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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6日讯 （记者 柴思源）
8月 6日晚，乌兰牧骑新人新作及新创
小戏小品、农牧民优秀节目专场演出在
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音乐厅上演。

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白玉
刚出席。

演出由来自全区乌兰牧骑的 80
多名文艺工作者和农牧民文艺爱好
者精心编排的 12 个节目组成。在慷
慨激昂的男女群舞《蒙古马》中演出
拉开帷幕，震撼的音乐和演员们有力
的舞步瞬间点燃了观众的热情。小

品《误会》笑中带泪温情满满，武川县
农牧民表演的爬山调《欢天喜地好家
园》唱响新农村新牧区新面貌，乌力
格尔说唱表演《马背情缘》尽显蒙古
族说唱艺术的魅力……形式多样特
色鲜明的节目让观众目不暇接，阵阵
掌声响彻音乐厅内外。

据了解，此次演出由第十五届中
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组委会主办，
演出节目从全区乌兰牧骑新人新作、
新创小戏小品和农牧民优秀节目中
选拔而来。

乌兰牧骑新人新作及新创小戏小品
农牧民优秀节目专场演出举行

白玉刚出席

本报乌兰察布8月6日电 （记者
霍晓庆）8月 5日晚，第十五届中国·内
蒙古草原文化节优秀广播剧展播电影
展映暨乌兰牧骑、励志电影进贫困嘎查
村活动在乌兰察布市卓资县旗下营镇
四道沟村启动。

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白玉
刚出席并宣布启动。

活动期间，10部优秀广播剧，140
余部改革开放、励志主题电影将在全区
103个旗县市区的乡镇、贫困嘎查村、社
区、幸福院以及高等院校进行展播展
映，各级乌兰牧骑也将走进深度贫困嘎

查村，共同为基层群众送上一道文化大
餐。

据介绍，草原文化节活动首次走进
贫困嘎查村，体现了文化活动重心下
移、服务基层百姓的理念。同时，该活
动也是自治区宣传文化系统助力脱贫
攻坚“六进村”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通
过这种接地气的方式，助力贫困群众早
日脱贫。

活动现场，除精彩电影、广播剧和
表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广
电局还为每户村民捐赠了高清看戏机
和收音机等文化用品。

150余部优秀广播剧电影和
各级乌兰牧骑为贫困嘎查村

群众带来文化大餐
白玉刚出席启动仪式

本报8月6日讯 （记者 张文强）
“听说今年的草原文化节有好多展演剧
目！”“新闻上说有10个板块、30多个项
目，与往届草原文化节相比，内容更加
丰富！”第十五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
节即将盛大开幕，首府群众都满怀期
待。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党办主
任丁瑞是个老戏迷。他深知，历届草
原文化节展演的剧目都是在全区范
围内挑选出来的精品力作，而好的剧
目总能唤起人们的共鸣，总能给人以
力量和思想启迪。听说今年文化节
期间，主办方还将选择 8 支业余乌兰
牧骑演出团队在如意广场持续进行 8
场演出，而且都是新人新作。他兴奋
地说：“除非出差，否则我是一场节目
都不想错过！”

本届草原文化节还首次为孩子

们增设了少年儿童节目，这让许多年
轻的爸爸妈妈们赞赏不已。“今年草
原文化节特别制作了儿童专场晚会，
还有专门的儿童剧目展演。到时候，
我们一定会带着孩子去看。”家住呼
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的小学教师王
丽春告诉记者，以前带孩子去看剧目
展演，孩子总说看不懂、不想去，今年
听说有儿童剧《蝌蚪公主找妈妈》，孩
子也是翘首期盼。

“这几天，好多村民过来询问如何预
订展演门票，他们都想去现场看看。”清水
河县宏河镇栅稍也村第一书记董红峥告
诉记者，今年草原文化节还有专门的农牧
民文艺节目展演，村民们都很期待。董红
峥是呼和浩特市晋剧团知名演员，曾多次
参加草原文化节剧目展演。“以前我是演
员，观众们都在看我，今年我也要做一回
观众。”董红峥笑着说。

首府群众热盼草原文化节

□本报记者 李文明

8月 6日，第六届内蒙古绿色农畜
产品博览会进入尾声，兴安盟大米展
区依旧人流如织。各大米企业工作人
员将大米当场煮熟，展区米香四溢，引
来众多消费者驻足品尝购买。

