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荷香 1988 年开始担任呼和浩
特市玉泉区兴隆巷办事处清泉街社区
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至今已经 30
个年头。作为社区负责人，她深知只
有搞好民族团结，才能维护社区和谐
稳定。

武荷香积极打造社区“少数民族
群众为构建和谐社区服务、社区为少
数民族群众服务”的“双向服务”，使少
数民族群众融入社区、奉献社会。

武荷香不断创新社区管理模式，
定期进行少数民族困难户调查，建立
相应的少数民族困难家庭台账和少数

民族低保户台账，对少数民族困难家
庭进行慰问。

社区流入人员满都呼（蒙古族）老
两口家庭生活困难，每年过年慰问困难
户时，武荷香总是想到满都呼，在她的
帮助下，他们老两口的日子越来越好。

社区蒙古族居民于洪彪的孩子上
大学，他和爱人先后下岗，生活困难。
武荷香不定时地为他们提供物质帮
扶，帮他们渡过了难关。

社区少数民族小姐妹洪雅芝、洪靖
芝父亲早逝，仅靠母亲打工供姐妹俩读
书。姐妹俩双双考入大学后，武荷香常

年为她家送米送油送慰问金，为姐妹俩
申请最低生活保障金和助学款。

多年来，武荷香一直无偿照顾着
18 位少数民族孤寡老人、6 位残疾人
和 4 名孤儿，不仅为他们全部申请了低
保，而且还送衣送被，给钱给物。

作为一名普通的基层“当家人”，
武荷香用她的热情与认真，从点点滴
滴小事做起，用心用情维护着社区民
族团结的大好局面，在社区营造了民
族团结共建和谐的良好氛围，展示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良好形象，受
到了居民的一致好评。

社区居民的“贴心人”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兴隆巷办事处清泉街社区党总支书记 武荷香

在辽阔的杜尔伯特草原上，蒙古
族老阿妈都贵玛的感人事迹被人们广
泛传颂。

都 贵 玛 是 当 地 有 名 的 妇 产 科 大
夫，她收养过 28 名上海孤儿，拉扯过无
依无靠的牧民子女，曾荣获乌兰察布

“首届感动草原十杰母亲”、内蒙古自
治区“首届感动草原十杰母亲”和“全
国第二届十杰母亲”称号。

1961 年，年仅 19 岁的都贵玛担负
起抚养 28 名上海孤儿的任务。日复一
日，从早到晚的喂奶、喂饭、端屎倒尿，
不仅使这位俊秀少女承担着繁重的体

力劳动，而且世俗的风言风语更使这
位未婚妈妈担负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然而，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都贵玛的精
心呵护下，28 名上海孤儿健康成长，无
一夭折，这一事件因此成为那时轰动
一时的新闻，都贵玛的先进事迹从此
在草原上广为传诵。

抚养孤儿的经历焕发出都贵玛博
大的母亲之情。60 年代的杜尔伯特草
原缺医少药，卫生条件极其落后，都贵
玛看在眼里，急在心头。1970 年，都贵
玛主动来到四子王旗医院学习妇产科
知识，之后，她先后为 40 多位母亲成

功接产，挽救了她们的生命。白衣天
使的身份又为草原母亲增添了一道亮
丽的色彩。

她从 70 年代开始自费订阅《党的
教育》杂志一直没有间断，对党的政策
了解深刻。她自己省吃俭用却时刻牵
挂那些无助的人们，经常为家境贫寒
的学生交纳学费，常年照顾当地孤残
老人。

如今，虽然已年过七旬，但是都贵
玛老人仍然在发挥着余热，还在为草
原牧民打破传统养畜观念、走出一条
地区发展新路而奔波劳碌着。

伟大无私的草原母亲
——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脑木更苏木乌兰希热嘎查牧民 都贵玛

