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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连英 李永桃
冯雪玉 苏永生 赵媛 赵丹
韩雪茹 施佳丽

3 月 17 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选举习近平总书记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军事委员会主席。消息传来，我区各
族干部群众欢欣鼓舞、无比激动，大家
纷纷表示，这一选举结果充分反映了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
心声，充分体现了党的意志、人民意
志、国家意志的高度统一，必将鼓舞和
激励亿万人民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
德、开拓进取，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而努力奋斗！

衷心拥护 全心信任
自治区科技系统干部职工表示，

要坚决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 党 中 央 各 项 决 策 部 署 ，在 服 务 转
型、引领高质量发展上精准发力，在
夯 实 基 础 、提 升 创 新 能 力 上 精 准 发
力，在扩大开放、共享创新资源上精
准发力，在深化改革、优化创新环境
上精准发力，为加快创新型内蒙古建
设而努力奋斗。

内蒙古赛科星繁育生物技术（集
团）公司研究院院长李喜和说：“习近
平总书记全票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
主席，我们科技人员衷心拥护、坚决支
持！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
的科技事业突飞猛进，取得的成绩令
人瞩目。作为科技型企业，我们要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用科技创新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为自治区打好脱贫攻坚
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牧业现
代化做出积极贡献。”

自 治 区 经 信 委 广 大 党 员 干 部 表
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贯
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各项决策部署。把对国家的掌舵者、
人民的领路人的拥护和爱戴转化为推
动 我 区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工 作 的 强 大 动
力，聚焦聚力振兴实体经济，持续推动
工业发展提质量、增效益，奋力开启工
业和信息化发展新征程。

自治区金融办全体党员干部一致
表示，衷心拥护习近平总书记全票当
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要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同心同德、开拓进取，为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内蒙古工业大学高级经济师韩伟

新说，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一定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挥学校的工科
优势，继续为国家、自治区培养工程技
术领域专业人才，培养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建设亮丽内蒙
古，共圆伟大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自治区文化厅办公室副主任高明
博表示，我们将坚定沿着十九大精神
指引的方向，全面深刻理解文化在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深刻
理 解 文 化 工 作 者 在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中国梦实现进程中的重要使命，坚
定文化自信，紧密结合内蒙古战略定
位，聚焦民族文化强区建设，以高度
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自觉担
当起内蒙古文化建设的各项职责，当
表率、做示范，以工作实绩响应伟大
时代的号召。

牢记使命 永远奋斗
全区交通运输系统广大干部职工

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
斗目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为
人民不懈奋斗、同人民一起奋斗，以真
抓的实劲、敢抓的狠劲、善抓的巧劲，
常抓的韧劲，一步一个脚印把既定的
行动纲领、战略决策、工作部署变为现
实，奋力开启“交通强国”建设新征程，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中 国 梦 当 好 先
行、不懈奋斗。

自 治 区 扶 贫 办 全 体 干 部 职 工 表
示，一定要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
示 和 殷 殷 嘱 托 转 化 为 实 实 在 在 的 行
动，深刻 领 会 牢 牢 把 握 精 准 扶 贫、精
准脱贫的核心要义，牢牢把握扶贫格
局的变化，因人因户因地精准施策，
增强政策措施的针对性，把乡村振兴
与脱贫攻坚有效衔接，建立稳定脱贫
的长效机制。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
贫困人口、特定贫困人群的精准帮扶
力度，落实好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
迁、健康扶贫和教育扶贫等九个方面
的政策支持，确保贫困人口如期实现

“两不愁、三保障”目标。坚持问题导
向，改进方式方法，强化顶层设计，把
督查考核重点转到发现问题、促进整
改、推动工作上，加强扶贫领域作风建
设，锐意创新，砥砺奋进，全力打好脱
贫攻坚战，力争实现 2018 年减贫 20 万
人，9 个国贫旗县、13 个区贫旗县摘帽
的目标任务。

自治区林业系统干部群众表示，
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把习近平总书记
的指示精神和殷切希望转化为实实在
在的行动，充分发挥林业在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绿色支撑作用，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以“三山两沙四区”为主的林业生
态建设主体框架，进一步加快我区生
态安全屏障建设步伐，切实筑牢祖国
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党心所向 民心所盼 众望所归
——习近平总书记全票当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在我区引起强烈反响

