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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守望相助。守，
就是守好家门，守好祖国边疆，守好内蒙古少
数民族美好的精神家园；望，就是登高望远，规
划事业、谋求发展要跳出当地、跳出自然条件
限制、跳出内蒙古，有宽广的世界眼光，有大局
意识；相助，就是各族干部群众要牢固树立平
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思想，各族人民拧成一股
绳，共同守卫祖国边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从贺兰山岩画的沧桑厚重，到西部云基地渐成规模；从西海固的“苦瘠甲天下”，到“塞上江南”
的粮果丰饶；从中国第一个县级民族自治政府的成立，到各族儿女携手奋进逐梦⋯⋯古老与新生在
这里交汇，贫苦与甘饴在这里并存，多元与一体在这里交融。

这里，是 6.64 万平方公里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虽幅员不大，却始终是党中央情之所系、心之所
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宁夏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塞上大地进入了新时代。

一甲子沧海桑田。天高云淡的秋日里，宁夏回族自治区迎来成立 60 周年大庆。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对宁夏来说，民生工作重中之重是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

宁夏西南，六盘山连绵起伏，峻拔叠翠。
提到它，最为人熟知的诗词应是“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就在这豪迈的六盘山下，有一片千沟万壑的西海固。战争的烽烟早已散去，但这里的人们依然

年年岁岁同干旱和贫瘠“鏖战”。
长缨何处？贫困的苍龙，何时被缚住？
西海固，囊括了原州区、西吉县、隆德县、彭阳县等 9 个贫困县区。由于雨水奇缺，流水切割及千

百年来的盲目垦殖，这里生存条件极差，素有“苦瘠甲天下”之称，1972 年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确定
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

1996 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的重大战略部署。10 月，由时任福建省委副
书记习近平为组长的“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正式成立。

5个月后，习近平同志率团来到宁夏，开始为期6天的对口扶贫考察，并在银川召开了闽宁对口扶贫
协作第二次联席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双方决定共同建设作为扶贫协作示范窗口的闽宁村。

1997 年 7 月 15 日，由习近平同志亲自命名的闽宁村在银川城外永宁县的一片戈壁滩上破土动
工。

2016 年 7 月，时隔近 20 年后再到固原，习近平总书记触景生情地回忆：1997 年我来到西海固，
被当地的贫困状态震撼了。看了以后，我就下决心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福建和宁夏开展对口
帮扶。

坡地改梯田、打井窖、吊庄移民⋯⋯习近平同志当年主导的那些扶贫措施，改变了无数西海固
贫困家庭的命运。

今年 64 岁的谢兴昌，就是其中一户。
在永宁县闽宁镇自家新修的小院里，谢兴昌坐在枣树下回忆：闽宁村奠基那天，习近平同志代

表对口帮扶领导小组发来贺信。我就站在台下听人读那信，听着听着就哭了，虽然那时闽宁还是一
片荒凉，但我知道搬出山沟沟就一定会有希望⋯⋯

“我到附近农场掰了 4 个玉米棒子、4 个高粱穗子，拿着回西吉老家宣传，让大伙知道搬来这儿
有水能种活粮食。”谢兴昌说。

20 多年过去了，谢兴昌当年流泪憧憬的都已成真。
作为第一批走出西海固的移民，谢兴昌经历了闽宁镇从几百人到如今 6 万多人的变化，群众人

均年收入从不足 500 元跃升到 2017 年的 12341 元，昔日的“干沙滩”变成了今天的“金沙滩”。
2016 年 7 月，当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闽宁镇，漫天风沙的荒滩已变成宽敞的柏油路、鳞次栉

比的红瓦白墙小楼。
永宁县委一位当时在场的同志回忆说：“总书记一路都在问老百姓的收入、上学、就医，问村里

基础设施配套。他说：‘闽宁合作探索出了一条康庄大道，这个宝贵经验可以向全国推广，做一个示
范，实现共同富裕。’”

