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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好经济
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关系，
努力探索出一条符合战略定位、体现
内蒙古特色，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新华社记者

【引言】
“人才决定未来，教育成就梦想。”
教育，关系每个孩子的前途，决定

一个民族的未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心系教育事业。一次次寄语激扬青春
梦想，一声声问候温暖教育希望。他
关心一件件教育“小事”，推动“更好更
公平”的教育愿景早日成为现实。

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新华
社记者在回访中看到一个个令人振奋
的画面——学有所教的逐步实现，正
在为中华大地每一个孩子插上翅膀，
让他们带着梦想飞得更高更远。

【故事一】
“云端”的孩子不再发愁“上学路”

坐落在海拔 2700 米的高山上，四
川 省 昭 觉 县 的 瓦 吾 小 学 终 年 云 雾 缭
绕，被称作“云端小学”。

11 岁的男孩阿作伍勒即将在这里

升入五年级。每一个和他一样生活在
大凉山的彝族孩子都知道，在遥远的
北京，有位慈祥的习爷爷牵挂着自己。

2018 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
乘车沿着坡急沟深的盘山公路，深入
四川大凉山腹地的昭觉县看望贫困群
众。他为小女孩吉好有果唱出的《国
旗国旗真美丽》热情鼓掌，关切地询问
村民“孩子有没有学上”。

在 这 片 被 悬 崖 峭 壁 围 绕 的 土 地
上，曾有数以百计不通公路、几乎与世
隔绝的“悬崖村”，孩子们求学之路异
常艰辛。4 年前，当阿作伍勒刚入学
时，“云端小学”还不通公路。年纪小小
的他，需要沿着陡峭的山路步行一个多
小时，才能到达4公里以外的学校。

年迈的奶奶双目失明，常常在家
流着泪、揪着心，生怕他出意外。

这些年，一切正在悄然改变。
2015 年，从昭觉县城通往瓦吾小

学的水泥路修通，阿作伍勒上学时间
缩短了一半；2017 年，新校舍落成，孩
子们搬进了明亮安全的教室；需要深

一脚浅一脚、挨家挨户找回辍学放牛
娃的校长，现在有了 247 名学生；开齐
了所有小学课程，“云端”上的孩子还
组建起校园足球队⋯⋯

曾 经 被 层 层 山 峦 阻 挡 的 教 育 之
光，照耀着幼小的心灵，孕育着无边的
梦想。

就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彝族群众
半年后，沿着校门口的路，阿作伍勒第
一次离开家乡、坐着动车来到南京参
加足球友谊赛。他的家族里，从未有
人走得这样远。

“等我长大，要去很多很多地方，
和不同的对手比赛！我想赢！”阿作伍
勒大声说出自己的梦想。

【记者手记】
“扶贫必扶智”“再苦不能苦孩子，

再穷不能穷教育”“义务教育要有保
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下，国
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比例连年保
持在 4%以上，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
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农村义

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已覆盖所有
国家级贫困县。

桶的容量取决于最短的木板。
补齐短板，还清“欠账”，千千万万

个“云端小学”响起朗朗的读书声。
【故事二】

老区教师合力托举“起跑线”
参加培训、检修教学用具、准备秋

季学期课程⋯⋯炎炎夏日，陕西省延
安市宝塔区杨家岭福州希望小学的老
师 们 并 没 有 因 为 暑 假 到 来 而 停 止 忙
碌。米黄色的教学楼上，红色大字“托
起明天的太阳”格外醒目。

2015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这里，看望教职工，并关切地询问教师
待遇如何。老师们至今记得他当时殷
切的嘱托：“教育很重要，革命老区、贫
困地区抓发展在根上还是要把教育抓
好，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回首过去的 4 年，37 岁的语文老
师张燕感慨，自己的教学环境已今非
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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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梦想，飞得更高更远
——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民生事之“学有所教”篇

新华社北京 8 月 7 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8 月 6 日就埃及开罗发生恐怖袭
击向埃及总统塞西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惊悉贵国首
都开罗发生严重恐怖袭击，造成重大人员
伤亡。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

我个人的名义，对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
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祝
愿伤者早日康复。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
的恐怖主义，对这次恐怖袭击予以强烈谴
责。中方坚定支持埃方维护国家安全稳
定、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

习近平就埃及开罗
发生恐怖袭击

向埃及总统塞西
致慰问电

本 报 阿 拉 善 8 月 7 日 电 （记 者
戴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深入开展之际，8 月 4 日至 7 日，自治区
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纪恒深
入阿拉善左旗、额济纳旗、阿拉善右旗
调研，就保护生态环境、繁荣口岸经
济、发展旅游产业等，认真听取干部群
众意见建议，现场办公推动解决有关
问题。

