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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上海合作
组织首届媒体峰会 6月 1日在北京举
行。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全文如
下：

值此上海合作组织首届媒体峰会
开幕之际，我谨表示热烈的祝贺！向远
道而来的各国新闻界朋友们表示诚挚
的欢迎！

当今世界，社会信息化迅猛发展，
媒体在推动各国人民心灵相通方面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年前，我提
议举办上海合作组织首届媒体峰会，就
是为了促进上海合作组织人文领域交

流合作。相信这次峰会将为凝聚组织
力量发挥积极作用。

媒体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各国开展
交流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桥梁，
要努力做“上海精神”的弘扬者、务实合
作的开拓者、人民友好的传播者。中国
坚定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愿同各方
携手前行，建设更加紧密的地区命运共
同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预祝上海合作组织首届媒体峰会
取得圆满成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18年6月1日

本报 6月 1日讯 （记者 刘晓
冬） 1 日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
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李纪
恒主持召开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扶贫思想，把责任扛起来，
把工作落下去，紧而又紧、实而又
实地把脱贫攻坚工作推向纵深。

自治区领导张建民、曾一春、
罗永纲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汪洋同志对我
区脱贫攻坚整改工作的批示和胡春
华同志在国务院脱贫攻坚督查巡查
启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讨论通过
了 《内蒙古自治区贯彻落实<全面

深化京蒙扶贫协作三年行动框架协
议>实施方案 （2018—2020 年）》
《关于进一步加强自治区扶贫资金
使用管理的意见》。

李 纪 恒 指 出 ， 打 赢 脱 贫 攻 坚
战，对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决定性
意义。能不能打好打赢这场硬仗，
检验的不仅是能力与水平，更是忠
诚与担当。各级要进一步深化思想
认识，提高政治站位，知耻后勇、
负重前行，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进一步强化驻村帮扶工作，确保驻
村工作队选优配强、吃住在村、人
到心到。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加

大力度推动整改落实，确保如期完
成整改任务。进一步凝聚脱贫攻坚
合力，每一个有扶贫任务的机关、
部门、单位都要积极行动起来，自
觉投身到脱贫攻坚战场上来。进一
步抓好产业扶贫，坚持因地制宜，
不断完善“龙头企业＋产业链＋贫
困户”扶贫模式，让贫困群众分享
更多产业发展红利。进一步加强政
策研究和工作统筹，认真研究解决
政策执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切实优化脱贫攻坚政策供给。进一
步加强扶贫干部培训工作，让他们
对政策、家底、工作、收入都“一
口清”，提高做群众工作的能力，

让贫困群众为扶贫工作叫好、为扶
贫干部点赞。

李纪恒强调，脱贫攻坚，责任
重于泰山。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
级领导干部，都要争当真刀真枪的
实干家和披坚执锐的冲锋者，不要
充当冷眼旁观的局外人和指手画脚
的评论家。在扶贫大事上，哪个干
部责任没尽到，哪个部门推诿扯
皮，必须严肃追责问责，绝不姑息
迁就。

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
单位负责同志、自治区扶贫办班子
成员和各盟市委副书记、扶贫办主
任参加会议。

李纪恒主持召开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会议强调

紧而又紧实而又实地把脱贫攻坚工作推向纵深

□本报记者 王开 荣松如
郭洪申 李文明

孟夏之日，万物并秀。5月下旬
正是种植甘薯的最佳时机，通辽市奈
曼旗青龙山镇各村田间地头，机器声
轰鸣、人头攒动，整地、起垄、覆
膜、插秧苗、浇水，甘薯秧苗种植工
作有条不紊、紧张有序。

“今年我又承包了 50 亩地种甘
薯，还跟公司签了保底收购合同，公
司提供优质秧苗和肥料，自己只要买
点地膜、出点人工就行了，可省心
了。” 忙碌了三四天时间，青龙山镇
互利村村民王瑞财的甘薯秧苗已经用
完，他又开着农用车到镇上甘薯科技
产业园育秧基地取新一批秧苗。

去年是青龙山镇种植甘薯最多的
一年，也是甘薯产业发展最快的一
年。王瑞财破天荒地种了50亩甘薯，
纯收入3万多元，比过去几年种玉米
的收入还要多。今年，他把自己家里
的土地流转到村里的合作社，自己又
包了些土地种甘薯。