对宁夏的脱贫攻坚，习近平总书记关怀备至。
——“对宁夏来说，民生工作重中之重是打赢脱贫攻坚战。”
60 年前，宁夏回族自治区刚成立时连粮食都需要国家大量返销；
60 年后，在党中央亲切关怀下，宁夏见证了我国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扶贫开发的生动实践。
2017 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达 3453.9 亿元，分别是 1978 年和 1958 年的 266 倍和 1053 倍；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 50917 元，分别是 1978 年和 1958 年的 136 倍和 290 倍。
——60年来，宁夏累计减贫330万人，其中近5年减贫71.9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16.9个百分点。
——上世纪 80 年代起，宁夏组织开展了吊庄移民、生态移民、劳务移民、教育移民、插花移民

等，先后实施了 6 次大规模移民搬迁，累计移民 130 多万人。
——35 年来，国家投向宁夏的扶贫资金达 430 余亿元，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和产业大

发展，打通了贫困地区“内通外联”通道。
——22 年来，闽宁合作务实推进，福建仅向固原市就提供资金及实物 8.63 亿元，115 家闽商企

业在固原市建厂兴业。

绝好荆关图卷在，绿云天外白云家
宁夏作为西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承担着维护西北乃至全国生态安全的重要使命。

——习近平

宁夏西北，贺兰山层峦叠嶂，山下一马平川。
贺兰山素有宁夏“父亲山”之名。正是因为有它，才阻挡了沙漠及西北寒冷气流东侵，成就了宁

夏平原“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的景象。
早年间，贺兰山北部发现一种可燃烧的“石头”，这便是著名的优质“太西煤”。新中国成立前，

仅贺兰山汝箕沟一带就有小煤窑近百个。 ■下转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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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

宁夏发展纪实

新华社北京 9 月 18 日电 （记者
李忠发）国家主席习近平 18 日在人民
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
的爱沙尼亚总统卡柳莱德。

习近平指出，中国提倡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就是主张国与国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和而不同，合作共赢。中国
人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国家不论
大小，各有千秋，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
员，应当摒弃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丛
林法则。爱沙尼亚地理位置优越，生态

环境、绿色农业、数字经济独具特色，积
极参与国际事务。中方愿同爱方一道，
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基础上，不断推
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双方要增
进政治互信，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同爱
沙尼亚国家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务实合
作，开展更多高质量人文交流活动。中
方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愿同欧方加强
合作，维护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共
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我们愿同爱方加
强在中东欧和中国合作框架内的合作。

卡柳莱德表示，很高兴首次访华。
爱中关系发展良好。爱方高度评价中
国平等对待像爱沙尼亚这样的小国，愿
加强同中方在经贸、电商、物流等领域
合作，增进人文交流，推进中东欧和中
国合作框架下合作。爱方支持多边主
义和自由贸易，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
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密切在多边事务
中沟通协调，共同维护国际规则和国际
秩序。

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爱沙尼亚总统卡柳莱德

新华社北京 9 月 18 日电 （记者
李忠发）国家主席习近平 18 日在人民
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
的萨摩亚总理图伊拉埃帕。

习近平赞赏图伊拉埃帕为推动中
萨关系发展所作贡献。习近平指出，萨
摩亚是最早同中国建交的太平洋岛国
之一。中方珍视中萨传统友谊，赞赏萨
方长期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

支持萨摩亚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在国
际和地区事务中维护萨摩亚及其他南
太平洋岛国正当利益。中方愿同萨方
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拓展各领域
务实合作。中方理解并高度重视萨摩
亚等太平洋岛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
特殊关切，愿同萨方和国际社会一道，
积极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

图伊拉埃帕表示，萨中建交 43 年

来，两国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发展起
相互信任、友好的紧密关系。萨方珍视
同中方关系，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愿
在这一重要框架内拓展两国在经贸、投
资、旅游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
萨方赞赏中方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
引领作用，愿加强双方在多边事务中合
作。