“兴安盟大米焖出的米饭，米粒晶
莹剔透，笼着一层油光，吃起来很有嚼
劲。我上周六过来买了一袋回去试

吃，现在赶在绿博会最后一天，再买些
咱内蒙古人自己种的大米回家，顺道
也给亲戚朋友分点。”呼和浩特市民姚
先生成为兴安盟大米的“推销员”，大
包小包满载而归。

雨森米业营销总监董志国不时拿起
展台上的各式大米，向呼和浩特市民和客

商介绍着自家产品：“兴安盟雨量充沛、日
照充沛，早晚温差大，这样的环境造就了
我们的大米口感特别筋道，十分好吃！”董
志国说，几天的展会中，自己的公司一展
风采，他期待让每一位内蒙古人都能够吃
到内蒙古人自己的大米。

“一家煮饭十家香，十家煮饭香满

庄。兴安盟大米是咱内蒙古人自己的
大米，好吃闻得见！”兴安盟农牧业局
信息中心主任王秀杰介绍说，兴安盟
位于北纬46度，属于寒带水稻黄金带，
兴安盟大米在当地已有150年的种植
历史。当地没有重工业企业，空气水
源土质都是一流。目前，兴安盟大米
种植面积达118万亩，当地已经有绰勒
银珠、谷雨现代、万佳等 36个大米品
牌，这些品牌多次在国内国际农产品
博览会和交易会上获得金奖。

“再买些咱内蒙古人自己种的大米！”

草原文化 你我共享

高质量·绿博会

本报8月 6 日讯 （记者 施佳
丽）8月 6日，《人民日报》刊发了通讯
《百折不挠，创造绿色奇迹——内蒙古
库布其沙漠治理经验报道之一》和评
论员文章《书写防沙治沙的绿色传
奇》。当天，《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多家
中央媒体以及部分省市媒体也集中报
道库布其沙漠治理经验，这些报道在
自治区林业厅干部群众中引发强烈反
响。

大家纷纷表示，从黄沙漫漫到绿
意葱茏，从“死亡之海”到“经济绿洲”，
几十年持之以恒搏击荒漠与贫困，库

布其书写的绿色传奇，为中国生态文
明建设树起一面旗，也为世界荒漠化
治理蹚出一条路，其中蕴含着先进经
验和深刻启示。

“库布其治沙之所以成功，在于它
创造了一种模式。党的十九大报告指
出，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
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
系。库布其治沙，探索出一条‘党政政
策性主导、企业产业化运作、农牧民市
场化参与、技术持续化创新’四轮驱动
的库布其沙漠治理模式。”自治区林业
厅党组书记、厅长牧远表示，库布其人
常年坚守在艰苦的环境里，用几代人

的心血和汗水铸就了世界瞩目的绿色
奇迹。学习库布其精神，就要学习他
们“守望相助、百折不挠、科学创新、绿
富同兴”的精神。今年，我们坚持以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按照党的
十九大“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
复重大工程，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
构建生态廊道”的总体要求和自治区
党委十届五次全会“深入推进绿色内
蒙古建设”的工作部署，统筹实施好天
然林资源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三
北”防护林建设等国家林业重点生态
工程，进一步优化我区生态安全屏障
体系，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

障。全区林业系统干部群众要传承发
扬库布其精神，争当绿色崛起排头兵，
久久为功、多措并举，自觉担负起生态
文明建设的历史重任，为构筑祖国北
疆万里绿色长城贡献力量。

当天，“库布其模式”“库布其精
神”等热词被大家反复提及。自治区
林业厅科技宣传处干部敖东告诉记
者，库布其沙漠的巨变让他十分震撼，
也让他从精神上受到极大的鼓舞，他
将在本职工作中以库布其精神为榜
样，努力工作，将库布其精神带到平时
的各项工作中，努力为生态文明建设
做出积极贡献。

传承发扬库布其精神
争当绿色崛起排头兵

本报讯 《草原文化知识有奖竞答》互动游戏
第五套试题8月6日对公众开放，至此，由内蒙古日
报社、第十五届草原文化节新闻中心、内蒙古自治
区社会科学院联合出品的《草原文化知识有奖竞
答》互动游戏所有试题已全部对公众开放。到8月6
日17时统计，游戏的总访问量已超过28万人（次），

