来越丰富的现实注
脚。此次参会，莎娜提交了关于依法行政助推非公经济健康发
展等 8 件提案，杜梅提交了关于广泛推广可追溯的电子耳标等 3
件提案。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韩卿立 摄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加
强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加快
培育文化产业，加强文化市场监管。

听一听我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和住我区
全国政协委员怎么说——

全国两会视频专题报道《知会·1+N》
内蒙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化蛹成蝶”勇闯关口
【北京主持人 包·萨茹拉】
内蒙古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什么？怎么改？本期的《知会·1+

N》栏目邀请到了参加会议的代表委员和相关专家、基层干部群众共
同探讨这个问题。

【汪耳琪代表】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从农业结构调整上进行，以品

种、结构、种养殖等方面为切入点。目前，自治区农业发展条件便捷，
为养而种，为牧而农。应从绿色农业发展、品牌建设、科技创新、规模
化生产、产业融合等方面发力。

【段志强代表】
要把农畜产品深加工做好，延长高端市场产业链。根据市场变

化、消费者需求，把优质、绿色的农畜产品送到市场。增加有效供给，
让人民群众不仅吃好、吃健康，还要吃出个性。

【潘刚委员】
进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要提质增效。现在，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困难，一是农业企业规模小，二是农业企业较为分散，三是
部分农业企业创新能力弱。针对这样的情况，我建议，国家还是要扶
持龙头企业，特别是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实力大，有创
新的意愿，有提升品质的能力，有了龙头企业的带动，就会把产业链
上的企业全部带动起来。

【北京主持人 包·萨茹拉】
下面我们来连线后方直播间，来听听专家们的进一步解读，有请

主持人。
【后方主持人 尤琨】
今天我们在后方邀请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

永军，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话题。
【嘉宾 张永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通过改革解决结构性矛盾问题，最终通

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因地
制宜、量体裁衣。做好“三去一降一补”仍是首要任务。要根据内蒙
古的发展潜力，以及发展基础和资源禀赋特点来推进，这样更能有效
提升内蒙古整体经济发展质量。

【后方主持人 尤琨】
在实际工作中该如何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各项措施呢？

【敖汉旗农业局局长 辛华】
敖汉旗是农业大旗，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重要。在实际

工作中，我们重点打好四张牌，一是绿色发展牌，二是融合牌，三是文
化牌，四是名品品牌，用优质、绿色的产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东胜区房屋与土地兑换凭证管理中心业务大厅主任 耿涛】
2016 年，东胜区政府抢抓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机遇，抓住内蒙

古推进棚户区改造和货币化安置的政策机遇，创新性地提出了房票
制，用棚户区改造和房地产去库存相结合的方式去库存。

【后方主持人 尤琨】
相信内蒙古敢闯这个关口，未来也必能化蛹成蝶。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报道组）

2 月 17 日，人民日报中央厨房与内蒙古日报社合作成立的“大青山”工作室揭牌，这是人
民日报中央厨房与全国省级媒体合作打造的第一个融媒体工作室。“大青山”工作室选择在
全国两会期间推出第一批作品，《奔跑吧，内蒙古！》是首个新媒体作品，已在人民日报社人
民网、环球网、海外网、手机环球网以及内蒙古日报社的蒙汉文新媒体推广。以下是作品的
文稿，请扫二维码，看作品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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