杨洁篪、王毅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萨摩亚总理图伊拉埃帕

新华社北京 9 月 18 日电 （记者
李忠发）国家主席习近平 18 日在人民
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
的拉脱维亚总统韦约尼斯。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拉关系发展势
头良好。拉脱维亚在波罗的海国家中
率先同中方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文件。中方愿同拉方一道，在相互尊
重、平等相待基础上，继续深化政治互
信，拓展经贸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更好
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推动两国发展
战略对接，加强在交通物流、基础设施

建设等方面合作，促进亚欧互联互通深
入发展。

习近平指出，中欧作为世界两大稳
定力量和两大主要经济体，应该加强战
略沟通，保持相互开放，以中欧合作来
维护多边主义，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这是中欧
关系大局，也是中欧共同责任。中国和
中东欧合作是中欧关系重要组成部分
和有益补充，也是“一带一路”倡议融入
欧洲经济圈的重要承接带。中国愿同
拉脱维亚加强在中国－欧盟和中东欧

和中国合作框架内合作。
韦约尼斯表示，拉中双方保持着良

好的政治互信和密切交流，合作潜力巨
大。拉脱维亚高度评价“一带一路”重
要倡议，认为中东欧和中国合作机制对
拉脱维亚非常重要，主张将两者相互对
接，加强在经贸、投资、交通、物流、旅游
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拉方也愿
致力于推动欧中关系发展。

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边
合作文件的签署。

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拉脱维亚总统韦约尼斯

新华社北京 9 月 18 日电 （记者
李忠发）国家主席习近平 18 日在人民
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
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

习近平指出，中塞两国传统友谊基
础牢固，彼此高度政治互信，务实合作
成果丰硕。很高兴我同总统先生就中
塞合作达成的重要共识正在得到落实，
为中塞关系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中
方愿同塞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彼此核
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共同维护多边主义

和国际正义。我高兴地得知，中国河北
钢铁集团与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
的合作运营良好，已成为塞尔维亚第
二大出口企业。双方要携手共建“一
带一路”，加强两国发展战略对接，推
动两国合作深入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
民。

武契奇表示，塞尔维亚人民对中国
人民怀有深厚感情。塞尔维亚衷心感
谢中国的帮助，愿成为中国的忠实伙
伴，继续相互坚定支持，铸就塞中铁一

般的友谊。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一
带一路”建设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给
沿线人民带来福祉。斯梅代雷沃钢厂
起死回生是个成功的典范。它有力地
证明“一带一路”倡议给塞尔维亚带来
的是就业的增加和经济的增长。塞方
将积极参与共建，并同中方在中东欧和
中国合作框架下拓展新的合作。

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边
合作文件的签署。

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

本报鄂尔多斯 9 月 18 日电 （见
习记者 郝雪莲）亲手制作月饼、分享
节日体验、现场书写家书⋯⋯9月 17日
晚，“感知鄂尔多斯中外友人共度中秋节”
活动在东胜区恩和书吧举行，来自英国、
瑞典、葡萄牙等国的6个家庭与当地几个
中国家庭和英语爱好者们相聚在一起，共
同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

在温馨和谐的气氛中，中外友人围
坐在一起品美食、做月饼、话团圆、讲故
事。在做月饼环节，大人和孩子们踊跃

参与，把一个个象征团圆的小月饼从模
具里磕出，欢声笑语中体验别样中秋。
在一封家书寄乡思环节，葡萄牙外教现

场书写了一封家书，隽秀的字体写满思
乡之情；瑞典外教则用瑞典语将贺卡两
面写得满满当当，落款处还画了一个大

大的拥抱，以此表达乡思之情。
“感知鄂尔多斯中外友人共度中秋

节”活动是鄂尔多斯市于 2017 年创办
的一项外宣品牌活动。立足服务当地
常住外国友人，从独特的民族文化入
手，邀请他们一起过中国传统节日，体
验民族风俗，感受中国文化。活动至今
已邀请到 11 个国家的外国友人参与，
受到外国朋友的欢迎和国内媒体的关
注，为外界了解鄂尔多斯、为促进中外
文化交流起到积极作用。