8 月的阿拉善大地，骄阳似火。李
纪恒辗转三旗，仔细察看梭梭苁蓉产
业基地，深入了解贺兰山自然保护区
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实地考察居延海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情况，调研城市生
态修复情况。他对近年来阿拉善盟生
态环境保护建设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
肯定，勉励当地干部要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殷殷嘱托，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
头等大事，一年接着一年干、久久为功
抓下去，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
全屏障多作贡献。

李纪恒走进策克口岸，实地考察
海关检测中心和大数据中心，仔细了
解货物检验、口岸通关、互市贸易等情
况。他主持召开座谈会，认真听取进
出口企业负责人、通关业务人员、司乘
人员等对口岸通关、收费及营商环境
等方面的意见建议，相关部门负责人
现场给予回应和解答。李纪恒边听边
记，不时插话询问。他强调，要高度重
视口岸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大
招商引资力度，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不
断提升口岸建设水平和服务效能。要
深刻汲取满洲里口岸部分单位和企业
乱收费、乱涨价问题教训，加大专项整
治力度，强化日常监督检查，促进口岸
经济繁荣发展。

在乌兰格日勒嘎查党支部书记额
日登达来家的院子里，李纪恒与当地

旅游从业人员及文旅、公安、卫生、食
品监管等部门负责人围坐在一起，详
细了解旅游业发展情况，倾听他们的
意见建议。他说，阿拉善盟旅游资源
极为独特、充满魅力，旅游业发展前景
无限。要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加强
各类软硬件建设，强化市场监管，提升

服务质量，让游客住得舒心、吃得放
心、玩得开心，让胡杨林更美、旅游业
更火、老百姓更富。

期间，李纪恒还考察了园区建设、
乡村振兴、创业创新、骆驼产品研发等
情 况 。 他 强 调 要 更 加 注 重 推 进 科 技
创 新 ，不 断 延 伸 产 业 链 条 ，叮嘱企业

履行好环保责任，抓好安全生产。他
要求各级因地制宜抓好乡村振兴各项
工作，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作 用 ，把 农 牧 民 家 园 建 设 得 更加美
丽。

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张韶春
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李纪恒深入阿拉善盟考察调研

认真听取干部群众意见建议
现场办公推动解决有关问题

8 月 5 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纪恒来到额济纳旗乌兰格日勒嘎查，向当地旅游从业人员及文旅等部门负
责人了解旅游业发展情况，倾听他们的意见建议。 本报记者 马建荃 摄

□本报记者 李文明

8 月的包头市南海子湿地，鸟儿啼
啭，芦苇摇曳，一派清凉。今春新出生
的雏鸟已褪去绒毛，或在草滩上练习
捕食，或在湖面上飞翔嬉戏，为静谧的
湖泊增添了许多生机。

“鸟类对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鸟
类多样性高，生态环境就好。许多过
去不在南海子栖息的鸟类现在都在这
里繁殖了，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我们湿地
保护取得的成果。目前南海子湿地已经
有200多种鸟类栖息。”南海子湿地保护
区鸟类救护中心主任陈学古说。

南海子湿地是黄河河道南移后留

下的河段、滩头林地和草地，是镶嵌在
鹿城包头的一颗“绿宝石”。“可是 2008
年以前，湿地土地被侵占、盲目开垦的
情况屡见不鲜，违章建筑随处可见，湖
水受到污染，湿地面积萎缩，生物多样
性减少，生态功能急剧下降。”谈到南
海子湿地保护的变革，陈学古不禁感
叹。

侵占、破坏湿地的主要原因就是

立法的缺失，只有立法才是治理之重
器。2008 年，《包头市南海子湿地自然
保护区条例》颁布施行，划出湿地保护
红线，南海子湿地保护工作开始有法
可依。

南海子湿地管理处湿地保护执法
大队队长李伟杰自豪地说：“城市湿地
公园立法，咱们南海子湿地可是全区
第一家。”

李伟杰说，在立法的推动下，南海
子湿地的环境得到了持续改善，市民
湿地保护的意识也越来越强。

10 多年来，南海子湿地持续开展
集中打击与专项整治行动，处理各类
涉湿违法行为 700 余起，拆除违章建筑
8 处。南海子湿地的监测能力也逐步
提升，配备了土壤、水文、气象等监测
设备，建设完善了监测网络，对湿地生
态环境及鸟类种群进行有效监测。湿
地建立了植物、昆虫标本室，完善了昆
虫、植物名录和鸟类、植物、土壤、气象
等资源档案库，并建立湿地救护站，为
野鸟救护提供专门场地，救护大天鹅、
夜鹭等鸟类百余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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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嵌在鹿城的一颗“绿宝石”