□本报记者 梁亮

3 月 5 日 22 时，位于呼和浩特东站
的动车所内灯火通明，边延东和工友
们整装列队，等待着为贴地“飞行”了
一整天的“草原高铁”体检。

颧骨微隆、皮肤黝黑，走起路来步
步生风的 90 后边延东，是呼和浩特局
集 团 公 司 呼 和 电 务 段 动 车 车 载 车 间
ATP 检测工区的工长，他所在的工区
主要负责对 8 台 CRH5 型动车组的“中
枢神经”——ATP 进行检修维护。

“单说 ATP 设备，人们可能会云里
雾里，但说白了它就是高铁列车的‘导
航仪’，前方有没有列车、区段限速多
少，都能从它上面获取。”边延东边说，

边朝动车组司机室快步走去。
“咔嗒！”伴随着一声清脆的金属

碰撞声，动车组上电，漆黑的司机室瞬
间亮了起来，眼前各式仪表和操作杆
让人应接不暇⋯⋯只见他利落地戴上
防静电手套，拿起下载终端，穿梭于控
制台、组合架、电源柜间，时而半蹲连
接数据线，时而用手指飞快操作。趁
着工作间隙，他向记者介绍：“医院通
常靠抽血化验鉴定人的健康状况，而
我们则是‘抽取’运行数据分析‘导航
仪’的状态。”

20 分钟的忙碌过后，边延东顺利
完成一台导航仪的数据下载任务，三
下五除二整拾好工具，小跑着向列车
尾部另一台导航仪奔去，这样的操作
今晚还要重复 15 次。原来，春运期间，

动车组重联运行，任务量翻了倍，检修
一列车由过去下载 2 组数据增加到了
4 组，就这样，小伙子们个个争分夺秒，
能快一点就快一点。

回到分析室，边延东眉头紧锁地
凑在电脑屏幕前，仔细浏览着密密麻
麻的数据，在未来几个小时里，他要完
成 上 万 条 数 据 参 数 的 检 查 。 据 他 介
绍，屏幕上一组数据对应着导航仪的
一个状态，他要赶在列车出库前用一
双“火眼”揪出超限部分，进而对故障
隐患实施“定点清除”。高度集中的精
神加上夜间作业的疲惫，使他不时揉
搓眼睛，眼角内的血丝早已连成了片。

由于各趟动车组回库时间分散，
小 边 和 工 友 们 常 常 是 前 半 夜 下 载 数
据，后半夜分析数据，工作强度之大可

想而知。但边延东却表示，最大的挑
战是要时刻保持全神贯注，避免数据
分析过程中缺项漏项，确保高铁列车
不会“带病上线”。

辛勤的付出换得了草原高铁的运
行安全。今年春运以来，边延东和工
友们先后发现并处理了 32 处隐患，保
证了高铁“导航仪”性能良好，为旅客
春运回家铺就了平安坦途。

凌晨 3 点，动车所外万籁俱寂。而
分析室内，嗒⋯嗒⋯嗒！敲击鼠标的
声音却分外清晰。

高铁“导航仪”的守护人

本报巴彦淖尔 3 月 18 日电 （记
者 韩继旺）人勤春来早，“铁牛”备耕
忙。这两天，巴彦淖尔市临河农场新
华合作社万亩农田里机声隆隆，数台
拖拉机牵引着播种机正往来穿梭，播
下一粒粒小麦种子。

“春风麦入土，我们合作社从 3 月 6

日开始播种小麦，13 日之前全部播种
完毕。今年合作社与内蒙古兆丰河套
面业公司签订了 5000 亩富硒绿色小
麦订单，小麦收获以后再复种西兰花
3000 亩，实现两季增收。”新华合作社
理事长孔宪忠指着肥沃的土地说。

订单种植让新华合作社规模化种
植经营更有了底气。今年开春，该社
除签订小麦订单以外，还签订了 2000
亩南瓜、西兰花、包菜、牛心菜、甘蓝等
蔬菜订单，将主要供应香港市场。