芒来夫是兴安盟科右中旗消防大
队大队长，在消防宣传中，他通过“好
来宝”消防宣传队，向牧民群众宣传消
防知识，队员从起初的 10 余人发展到
包括官兵在内的 300 多人，成为兴安
盟消防宣传战线上的一支生力军。近
十年来，消防官兵与牧民群众像石榴
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奏响了一曲曲
各民族亲如一家的动人乐章。

2010 年 12 月 23 日晚，产妇包水
花在前往医院途中，汽车被暴风雪困
住动弹不得。消防官兵及时赶到，爬
冰卧雪、手抬肩抗，把车扛出雪坑，并

拖到安全路段。包水花被送到医院后
剖腹产下一个 6 斤多重的男孩儿。为
回报消防官兵的恩情，孩子取名叫包
消防。

2017 年 6 月，了解到包消防家生
活困难，芒来夫带着消防官兵来到他
家，把 4000 元钱和一些学习用品交到
包消防的父亲包宝石手里。

作为大队长，从警 8 年来，他参与
灭火救援战斗 1000 余起，抢救疏散被
困群众 80 多名，为国家和人民群众挽
回经济财产损失 2000 余万元。

2010 年 12 月，省际大通道科右中

旗 加 油 站 北 10 公 里 路 段 发 生 雪 阻 ，
100 多辆汽车和 300 多人被困在积雪
中。接到报警后，芒来夫立即率领突
击队感到事发地点。他一边指挥战士
们顽强战斗，一边指挥被困车辆驾驶
员疏散车辆。突击队连续奋战 8 个多
小时，成功营救出 24 辆被困车辆和 51
名乘客；疏通被困车辆 120 余辆、被困
乘客 300 余名。

为了改善农村牧区消防力量薄弱
的状况，他多方协调，推动组建“草原
联防消防队”“红袖标消防巡逻队”并
积极发挥作用，维护了辖区消防安全。

草原上的蒙古族“铁汉”
——兴安盟科右中旗消防大队大队长 芒来夫

鄂伦春族青年白巍是呼伦贝尔市
财政数据中心副主任，他所在的科室
承担着全市财政系统及 300 余家市本
级预算单位的技术支持工作。在尽职
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他经常加
班加点，始终把工作和集体的利益放
在第一位。

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干部，白巍深知
打铁还需自身硬，他下定决心凭真本事
赢得信任和尊重。在工作中，他主动向
老同志学习、向汉族干部和其他少数民
族干部学习，并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
绩，以纯朴真诚的品行，获得了大家的

肯定和好评。平时科里同事在业务上
有疑难问题都爱找他请教，他总是愉快
并耐心地回答同事们提出的问题，使新
来的同事很快都能胜任本职工作。在
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白巍与众多软件工
程师和硬件工程师结下了深厚的友
谊。冬季，外地工程师来到呼伦贝尔，
因为天气寒冷，难免有这样那样的不适
应，白巍总是为他们介绍单位附近卫生
条件较好、饭菜口味较好的餐馆用餐；
遇到有人生病他总是求医问药，尽力帮
助；在工作之余和他们聊家常、介绍当
地的风土人情，使他们逐渐了解呼伦贝

尔，爱上呼伦贝尔。
白巍没有可歌可泣的事迹，有的

只是在平凡中造就的不平凡。他维护
民族团结进步的意识已经深深融入了
自身的血液，他维护民族团结进步的
行动已经融入到工作和生活的点点滴
滴。“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
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
族团结。”白巍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认
真履行着一名少数民族干部的光荣职
责，用爱心浇灌着民族团结的花朵，让
民族团结之花在呼伦贝尔开得更加鲜
艳。

用爱心浇灌民族团结之花
——呼伦贝尔市财政数据中心副主任 白巍

【编者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区上下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广泛开展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不断促进各
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进一步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谱写了内蒙古民族团结进步的新篇章，涌现出了一大批民族团结进步
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这些模范集体和个人，信念坚定、牢记宗旨，奋发进取、甘于奉献，立足本职岗位，带头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为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出了突出业绩，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民族团结大爱，传递着民族团结正能量。