集齐5枚勋章的公众已超过8000人。
工作人员提醒，参与活动获得红包的公众应尽

快领取红包，若到8月9日24时还未领取，将视为自
愿放弃。同时，参与答题并集齐勋章的公众应于8
月9日24时之前完成微信实名认证，避免获得终极
大奖却因无法领取而与大奖失之交臂。

本次活动终极大奖将于 8月 10日公布，大奖
设一等奖1名，奖金500元；二等奖5名，奖金300
元；三等奖10名，奖金100元；幸运奖60名，奖金
50 元。获奖者名单将于 8 月 10 日在“草原文化
云”微信公众号、“内蒙古日报”微信公众号中发
布。 （郭丽娜）

竞答草原文化知识 5枚勋章你集齐了吗？

1、今年的第十五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的
活动中，增加了杂技魔术专场演出。其中，首次设
置了（C）杂技魔术专场演出，很多朋友都很期待呢！

A 古典 B 现代 C 蒙派
2、内蒙古将（A）定为“草原文化遗产保护日”。
A 9月6日 B 6月9日 C 9月1日
3、很多人都被蒙古族服饰上绚丽的图案所吸

引，这可是蒙古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一
种手工技艺，叫（B），2008年，入选中国第二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

A 刺绣 B 蒙古族刺绣 C 苏绣
4、第十五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坚持吸收

借鉴，首次引进（B）优秀剧（节）目展演，为内蒙古群
众带来当今世界顶尖演出团体的精彩表演及国内
优秀的原创舞台艺术作品。

A 爱丁堡艺术节 B上海国际艺术节
C 澳门艺术节
5、在历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的开幕式

上，我们总能享受到一场盛大、热情、独具民族风情
的文化盛宴，以下哪一项不属于蒙古族的舞蹈？（C）

A 哈达舞 B 搏克舞 C 拉丁舞
6、（C）起源于清代，是王府世袭传承的蒙古族

民间传统工艺美术技艺。
A 剪纸 B 十字绣
C 图什业图王府服饰刺绣
7、（C）被视为男子三项竞技之首，早在4000年

前的北方游牧民族中就已盛行。
A 射箭 B 赛马 C 搏克
8、被誉为草原历史文化艺术宝库的石文化遗

存是（C）。
A 敖包 B 草原石人 C 草原岩画
9、（B）是中国乃至全世界较为古老的马种之

一，主要产于内蒙古草原，经过调驯是一种良好的
军马，被农业部确定为138个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
保护品种之一。

A 大宛马 B蒙古马 C 哈萨克马
10、东汉才女蔡文姬带入中原的“胡笳十八拍”

是（A）音乐？
A匈奴 B？高车 C回鹘
11、史称“汗血宝马”的良马产自古代（B）。
A 龟兹 B 大宛 C 安息
12、杜甫有诗云：“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

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诗中
所说的穿越千山万壑、沟通紫台与朔漠的人是（A）。

A 王昭君 B 刘细君 C文成公主
13、据文献记载，（B）是契丹建国之初设立的都

城，也是我国古代漠北地区的第一座都城。
A 云中城 B 辽上京 C元上都
14、（C）是有据可查的访问中国的第一位西方

人，得到过当时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的接见，元上
都也因为其作品而享誉世界。

A 白求恩 B 埃德加·斯诺
C 马可·波罗
15、草原民族的风俗是在适应（C）中衍生发展

起来的。

A 森林文化环境 B 农耕文化环境
C 草原地理环境
16、目前已知中国最早人工栽培的旱作农作物

出土于（B）遗址。
A 河姆渡文化 B 兴隆洼文化
C 新乐文化
17、地处内蒙古阿拉善盟大漠深处的（A）是中

国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综合型导弹、卫星发射中
心，是世界三大发射场之一。

A 东风航天城 B 西风航天城
C 北风航天城
18、内蒙古人民热情好客，来到草原上，除了能

品味各种美味佳肴以外，还可以尝到一种酒，叫
（A），它是“蒙古八珍”之一。

A 马奶酒 B 白酒 C 啤酒
19、我国北方草原年代最早的具有游牧文化特

征的考古遗存是（A）
A夏家店上层文化 B夏家店下层文化
C 阿善文化
20、1986年，国家体委正式命名内蒙古自治区

（A）为“曲棍球之乡”。
A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B鄂温克族自

治旗 C扎兰屯市

《草原文化知识有奖竞答》第五套试题及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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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市民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都市现代农业园内漫步。夏末秋初，随着瓜果逐
渐成熟，呼和浩特市周边掀起了一股农业观光热，不少市民来到户外，体验生态乡土气
息、享受采摘乐趣。 本报记者 于涛 摄