“以前甘薯就是种点自己吃，再
送一点给城里的亲戚朋友，二三分地
就够。别说 50亩，就是 5亩都不敢
种。现在镇上引进了甘薯龙头企业，
村里的甘薯种植合作社也在发展壮
大，有他们给咱们探路‘兜底’，咱
还有啥可担心的？” 王瑞财的一席
话，道出了互利村不少村民的心声。

由于特殊的土质和气候，青龙山
镇的甘薯因色泽鲜艳、口感甘甜深受
消费者青睐，镇周边的互利村、青龙

山村、向阳所村等村子都发展甘薯种
植，成了远近闻名的甘薯村。但十年
九旱的气候和靠天吃饭的农业现状，
严重影响着当地甘薯种植的规模和农
民的种植积极性。产量低下、销售困
难等因素使得青龙山甘薯一直是藏在
深山里的“闺秀”，鲜为人知。

“为了让村民甘薯种出高产量、
卖出好价钱，我们村早在2012年就成
立了甘薯种植合作社，大伙儿一起抱
团闯市场。合作社通过流转土地和发
展订单扩大甘薯种植规模，还建设了
甘薯鲜储库和粉条加工生产线，逐步
解决了村民的种植和销售之忧。”互
利村甘薯种植合作社负责人李景良
说，互利村把发展甘薯产业与精准扶
贫相结合，实施“甘薯产业+合作社+
贫困户”，将村里20多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全部纳入甘薯种植合作社，流转
贫困户的土地，年底还给他们分红。

如今，互利村甘薯种植面积由曾
经的100多亩扩大到了5000亩，甘薯
价格也由每斤几毛钱涨到近 2元钱，
全村近三分之二的农户通过种植甘薯
脱贫致富。

互利村只是青龙山镇甘薯产业发
展壮大的一个缩影。

“2017年，内蒙古腾格里溪农业
科技公司入驻青龙山镇，牵头建设总
投资10亿元的薯类产业园项目，全面
开启了小镇甘薯的产业化发展模
式。”青龙山镇党委书记史明显介绍
说，从种植自己吃，到卖生鲜甘薯、
加工粉条，再到统一品牌、包装，青
龙山甘薯正从农民用于填饱肚子的基
本食粮，变成了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的
主力军。

“甘薯产业季节性强，秋天收获
后如果不能及时收储加工，薯农将会
面临巨大的损失。目前，我们从新品
种研发、育苗、收储、淀粉加工、产
品生产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今
年秋天园区全部完工满负荷运转后，
我们能够加工消化青龙山镇及周边旗
县甚至是辽宁阜新等地的甘薯。” 内
蒙古腾格里溪农业科技公司负责人丛
新日介绍，经过一年的施工建设，目
前公司的工厂化育秧基地和储量2000
万斤的甘薯鲜储库已经投入使用，日
加工100吨以上的淀粉车间和粉条生
产车间已经建设完成。

有了企业和合作社保驾护航，青
龙山农民的种植甘薯积极性空前高
涨。今年，青龙山镇的甘薯种植面积

预计达到3万亩以上，薯农和合作社
全部与内蒙古腾格里溪农业科技公司
签订保底收购合同，并由企业为订单
种植户提供秧苗、肥料、技术指导和
机械服务，确保农民的甘薯种得好、
卖得出。全镇以农民负责种植和劳动
力提供、合作社负责管理和技术指
导、企业负责加工和销售的“产”

“加”“销”为一体的甘薯产业链条基
本形成。

“除了硬件建设，我们还加大了
产品研发力度与投资规模，培育和引
进新的甘薯品种，建设品类齐全的甘
薯类产品的生产线，提高产品在市场
上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让过去按斤卖
的甘薯按两卖、按克卖，提升甘薯的
附加值。”丛新日说，甘薯科技产业
园与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
究所合作，建设甘薯种植研发中心，
并培育出了“一窝红”“腾飞 206”

“紫萝兰”等可进行商业推广的甘薯
品种。公司还与台湾等地的企业对
接，引进新技术，拉长产业链。

“在甘薯产业的带动下，我们镇
以农业产业为基础、乡村旅游休闲为
脉络、自然历史景点为衬托的旅游小
镇建设也步入了快车道，一个以政府
主导、企业带动、合作社引领，集循
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
的田园综合体也呼之欲出。”史明显
说，今年年底甘薯科技产业园旁的24
栋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楼房就可以完工
入住，从周边村子易地扶贫搬迁过来
的400多户贫困户都能在甘薯科技产
业园里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下转第2版

