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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北 京 12 月 25 日 电 近
日，中共中央印发了《社会主义学院工
作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
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全文如
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巩固和发展新时代

爱国统一战线，加强党对社会主义学
院的领导，推进社会主义学院工作科
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根据《中国共产党
章程》、《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
例（试行）》、《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
等党内法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
员法》等国家法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社会主义学院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学
院，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
党校，是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的主
阵地，是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
要部门，是党和国家干部教育培训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条 社会主义学院工作必须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人才培养基地、理
论研究基地、方针政策宣传基地作用，
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作

出贡献。
第四条 社会主义学院应当坚持

以下工作方针：
（一）坚持党的领导，全面贯彻党

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牢
牢把握正确办学方向；

（二）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
出政治培训，强化政治共识，巩固团结
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
想，改革创新；

（四）坚持联合办学、开放办学，汇
聚优质资源，提高办学质量；

（五）坚持严以治院、严以治教、严
以治学。

第五条 社会主义学院基本任务
包括：

（一）培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
士、统一战线其他领域代表人士，培训
统战干部，培养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人
才，承办党委和政府举办的有关专题
研讨班；

（二）组织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党的统
一战线理论和方针政策的研究和宣
传，推进理论创新；

（三）组织开展决策咨询工作，为
党委和政府决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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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印发
《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

本报 12 月 25 日讯 （记者 刘晓
冬）12 月 25 日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
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纪恒主持召开自治
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会议暨打赢精准

脱贫攻坚战旗县（市、区）委书记述职交
流视频会，强调要坚定必胜信念，突出
问题导向，全力以赴推动脱贫攻坚战往
深里走、往细里抓、往实里落。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布
小林，自治区政协主席李佳，自治区党
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同志出
席会议。

会议通报了我区扶贫小额信贷逾
期问题整改完成情况和建档立卡数据
质量情况。科右前旗、敖汉旗、四子王
旗作了典型发言，鄂温克族自治旗作了
表态发言，卓资县作了检讨发言。

李纪恒对 5 个旗县的脱贫攻坚工
作进行了点评，要求各地认真总结、深
刻检视、取长补短，更好地把脱贫攻坚
战推向前进。特别是问题突出的地区
要举一反三、扎实有力排查整改问题，
切实打好翻身仗。

李纪恒强调，当前我区脱贫攻坚正
值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期，各级各部门要提
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压实主体责
任，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推进脱贫攻坚各
项工作。要坚决抓好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
视整改工作，统筹推进中央和自治区各类
监督检查发现问题整改，切实巩固整改成
果，持续放大整改效应。要认真整改扶贫
小额信贷逾期问题，严格各类扶贫资金使
用管理，严惩违法违规行为。要把产业扶
贫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下更大气力谋划
好实施好产业扶贫工作，提升产业扶贫精
准度、覆盖度，推动扶贫产业持续发展、长
效惠民。要充分利用冬闲时节开展好扶贫
干部政策培训和贫困群众技能培训工作，
惜时如金地抓、争分夺秒地干，为打赢脱贫
攻坚战夯实基础、积蓄力量。要全面盘点、
认真自查，精心精细做好年度考核检查等
工作，确保脱贫攻坚工作经得起检验。

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自
治区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在主会场
参加会议，盟市、旗县（市、区）有关负责
同志、自治区驻贫困旗县脱贫攻坚工作
总队、贫困旗县驻村工作领导小组、苏
木乡镇的同志在各地分会场参加会议。

李纪恒主持召开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会议暨
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旗县（市、区）委书记述职交流视频会强调

全力以赴推动脱贫攻坚战往深里走往细里抓往实里落
布小林李佳出席

本报 12 月 25 日讯 （记者 白
丹）12 月 25 日下午，自治区十二届政
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集体学习

（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
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并进行研讨发言。

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佳
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王中和、罗志虎、郑福田、刘新乐、常军
政、其其格出席会议。

李佳指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
入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深刻阐述了
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明确提出了明年
经济工作的目标任务，为我们做好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提供了重
要遵循。政协机关要深刻领会中央对

新形势下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和重
要战略机遇的分析研判，牢牢把握中
央对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战略
安排。要在悉心领会、切实把握的基
础上，结合自身工作职能进行对标对
表，确保中央确定的经济工作的重点，
很好地体现到明年履职工作的思路举
措和重点工作中，使各项工作更加聚
焦、更加精准。

李佳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全面回顾了改革开放 40 年的光辉历
程，深刻总结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和宝贵经验，明确提出了新时代继续
推进改革开放的战略要求，是一篇马
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 ■下转第 2 版