农业观光人气旺

本报8月6日讯 （记者 李文明）
记者从自治区农牧业厅获悉，7月我区
草原牧草长势整体偏好，全区产草量较
上年基本持平，较常年减少2成以上。

据监测结果显示，总体上，我区大
部分地区 6 月末以来气温偏高、降水
量接近常年或偏多，草原牧区旱情基
本缓解。东部地区，呼伦贝尔市、兴安
盟、通辽市、赤峰市进入7月以后高温
偏高、降水增多，草原牧区大部旱情得
到缓解，牧草长势逐渐趋好；中部地
区，锡林郭勒盟7月以来降水偏多，土
壤墒情得到明显改善，全盟草原牧草
长势总体好于上年同期；西部地区，鄂

尔多斯市 7 月上旬水热条件较好，全
市牧草长势总体较好。巴彦淖尔市进
入 7 月中旬以后降水增多，草原牧区
旱情得到缓解，草原逐渐开始返青且
长势良好。阿拉善盟 6至 7月降水较
少，全盟草原土壤墒情较差，牧草长势
好于上年较常年偏差。

针对全区草原牧区前期旱情较重、
目前牧草长势逐渐转好的情况，自治区
农牧业厅建议各地采取多种措施保障
草原生态和畜牧业生产安全，合理延后
牧民打储草时间，使牧草有足够的生长
时间，提高产草量，保障牲畜过冬饲草
供给。

7月我区草原牧草长势整体偏好

本报8月6日讯 （见习记者 章
奎 实习生 宋佳伟）记者从全区人民
调解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区已建
立人民调解组织16146个，构建起了横
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调解组织网络。

在所有的调解组织中，有行业性、专业
性人民调解组织529个，有在企事业单位和
社会组织设立的调解组织1007个。全区嘎
查村（居）、苏木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实现了
全覆盖，医疗、交通、劳动、物业、环保等行业
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普遍建立。

建立健全调解组织的同时，司法行政
机关依托四级网络平台，开发了案件在线
讨论、远程调解等功能，实现了调解方式
智能化；全区还大力发展专职人民调解员
队伍，建立了医学、法学方面的专家咨询
库。目前，全区共选聘专职调解员8190
人，占调解员总数的11.53％，初步形成了
一支专兼结合、优势互补的人民调解队
伍。近五年，全区人民调解组织共受理、
调处各类矛盾纠纷72.4万件，调解成功率
为96.97％，在推进“平安内蒙古”“法制内
蒙古”建设进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区实现人民调解
组织网络化覆盖

本报8月6日讯 （记者 阿妮尔）
近日，全区关检融合整合申报项目正式
切换，实现报关、报检“一张大表”货物
申报，标志着我区外贸企业正式进入了
报关、报检“一单通”时代。

“以前，办理一票通关业务，报关、
报检加起来大约需要一个小时。现在
启动整合申报后，只需半个小时即可办
结，改变了企业原有报关流程和作业模
式，企业通关‘一次申报’即可，为我们
企业节省了很大的成本。”刚刚办理整
合申报业务的内蒙古远皓货运有限责
任公司报关员杨景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此项改革通过对海关
报关单申报项目和检验检疫原报检单
申报项目进行梳理，将原报关、报检共

229个申报项目合并精简至105个，简
化了企业申报环节与内容，提升了工作
效率；通过整合申报系统，统一申报系
统为“单一窗口”“互联网+海关”，企业
办理通关业务由客户端上升到互联网，
简化了企业通关手续，提高了口岸通关
效率；参数标准化整合，统一了国别（地
区）、港口、币制等8个原报关、报检共有
项的代码，其中7个采用国家标准代码
或与国家标准建立对应关系；简化随附
单证，将原报关、报检74项随附单据合
并整合成10项，展示一套随附单据体
系。报关、报检正式合并为一张报关单
后，将实现“五个统一”，即申报统一、系
统统一、风险防控统一、指令下达统一、
现场执法统一。

我区外贸进出口申报启用新版报关单

自治区林业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