与新华合作社签订小麦种植订单
的内蒙古兆丰河套面业公司是巴彦淖
尔市一家大型小麦加工龙头企业。该
公司除了在乌拉山河谷自有基地种植

6000 亩有机小麦以外，今年还与河套
农民签订了 20 万亩绿色富硒小麦订
单，为生产加工高端石碾面粉提供了
充足的原料保障。

春耕备耕中，巴彦淖尔市主动对
标 农 业 供 给 侧 结 构 性 改 革 ，由 满 足

“量”的需求向追求绿色可持续发展转
变，稳步推进种植业结构调整，加快构
建粮经饲协调发展的三元结构，通过
优化资源配置，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
的供给，实现提质增效。

按照种植计划，该市今年将增加
优质小麦种植面积，特别是扩大绿色、
有机小麦生产规模；增加优质饲草种
植面积，满足 2500 万头只牲畜饲养量

的饲料需求；增加黄芪、防风、板蓝根、
金银花、红花、银翘等 10 余种道地中药
材面积，打造优质中药材规模化、标准
化种植基地；减少品质差、效益低的食
用向日葵品种种植面积；提升河套灌
区玉米优势区产能，通过大力推广玉
米“一穴双株”绿色增产栽培、玉米三
优两增全程社会化高效栽培、膜下滴
灌水肥一体化等增产增效技术，提高
玉米产量，增加种植效益。同时在农
区养殖聚集区和农牧交错带采取订单
种植的方式增加粮饲兼用全株青贮玉
米面积；稳定西甜瓜、黑白瓜籽、加工
型蔬菜等特色农作物种植面积，提升
产品质量。

巴彦淖尔市春耕备耕对标“供给侧”算好“增减账”
本报二连浩特 3 月 18 日电 （记

者 王连英）近日，二连海关快速验放首
列塔里茨—黄岛港中欧班列。该班列的
成功运行标志着作为中欧班列“中通道”
的二连口岸班列运行线路增至22条。

据悉，该班列共装载 41 个集装箱，
主要货物为锯材，总重量 1066 吨，货物
总值 25.912 万美元。该班列由俄罗斯
塔里茨发运，在二连口岸进境，由青岛
海关办理报关手续，办理完成全国通关
一体化手续后，最终运行至黄岛港。该

班列运行全程 3150 公里，预计运行时
间 10 天左右。

二连口岸作为中国通往蒙古国唯
一的铁路口岸，在国家发改委出台的

《中欧班列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中被确定为中欧班列“中通道”唯
一进出境口岸。今年 3 月份以来，二连
铁路口岸班列运行线路快速增长，已先
后开通塔里茨—赣州南康、塔里茨—山
东临沂、伊尼亚—南京北、塔里茨—黄
岛港四条线路。

二连口岸中欧班列
运行线路增至22条

本报 3 月 18 日讯 （记者 赵丹）
3 月 18 日，来呼和浩特市万达影城观看

《厉害了，我的国》的观众场场爆满。销
售经理郭文斌告诉记者：“这部片子上
座率高，排片占 30%以上，从上映到现
在已经有近 150 家单位组织来万达影
城观影，观众近 3 万人。”

《厉害了，我的国》，这不仅是最近
正在上映的一部纪录片，更成为了这一
段时间以来，大家聊天之中的热门话
题。从圆梦工程到创新科技，从绿色中
国到共享小康。影片将党的十八大以
来中国的发展和成就以纪录片的形式
首次呈现在大银幕上，展现了过去 5 年
以来，中国桥、中国路、中国车、中国网
等超级工程的珍贵影像，同时也娓娓道
来国人是如何开拓进取，创造一个又一
个“中国奇迹”的。

李晔荣是自治区一家机关单位的
普通干部，走出影院她禁不住感慨：“这
部片子让人太震撼了，我是在妈妈和女
儿的陪同下观看的，我原以为自己接受
新生事物的能力已经很强了，但依旧跟

不上时代和国家的发展速度！这部电
影对于孩子来说，是一次生动的爱国主
义教育，老人则感慨起时代的飞速发展
和国家的日益强盛为人民生活带来的
极大改善。”

内蒙古艺术学院教师其其格玛观
看完影片心潮澎湃：“这部电影，不仅
用镜头记载下中国工程的一个又一个
传奇，影片本身也成为中国影史的又
一座里程碑。”记者在青年人聚集比
较多的微博、QQ 空间上发现，为《厉害
了，我的国》点赞的网民用年轻时尚的
语言表达心声。有网民说，这是史上
最“贵”的电影，因为影片中观众目光
所及之处，都是中国路、中国车、中国
桥、中国港、中国网，还有人类历史上
最大的射电望远镜 FAST、全球最大的
海上钻井平台“蓝鲸 2 号”等。还有网
民说，这也是史上“演职人员”最多的
电影，因为这部电影的主角是中国当
代的众多工匠和 13 多亿人民，正是这
一个个奋斗的身影酝酿出了影片充沛
的情感。