小甘薯种出大产业

习近平向上海合作组织
首届媒体峰会致贺信

滴水穿石30年
——福建宁德脱贫纪事

■详见第3版

□本报记者 施佳丽

穿过一片茂盛的草原，越过起伏
纵横的沙丘，很快，一个翠草如茵、百
鸟啼鸣的湖泊跃入眼帘，如诗如画的
美景让人忍不住驻足欣赏。

早就听说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腾
格里额里斯镇查拉格尔嘎查有6个湖，
其中湖面较大、景色最美的是这个头
井湖。

“明天要来一个30多人的旅游团，
今天太忙了。”牧民丘咏梅祖辈生活在
这个依湖傍水、四面环沙的地方。退
牧还草后，她和丈夫搞起了养殖。通
过贷款、挪借，他们在自家房屋附近建
起养羊场，当年便见了成效。“老祖宗
留下的这片地方一定要守护好，这是
永远的财富啊！”说到这里，丘咏梅咧
开嘴笑了。

昔日草原成荒滩，如今荒滩又变
回草原。随着我区生态文明建设的不
断推进，荒漠植绿的战天斗地已经凝
聚成一股强劲的力量，引领人们进军
沙漠戈壁，把那里变成了增收致富奔
小康的“聚宝盆”和“绿色银行”，产生
了不可估量的经济效益。

绿色信念燃起斗志
一边，黄沙漫漫；一边，绿色葱

茏。在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库布
其沙漠边缘，昔日“一场风起，所向披
靡”的流动沙丘，如今已被一条条绿带

牢牢锁紧。
阳光下，风梳林草而过，并没风沙

拂面，印象中面目狰狞的沙漠，已变得
温婉而随和。以前风沙严重到什么程
度：坐在马车上，愣是看不到自己的
马！“大黑风一刮来，窗户纸都会被风沙
撕扯得稀烂，许多人家只能把盖的毛毡
子挡在窗户上。”当地一个老人回忆，

“最严重的时候，人从屋子里出来喂马，
根本找不见马圈。不单单是沙子大得
睁不开眼睛，是整个天都黑了！”

就在那次持续数日的沙尘暴中，
老人的一个堂弟媳在滩里挖苦菜时不
幸遇难。狂风卷着黄沙将人刮到另外
一个村庄，等家人找到时，她已被黄沙
掩埋数日。

冬春狂风肆虐、黄沙漫卷，夏秋洪
水泛滥、毁田挟沙，每年至少有6亿吨
黄沙注入黄河。被誉为“地球癌症”的
砒岩裸露区和干旱硬梁区占到鄂尔多
斯总土地面积的48%，这里成了全国
生态最为脆弱的地区，堪称“世界水土
流失之最”。

“那个时候，沙漠是制约一切的拦
路虎，起初治沙纯粹是为了生存。”杭锦
旗林业局副局长蒋有则坦言，沙漠是不

毛之地，这跟贫穷和落后直接挂钩。
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生态保卫

战在鄂尔多斯打响。可是治沙从零开
始，谈何容易！人在流动沙丘面前显
得太渺小了，要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上
栽起成片的森林，在那个科技尚不发
达的年代，唯一能倚靠的，只有大家的
身体力行。

由于鞋子会灌沙，所以进入沙漠
只能赤脚。正午时分，太阳把沙子晒
得滚烫，地表温度超过60℃，可是工作
容不得耽误，怎么办？

“磨出茧来就没那么疼了。”这是
护林员贾道尔吉的答案。在鄂尔多斯
市伊金霍洛旗霍洛林场的休息室，贾
道尔吉脱下袜子后，整个脚底都是发
白的老茧，目测厚度接近2厘米。这双
脚可是经历了30多年徒步行走沙漠的
艰辛，这又需要多么坚定的决心、多么
顽强的毅力啊！