本报 8 月 7 日讯 （记者 及庆玲）
结合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和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8 月 6 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
席布小林深入包头市达茂旗调研。

脱贫攻坚是此次调研的一个重点。
布小林来到石宝镇脱贫户白俊老两口
家，和他们拉家常、算收入，仔细了解帮
扶措施、低保医保、住房饮水等情况。白
俊因病致贫，2016 年依靠养老保险兜
底、安排公益性岗位等政策实现了稳定
脱贫。她叮嘱地方干部，要巩固脱贫成
果，脱贫不脱政策、不脱帮扶。

正值盛夏季节，天创中药材科技有
限公司黄芪种植基地上，连绵的黄芪翠
绿茂盛。小小的黄芪一边连着国外市场
拉动出口，一边连着贫困户带动就业，
成了一把致富的“金钥匙”。布小林走进
田间地头，详细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利
益联结和减贫带贫等情况，鼓励企业依托
科技创新，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持续带动脱
贫户增收致富。她说，“内蒙古”三个字已经
成为品牌，需要我们更加精心培育、用心呵
护，让“内蒙古”品牌享誉世界。

腾格淖尔湖畔绿草如茵。1979 年，
腾格淖尔湖的源头艾不盖河流量减少，
腾格淖尔湖随之水位下降、湿地萎缩，
到 1985 年彻底干涸。多年来，当地通过
实施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让草原生态得
到自我修复。冒着暴雨，布小林一行来
到腾格淖尔湖自然保护区，看到腾格淖
尔湖重焕生机，非常高兴。她强调，习近
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内蒙古生态环境保
护，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持续用力筑牢我国北方重要
生态安全屏障。

布小林还来到百灵庙抗日武装暴
动纪念展厅，回顾这段历史，听取达茂
旗红色教育基地建设情况。她指出，内
蒙古党史革命史资源丰富，要有效保
护、开发、利用好红色资源，引导各族群
众更加牢固树立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
族团结的信念、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在
满都拉口岸，布小林详细了解了口岸发
展现状、交通资源等情况，强调要立足口
岸区位优势，密切中蒙两国合作，实现资
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目标。

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
研。

布小林在包头市调研时强调

要巩固脱贫成果
脱贫不脱政策不脱帮扶

192

··榜样的力量榜样的力量

□本报见习记者 薛一群

走进通辽市蒙古族幼儿园，园内绿
树成荫，环境优美，宽敞明亮的教学楼
内活动室、舞蹈室、器乐室、保健室一应
俱全，走廊里张贴的蒙汉双语文明礼仪
规范引人注目，浓厚的民族文化氛围扑
面而来。

据 了 解 ，该 园 总 占 地 24800 平 方
米，是集美化、绿化为一体的多功能生
态式幼儿园。先后获得了国家级巾帼
文明单位、全国工人“先锋号”、自治区
文明标兵单位、自治区民族教育科研实
验示范学校、自治区使用蒙古语先进集
体等称号。诸多荣誉背后却鲜有人知，
这所全市闻名的幼儿园曾因长期亏损
而濒临倒闭。

2003 年，通辽市蒙古族幼儿园有
教职工 80 名，却仅有 70 名幼儿，面临房
屋老化、设备陈旧、入不敷出等困境，经
营举步维艰。蒙古族教育工作者吴晓

红临危受命，扛起了幼儿园党支部书
记、园长重任。吴晓红把自家的电脑、
洗衣机、冰箱和 6 万元积蓄都投入到了
园舍建设中，事事亲力亲为，带领教职
工改善园内环境，走街串巷做宣传，不
到半年，园里新增入学儿童 180 多名。

“有了稳定的生源后，要想发展壮
大幼儿园，人才是关键。”吴晓红经过
深入调研分析，与领导班子成员制定出
台定人、定岗、定责机制，每年让 90%的
教师参加一次对口学习培训，充分发挥
每一位工作人员职能。同时，吴晓红时
刻将教职工的冷暖记在心头，谁家的孩
子参军入伍、上大学、结婚生子，谁家遇到
了困难，她与领导班子成员都会帮忙排忧
解难。看似平常的小事，却温暖了教职工
的心，增强了他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激
发了他们干事创业的热情和活力。

吴晓红说：“作为新时代的教育工
作者，我们更应该坚定理想信念，不断
与时俱进，多学习、勤思考，创新方法、
务求实效。” ■下转第 4 版

吴晓红：耕耘的收获最甜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