《厉害了，我的国》
屡掀观影高潮

3 月 18 日，农历二月二。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盛乐镇公喇嘛村锣鼓喧天，人潮涌动，乡亲们自编自演的扭腰歌、抬花轿、骑毛驴等民俗活动吸引了八方来客，赢得
阵阵掌声。 本报记者 郑学良 摄

抬花轿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艾草，草原上再普通不过的一种野
草。多伦县农民却把它变废为宝，研发
出艾草编织品，为农闲时节的农民提供
了一条发家致富的新路子。

早春的一天，记者来到温塘河村，
刘自芳和老伴儿正在家里忙着做艾草
鞋垫。

和普通鞋垫不同，艾草鞋垫加入了
用艾草磨制的艾绒，有抗菌作用。刘自
芳手艺好，不到 20 分钟就能做一双。
老伴儿以前从不做针线活儿，如今也拿
起了剪子剪鞋样。鞋垫做好后，由当地
合作社上门收购，每双鞋垫比普通鞋垫
收购价要高出 1 倍以上。刘自芳两口子
1 个 月 能 做 600 多 双 艾 草 鞋 垫 ，收 入
1800 多元。

多伦县每年农闲季节长达 8 个月。
怎样把农闲的农户调动起来，不出村坐
在炕头上就能增收？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促进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
创业，拓宽农牧民的增收渠道。去年 11
月，多伦县创新产业扶贫模式，拿出 20
万元配套资金，支持诺尔种植专业合作
社发展艾草产业，合作社负责产品开
发，找销路，当地农民负责制作。

当我们见到合作社负责人贺铁燕
时，她正在整理着从农户手中收购回来
的艾草鞋垫。贺铁燕说，艾草是当地随
处可见的一种草，当地老百姓利用其活

血的药理作用，常拿它来泡脚，贺铁燕
便想到将艾草进行精加工，开发出了艾
草系列产品。

现在，诺尔种植专业合作社以每斤
15 元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收购干艾草，磨
成艾绒后，再把布料、针线、艾绒交给村
民加工成艾草鞋垫、艾草坐垫等产品。
村民每做一双鞋垫就有 5 块钱的手工
费，做一个艾草坐垫挣 4 块钱的手工
费。开始村里响应的人不多，但看到第
一批做手工的农民都挣了钱，其他村民
也闲不住了。

以刘自芳家为例，她和老伴儿都 60
多岁了，两口子平时仅靠种地维持生
计，1 年的收入不到 1 万块钱。这个冬
天，他们光靠做鞋垫，就挣了 6000 多块
钱。

借助品质上乘的艾草，农民制作的
艾草产品在市场上一炮打响。不到一
个冬天，靠着艾草加工，多伦县农民卖
出 160 多万元的产品。当地村民还主
动参与产品研发设计，目前已经研发出
艾草香、艾草瓜、艾灸贴、泡脚饼等产
品。这几天，合作社与广州一家化妆品
企业洽谈合作，共同研发艾草面膜、眼
霜等产品。下一步，村民们打算人工种
植艾草，并和当地电商服务中心合作，
实现线上线下销售，打造完整产业链。

贺铁燕说，今后，我们要通过示范
推广、提供技术、订单回收等模式，吸引
更多农户发展艾草种植和艾草产品加
工，让他们从艾草产业中增收，为全县
脱贫攻坚摘帽作贡献。

多伦县：方兴未艾艾草编

3 月 17 日，乌拉特前旗新型职业农民农产品展台的销售人员向市民介绍玉米。
当日，2018 年第 22 届内蒙古国际农业博览会暨第 2 届内蒙古林产品博览会在内蒙古
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会期为 3 月 17 日-19 日，来自 8 个国家及国内 19 个省市自治区
共计 760 余家农牧林水企业携新产品、新技术亮相农博会。

本报记者 王磊 尤琨 摄

760 余家企业亮相农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