就是凭着这种愚公移山的精神和
熊熊燃起的绿色信念，才让内蒙古人
敢于跟黄沙对决，“沙魔”逐渐被绿色
锁住。

绿色引擎注入活力
5月30日，宋占武跟往常一样，吃

过早饭就来看他的果园了。在赤峰市
林西县新城子镇七合堂村，每户农家
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果园和一坡杏
林。眼前的一切，让人很难想象这里
曾经荒山秃岭、沟壑纵横的景象。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七合堂村是
典型的国家级贫困村，人均收入不足
300元。“为了生计，人们砍光了山上的
树，搂光了坡上的草，漫山遍野的山羊
将本来就荒芜的七合堂村变成了真正
的不毛之地。后来，村里提出了‘谁承
包、谁治理，谁管护、谁受益’的造林方
案，这一下子激发了大家的积极性。”
宋占武特别自豪地告诉记者，“种果树
比种地好打理，我们只管种好，村里的
合作社帮着卖，品相好的果子一斤能
卖到1.2元呢。”

林权定，人心定。农闲时节，村民
们一锨一镐，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整，
一年接着一年干，一年四季不间断，绿
化了所有的宜林荒山荒坡。七合堂村
人创造了很多林西县乃至内蒙古第
一：率先全面实现封山禁牧；第一个实
施荒山、土地、林地的使用权流转；第
一个尝试林权制度改革，实现有山必
有权……

山川添秀色，长空蔚云霞。北疆
大地到处涌动着造绿的澎湃激情。而
产业化，在将人、财、物等生产要素悉
数纳入它的链条的同时，也将我区生
态文明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下转第2版

山川添秀色 逐梦谱新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区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综述（下篇）

本报6月1日讯 （记者 杨凡）6
月1日，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党组
召开2018年理论学习中心组第6次扩
大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十
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会和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共产党宣言》及
其时代意义。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那
顺孟和主持会议，副主任吴团英作专题
辅导报告，副主任和彦苓及秘书长施文
学参加会议，副主任李荣禧列席会议。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从政治的高度、历史的维度、理论的
深度回答了新时代怎样坚持和发展马
克思主义等重大历史性命题，为我们
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工作实
践指明了方向。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理论武
装、改造主观世界，始终保持人大工
作正确政治方向。要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主动倾听和反映人民
群众心声，自觉接受监督。要坚持围
绕自治区中心工作，增强依法履职本
领，全面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
职责。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
2018年理论学习中心组

第6次扩大学习会

5月 31日，我区首支大学生乌兰牧骑的队员正在排练。当日，内蒙古艺术学院
成立内蒙古地区首支大学生乌兰牧骑。大学生乌兰牧骑将利用社会实践、志愿服务
等机会，深入农村牧区、工厂学校、街道社区进行文艺演出，大力弘扬“乌兰牧骑精
神”，传承乌兰牧骑红色文化基因，争做大学生红色文艺轻骑兵，为繁荣社会主义文
艺贡献出艺苑学子的青春力量。 王磊 摄

我区首支大学生乌兰牧骑成立

本报6月1日讯 （记者 赵丹）
6月 1日，记者在首届蒙古族时装与帽
饰设计大赛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根据第
十五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整体方
案和首届自治区文化旅游创意设计大
赛要求，从即日起，首届蒙古族时装与
帽饰设计大赛正式启动。

本次大赛主题为“新时代、新时尚、
新生活”，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化
厅、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内蒙古日报
社、内蒙古文化产业促进会、内蒙古民
族服饰协会承办，共包括蒙古族时装和
帽饰设计大赛、设计大赛成果展演、主
题论坛和设计大赛项目签约会4项活
动。大赛采取网络征集方式，面向全国

范围征集作品，时装比赛内容分为时尚
装、婚礼服、职业装、晚礼服、运动休闲
装5大类，帽饰比赛为蒙古族男子帽饰。
要求参赛作品注重原创，有鲜明时尚
感，规范运用蒙古族文化元素，力求创
意与实用相结合。为鼓励在校学生参与
设计大赛，大赛专设在校学生参赛板
块，并对在校学生实行单独报名、单独
评选、单设学生参赛奖励。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大赛坚持保护
与传承并举，创新与发展兼顾，引导与鼓
励并重，呈现时代性、民族性、创新性、互
动性、生活化、市场化的特点，希望通过
大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服饰文化并
推动蒙古族服饰走进生活、走向世界。

首届蒙古族时装与帽饰设计大赛
正式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