为大力弘扬民族团结的光荣传统，大力宣传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的先进事迹，本报选取我区部分受到党中央、国务院表彰的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模范集体、模范个人以及受到自治区党委、政府表彰的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模范个人的先进事迹进行刊登，激励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树牢“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守望相助、团结奋斗、一往无前，不断开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为“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建设亮丽内蒙古 共圆伟大中国梦
——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事迹选编

张亮同志作为炉前大班长，在紧
张繁忙的高炉炉前工作中，带领炉前
各族职工以“攻坚克难，出好每一炉
铁，为高炉稳定顺行、高产作保障”为
己任，通过不断总结，摸索出一套较为
实用的铁口工作心得，使得铁口合格
率常年保持在 98%以上，有效地保障
了高炉稳定顺行。

遇有高炉紧急事故，他总是身先
士 卒 抢 着 冲 在 前 。 2003 年 12 月 23
日，包钢发生大面积停电事故。在零
下 25 摄氏度的冷天里，他组织炉前工
处理灌死的风管、风口等设备。卸下

来，扣干净，再回装⋯⋯连续作战两天
两宿，直至高炉正常送风。

作为一名少数民族班长，他深爱
着炉前工作，更喜欢热爱这份工作的
青年职工，他将工作经验全部传授给
其他职工。张亮带出的两名徒弟，都
已成长为炉前组长，并且其中一名职
工还被评为厂级民族团结进步先进
个人。

炉前休息室脏乱时，张亮总是默
默地打扫干净，为兄弟们创造了干净
的工作环境；逢年过节时，他总要“溜”
出单位去回民饭馆为回族职工买一份

“大餐”；职工遇到困难，张亮雷打不动
肯 定 第 一 个 出 现 ，带 头 帮 忙 解 决 问
题。作为少数民族职工代表，张亮多
次联合其他职工代表通过职代会、座
谈会等方式向公司提出为特殊工作职
工创造疗休养机会的建议，这个建议
受到了公司的高度重视并顺利得到落
实，受到了各族职工的好评。

张亮民族团结事迹如今已深入人
心，各族职工群众和睦相处，互相尊
重，互帮互学，人人讲团结，民族团结
之花在包钢处处盛开，各项工作稳步
推进。

守望相助一家亲 铁花绽放民族情
——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炼铁厂五号高炉炉前大班长 张亮

梅园雪是通辽市科左中旗农业技
术推广中心主任。

多年来，她深入田间地头及农户
中间，为他们宣讲党的路线、方针及农
作物良种补贴等各项支农惠民政策，
积极引导党员组建志愿者服务队，开
展丰富多样的具有民族特色志愿活
动，把民族团结落实到基层群众日常
生活工作学习中，把党的惠民政策、科
学致富知识传授给农牧民，让民族团
结之花常开长盛。

作为旗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她绝
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忙忙碌碌中度过，在她

的工作历程表上从没有节假日可言。
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农业科技的进

步，就没有广大农户的脱贫致富。梅
园雪利用每年春冬两季，组织开展形
式多样的科普培训和农业科技大集活
动，她还带头登台授课，面对面、手把
手传授农民各种科技致富知识，每年
下乡的时间平均都在 230 天以上。参
加工作 28 年来，她累计举办各类科技
讲座 500 多场次，足迹遍布全旗 500 多
个 嘎 查 村 屯 ，悉 心 培 养 科 技 示 范 户
1000 余户，农民技术员 2500 余人。

2001 年任职以来，她先后主持参

与实施了国家粮油棉糖高产创建活
动、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农村能源沼气
建设项目、土壤有机质提升项目等近
30 项农业实用技术的试验、示范、推
广、研究工作，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
主持参与了 30 余项农业实用技术的试
验、示范、推广和研究工作，累计推广
农业先进实用技术十余项，推广应用
面积达 4972.22 万亩。

辛勤耕耘，默默奉献。在科左中
旗的土地上，梅园雪正在带领基层三
农工作队伍，为加强民族团结，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努力奋斗。