自治区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召开集体学习（扩大）会议

李佳主持并讲话

40 年，一个稚童可以挣脱慈母的怀
抱，从懵懂走向不惑；

40 年，古老的中国以青春的姿态在
改革中励精图治、在开放中拥抱四海，
发出了“东方睡狮”雄起的吼声；

40 年 ，内 蒙 古 穿 越 历 史 ，迎 接 荣
光 —— 这 个 祖 国 北 部 边 疆 欠 发 达 地
区，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从封闭型经
济向开放型经济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
从温饱不足向小康富裕的历史性跨越。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
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2018
年，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

回首来路，一路摸索、一路坎坷，迎
来“柳暗花明又一村”；

立足当下，迎难而上、栉风沐雨，正
是“人间正道是沧桑”。

展望未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终
要“直挂云帆济沧海”。

（一）时间是最慷慨的给予者，也是
最伟大的孕育者。40 年的时间，内蒙
古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有两张呼和浩特市旧城北门的航
拍照片，每一次对比观赏都会让人感受
到改革开放的无穷伟力：

一张是黑白照，土木结构的简易平
房，偶尔可见的零星车辆⋯⋯单调色彩

下，改革前的城市景况可见一斑。
一张是彩色照，鳞次栉比的高楼大

厦，川流不息的各色车辆⋯⋯五彩斑斓
下，现代化的城市风貌尽收眼底。

从单调统一到多彩个性，从“吃不
饱”到“要减肥”，从“忧其屋”到“优其
屋”，从没介绍信寸步难行到一张身份
证走遍天下，从凭票购买到手机支付，
从年收入万元户受人艳羡到月收入上
万⋯⋯改革开放 40 年，我们身边的一
切都在变，其中变化最直观的、最现实
的就是：“生活大变样了！”

如果把观察的视野再拓展一些，用数
字来见证，社会变化的幅度会更加清晰。

就自身来审视，40 年是内蒙古历史
上发展最快的时期。全区生产总值增
长 了 74.2 倍 ，外 贸 进 出 口 总 额 增 长
869.6 倍。

以全国来定标，40 年内蒙古始终在
赶超跨越。全区生产总值从差生变成
中等生，人均生产总值从中等生晋升为
优等生。

拿到世界进行比照，40 年内蒙古的
发展可谓是“奇迹”。发达国家历史上
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一个人终其一生
实现的生活水平改善，英国只有 56%，
美国约为 1 倍，日本为 10 倍，而内蒙古
城镇居民和农牧民生活水平 40 年分别

改善了 16.8 倍和 14.5 倍。
简单数字的背后，映衬着 2400 万草

原儿女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和努力。
中央电视台曾有一个“你幸福吗”的

专题采访，引发了国人对幸福指数的深
入思考。人是生理的、心理的和伦理的
存在，人的幸福与否，需要从三个哲学维
度来考量：物质生活能否满足人的生理
需求？精神生活能否满足人的心理需
求？社会生活能否满足人的伦理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内蒙古逐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做大做强经济“蛋糕”，为幸福生活
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逐步推动文化
体 制 改 革 ，烹 制 各 式 各 样 的“ 文 化 大
餐”，为幸福生活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
粮；不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
公共服务体系，分好利益“蛋糕”，让群
众共享改革开放的胜利成果。从这样
的角度去看，改革开放 40 年让内蒙古
各族群众更加幸福。

（二）站在今天回望，改革开放既是
一场正在进行的革命，也是一段正在发
生的历史。饮水思源、静心考量，我们
该如何评价内蒙古改革开放 40 年？

回顾历史，某些节点，已成坐标；每
一个脚印，都折射着令人欣慰的辉煌。

1978年春节后，赵丑女与生产队签订

了全国第一份农民个人承包集体土地的协
议，内蒙古农村改革的大幕悄然拉开；

1979 年，原伊克昭盟东胜羊绒衫厂
与日本三井株式会社签订合同，内蒙古
的对外开放正式起步；

1980 年秋，赤峰市巴林右旗在全区
牧区中第一个推行“包畜到户”生产责
任制，内蒙古牧区改革扬帆起航⋯⋯

这些，只是“万里长征”的起点。从
那时起，内蒙古的改革开放从未停歇，
基层有探索，中央有引领，创新精神得
到尊重，人民利益至高无上。40 年来，
内蒙古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
等方面均发生了深刻嬗变，焕发出巨大
的生机和活力。

40 年间，内蒙古摆脱高度集中的计
划经济体制，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市场
经济转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内
蒙古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一条高质量
发展的道路正在铺就。

40 年间，内蒙古坚持把处理好政府
与市场的关系作为核心问题，深化政治
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动资
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实现了效益最大
化和效率最大化。

40 年间，内蒙古文化行政管理体制
趋于完善，市场主体不断完善，文化体
系逐步健全，文艺精品层出不穷，人民

群众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为地区发展积
蕴起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40 年间，内蒙古始终坚持在发展中
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推进幼有所育、
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
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不断改善人民
生活、增进人民福祉。