中外友人共迎中秋感受中国文化

本报 9 月 18 日讯 （记者 及庆
玲 实习生 武跟兄）9 月 18 日，中国
近现代政党发展之路专题报告会在呼
和浩特举行。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
副主席郑建邦作专题报告。自治区党
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莉霞主持专题
报告会。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民盟内
蒙古区委主委董恒宇出席专题报告
会。

郑 建 邦 从 中 国 近 现 代 建 立 政 党
制度的艰辛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回顾与展
望等方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适合我
国国情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社会
主义民主制度的创举；阐明了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革命实践中

形成的。
王莉霞强调，要结合此次专题辅

导，不断强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武装，坚定“四个意
识”、增强“四个自信”、践行“两个维
护”，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共
同把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坚持好、
发展好、完善好；要聚焦“三个扎实”，
广泛凝聚智慧力量，为“建设亮丽内蒙
古，共圆伟大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各民主党派区委领导班子成员及
机关全体干部，各民主党派呼和浩特
市委会领导班子成员和基层组织骨干
成员，民革区委直属基层组织负责同
志；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呼和浩特市委
统 战 部 负 责 人 等 140 余 人 参 加 报 告
会。

中国近现代
政党发展之路

专题报告会举行
郑建邦作专题报告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8 月末，在锡林河畔举行了 2018 中
国新丝绸之路·良种畜评比展示交易会。

在代表着锡林郭勒盟最高标准的
赛畜会上，经过种畜鉴定专家组对参评
的 400 头只优质良种畜进行公正、公
平、严格的评比，最终评出 13 个大项的
前3名。其中，含金量最高的西门塔尔良
种牛种公牛犊评比中，来自乌拉盖管理区
的王金强家的8021号公犊一举夺魁。

说起王金强，那可是在锡林郭勒草
原上鼎鼎大名的养牛达人。就在 8 月
初乌拉盖管理区举办的全国首届种公
牛拍卖大会上，王金强家庭牧场参拍的
3 头种公牛，成交额 12.2 万元，其中 1 头
最高价 6.2 万元。王金强说，1 头牛能够
卖出几万元天价，完全归功于几年来的

标准化建设、规模化养殖和品牌化的打
造。

标准是质量的基础，抓住标准，就
抓住了质量提升的“牛鼻子”。近几年，
锡盟围绕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关于推
进标准化工作的决策部署，深入推进自
治区标准化工作 3 年行动计划的组织
实施，积极探索标准化促进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提质增效的新途径，努力构建

“标准化+畜牧业”，为现代化畜牧业的
发展奠定了基础。截至 2017 年，连续 3

年在自治区推进标准化工作考核中获
得全区前 4 的好成绩。

在锡林郭勒，畜牧业不仅是传统产
业、基础产业，更是富民产业、特色产业。

锡林郭勒盟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建
设现代畜牧业，提出了建设国家重要绿
色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和生态高端畜
产品之都的发展方向。而正是标准化
建设支撑起“绿色基地+高端之都”的发
展理念和发展实践。

“建设畜牧业强盟，我们要积极转

变发展方式，大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加快构建现
代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坚定
不移深化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锡林郭勒盟委书记罗虎在说。

正是在这一思路的引领下，调畜群
结构上找出路、去加工产能上做文章、
降养殖成本上求突破、补齐科技短板上
再发力已成为锡林郭勒盟畜牧业从传
统迈向现代化的风向标。

近几年来，该盟大力实施“减羊增
牛”战略，调整畜群结构，仅在 2017 年，
引进 2.7 万多头良种肉牛，全盟肉牛良
改比重达到 95%以上。正是在这一进
程中涌现出乌拉盖王金强、阿巴嘎旗
廷·巴特尔等养牛达人。就在9月上旬，
一场由各旗县市（区）肉牛养殖新型职业
农牧民共190人组成的团队来到廷·巴特
尔家，现场取经。 ■下转第 4 版

锡林郭勒：现代化畜牧业进程中“牧歌”嘹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