情系基层心交融 唱出民族情怀歌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 梅园雪

格日勒图是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
旗蒙医院院长、党支部书记。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他牢记“大
医精诚”的古训，28 年来潜心从事蒙医
临床医疗工作。

格日勒图深爱着蒙医事业，为弘扬
传承民族医学理念，他在挖掘、整理的基
础上、创新了蒙医传统疗术，将蒙医的艾
灸疗法进行创新改造，提高了它的疗效。

2011 年开始，他带领药剂科工作
人员，在乌拉特后旗境内对蒙草药的
生长环境进行普查，并对 300 多种蒙
草药和矿物质、动物等进行采集、整

理、制作标本同时利用在临床上，提高
了医院制剂药品的质量和效果。他还
多次采访民间老蒙医，收集整理了传
统蒙医临床经验和传统偏方。

作为院长，他始终把维护群众利
益作为第一责任，自觉为政府分忧，为
百姓解难，借助“精准扶贫”“小药箱工
程”“蒙医蒙药进万家”活动等，在全旗
范围内，为每户牧民的“小药箱”中免
费投放了常用蒙药。有些患者看不起
病，付不起药费，他就自掏腰包为他们
支 付 。 从 2014 年 开 始 ，医 院 建 立 了

“医疗救助扶贫基金”，累计为本院有

困难的职工和患者资助了 3 万多元。
多年来，在格日勒图的带领下，乌

拉特后旗蒙医院在医疗改革、规范管
理、人才培养建设、学科建设、科技创
新、医疗质量、行风建设、民族医学文化
的传承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也实现了同步提升，社
会影响力显著增强，得到了社会各界和
人民群众的普遍赞誉。

2010年医院就诊患者 2万多人，到
2016年已达到了 6万多人次，做到了让
患者“大病不出旗、小病在家治”，给广大
患者营造了一个温馨的就医环境。

无悔人生献蒙医 丹心一片谱华章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蒙医院院长 格日勒图

在自治区成立 70 周年庆祝大会
上，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罕苏木苏木
珠日和嘎查党支部书记斯钦巴图代表
少数民族群众在大会上发言。

从 2010 年任嘎查党支部书记至
今，他用实际行动树立了共产党员的
崇高形象。在他的带领下，珠日和嘎
查走上了一条以发展肉牛产业为主、
生活富裕的民族团结奋进之路。

珠 日 和 嘎 查 现 有 306 户、978 口
人，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汉族、满族
相互杂居的纯牧业嘎查。

过去，珠日和嘎查自然条件恶劣、

干 旱 少 雨 ，草 原 沙 化 退 化 严 重 。 从
2011 年开始，斯钦巴图带领牧民探索
实施膜下滴灌节水灌溉技术，解决了
靠天吃饭、抵抗自然灾害能力薄弱的
难题。到 2014 年，珠日和嘎查水浇地
面积从 900 亩增加到 6800 亩，75%的
饲料地具备灌溉条件，现在的珠日和
嘎查已经是全苏木灌溉条件最好，种
植技术最棒的种植业发展典型嘎查
之一。

他立足本地产业优势，带领各族
农牧民组织专业合作社，向规模化、集
约化、市场化发展。2012 年他成立肉

牛养殖合作社，制定以轮休轮牧为主、
保护生态、创造自然特色产品、打造传
统民族食品品牌的发展思路，发展肉
牛养殖；鼓励牧民从传统奶食品加工
行业起步发展；新成立了民族食品有
限责任公司，注册了民族传统食品商
标。

他带领群众加强嘎查基础设施建
设，2016 年改造维修 86 户贫困户的房
屋。新修建 34 公里水泥路，街巷硬化
13 公里，新建卫生所一处。现在全嘎
查的自来水、电、水泥路、网络配套齐
全，群众还有了活动场地和文化室。