40 年间，内蒙古始终把创建生态文
明制度融入建设美丽内蒙古的各方面和
全过程，生态环境实现了“整体恶化趋
缓，治理区明显好转”，“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重要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
发展的潮流中发展。40 年来，草原儿女
走过千山万水，经历千难万险，创造了
远 超 历 史 上 任 何 一 个 时 期 的 惊 人 成
就。而这 40 年的变化，追本溯源，最根
本的还是来自于思想观念的解放和改
革中的实事求是。

（三）德国诗人海涅曾写道：“思想
走在行动之前，就像闪电走在雷鸣之前
一样。”改革开放的那一声春雷，正是源
于解放思想的闪电，没有思想解放，就
没有改革开放。

“解放思想”不是随心所欲，更不是
胡思乱想，它同实事求是一体两面，也
是实现实事求是的前提。只有从不符
合实际的错误或陈旧观念束缚中解放

出来，才能使思想认识回归正轨，做到
实事求是，才敢于从实际出发，研究新
情况，应对新问题，开创新局面。

或许还原几个场景，思想解放的前
后对比会更加清晰：

改革之前，中滩公社的村民吃的是
“大锅饭”，人们出工不出力，是远近闻
名的“三缺社”“三靠社”。

改革初期，中滩公社刚分地的时
候，相当一部分社员不敢要地，认为这
是违反政策，担心受到牵连。

如今，原中滩公社（现在的中滩乡）
所辖村社不只在土地经营模式上不断
改革创新，发展思路也愈加多元，而且
还搞起了农家乐。

“去问开化的大地，去问解冻的河
流。”改革开放初期，诗人艾青借用春天
万物复萌，说明思想解放了的人们所造
就的时代洪流。一旦冲破落后观念的
藩篱，草原儿女立刻展露出“敢为人先”
的时代特质，在多个领域描绘出令中国
乃至世界瞩目的“内蒙古印象”：“温暖
全世界”的鄂尔多斯羊绒衫、开全国牧
区之先河的“草畜双承包”“中国乳都”
呼和浩特、“东亚之窗”满洲里、建设国
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启动和林格尔新
区建设、大兴安岭实施全面禁伐保护生
态⋯⋯ ■下转第 5 版

追 寻 伟 大 变 革 中 的 智 慧 和 力 量
——论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上）

塞北屏

□本报记者 皇甫美鲜
实习记者 许敬 张舒君

一把剪刀，一块布料，一点一点地
勾勒图样，一针一线地缝制拼合，坐在
自家的土炕上，穿针、过线，70 岁的农
妇王玉英谈笑间熟练地把布块拼接在
一起，再由 72 岁的老伴儿填充棉花，在
两人的配合下，不到 10 分钟的功夫，一
只“虎虎生威”的布老虎就制作完工。

就是这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传
统手工艺品“布老虎”，在王玉英老人手
里成了“脱贫致富”的“绝活”。

在察右前旗三岔口乡益元兴村，不

到 10 平方米的王玉英家墙壁上到处挂
着平安符、端午鸡等寓意平安的小挂
件，炕头上摆着布老虎、花枕头等大物
件，每一件都传递出她对布艺缝制的用
心和喜爱，五颜六色的工艺品，让这间
简单朴实的农家小屋充满了艺术色彩。

“布老虎从小到大能卖 5 块到 30

块，这两天还有 100 只‘老虎’、60 个枕
头的订单。现在我靠着‘布老虎’一年
能有 2 万元的收入，不仅自己脱了贫，
还能拿出一部分贴补孩子们。”布老虎
制作得到王玉英全家人的支持，订单多
的时候全家总动员，就连王玉英的小孙
女也受到影响，时不时也会自己动手制

作一只“布老虎”。
老伴补充道：“这老虎你要做出它

那神气的感觉，填棉花是关键，老虎的
头和尾巴要鼓起来，虎腾腾的才好看。”
35 年间，王玉英通过不断地摸索，形成
了独有的制作工艺的步骤和方法，如何
让布老虎形态威武、表情生动，怎样的
颜色搭配更漂亮都是王玉英一双巧手
里练出的门道。

王玉英制作的民俗工艺品包括布
老虎、十二生肖、枕头、装饰挂件，光是
大大小小的布老虎就有 12 种规格，她
的“布老虎”等手工艺作品在市级活动
中还夺得优秀奖。

■下转第 2 版

“布老虎”奶奶的巧手脱贫经

■详见第 3 版

九万里风鹏正举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12 月 25 日，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会议暨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旗县（市、区）委书记述职交流视频会在呼和浩特召开。
本报记者 袁永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