团结奋斗 共创美丽家园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罕苏木苏木珠日和嘎查党支部书记 斯钦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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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辉 生 刚 担 任 特 莫 图 嘎 查 嘎 查
达，集体经济增收难、草场纠纷矛盾
突出就成为他面对的第一个“烫手山
芋 ”。 团 结 带 领 班 子 发 展 好 嘎 查 经
济，成为当务之急。为了改变这种现
状，张辉生从学习入手，利用一切空
闲时间，带领“两委”班子学理论、学
政策、学法规，有问题就主动请教，一
起 研 究 。 2010 年 国 家 实 行“ 草 原 补
奖政策”，他带领“两委”班子成员挨
家挨户做宣传、讲政策、做解答，在看
到 牧 民 们 心 存 顾 虑 时 ，他 说 服 了 妻
子，毅然卖掉了自己家的 450 只羊，

转型发展旅游服务业，同时他还发动
“两委”班子带头作表率，使特莫图嘎
查成为全镇率先完成禁牧工作的嘎
查。

2016 年，张辉生组织嘎查 15 户牧
民、党员组建了沙漠越野车队，引导居
住在沙漠腹地的 20 户牧民开设了 12
家“牧家游”，从事沙漠越野、旅游接待
等服务，让村民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
脱贫致富。

为了给老百姓提供一个舒适的活
动场所，张辉生跑遍了所有联系过特
莫图嘎查的单位，积极协调帮联单位，

对嘎查活动阵地进行提升改造，最终
建成了图书室、党员活动室、阅览室等
功能室。在各个节日期间，嘎查都要
组织农牧民群众举行嘎查祭祀敖包、

“三八”妇女节等活动，活跃群众文化
生活，传承弘扬民族文化。

近年来，张辉生积极筹措资金为
村民做好事、办实事，先后投资 40 多万
元进行农网改造，利用财政“一事一
议”财政奖补资金，修筑新村公路 1.5
公里，修建了 150 平方米的嘎查活动
室和 1000 余平方米的农牧民活动场
地，满足了群众的文化生活需求。

沙漠里的“最美基层干部”
——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特莫图嘎查嘎查达 张辉生

袁 永 珍 是 鄂 尔 多 斯 市 达 拉 特 旗
民族幼儿园园长。在从事幼教工作
的 30 多 年 中 ，她 十 分 注 重 民 族 团
结 ，努 力 让 民 族 团 结 的 种 子 在 教 职
工和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在紧
张 繁 忙 的 工 作 中 ，她 把 幼 儿 园 班 子
建 设 和 民 族 团 结 稳 定 工 作 放 在 首
位，千方百计为幼儿、家长和各族教
职工服务。

民族幼儿园是一所由汉、蒙、满
几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袁永珍注重
打造温馨和谐的民族文化园所环境，
将多民族文化特色融入园所环境当

中，让全园教师和幼儿在丰富的文化
环境中感受多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
了解、接受和热爱祖国绚烂多彩的民
族文化。她在工作中积极树立讲团
结、讲政策、讲法治的风尚，认真组织
各族教职工学习党的民族理论和民
族政策。多年来，幼儿园一直坚持开
展蒙汉族教师互学语言，开展“每日
一句”蒙古语学习活动。重视对少数
民族教师的业务培训，组织教师举办
普通话培训班，组织讲故事比赛、演
讲比赛等活动，不断提高少数民族教
师的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

在 近 30 年 当 中 ，民 族 幼 儿 园 进
行了两次改扩建，从最早的 3 间平房
到今天的 4 层结构、宽敞明亮的保教
大 楼 ，在 一 次 次 幼 儿 园 的 建 设 规 划
中，袁永珍都付出了心血和汗水。

怀 着 对 民 族 教 育 事 业 的 无 比 热
爱之情，袁永珍把心中所有的温情和
爱心都奉献给幼儿园各族教职工、奉
献给幼儿园的孩子们，她把全部的心
血都浇灌在幼教事业的沃土上，用师
魂铸就民族团结情，使民族团结之花
在达拉特旗这片热土上开放得更加
绚丽多彩。

用师魂铸就民族团结情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民族幼儿园园长 袁永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