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古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15-0002 邮发代号：15-1

今日8版

第25605期

2019年8月12日
己亥年七月十二 星期一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机关报

内蒙古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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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还有一家一户乃至一个人

没有解决基本生活问题，我们就不能
安之若素⋯⋯”

住房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
展问题，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关系
人民安居乐业，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关系社会和谐稳定。

从“房住不炒”定位到房地产长效管
理机制，从住房保障到供应体系建设，从
易地搬迁扶贫到棚户区改造⋯⋯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百姓安居
冷暖，始终把“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目标”作为一项重要改革任务，全面部
署、躬身推进。

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新华
社记者在回访中看到百姓“梦圆安居”
的一张张笑脸，看到他们正在从“新”
出发，用双手、用辛勤的劳动创造幸福
而有尊严的生活。

【故事一】
“靠天吃饭”的土族人搬新家置新业

浓烈的酒香扑鼻而来。在青海省
海 东 市 互 助 土 族 自 治 县 五 十 镇 班 彦
村，55 岁的吕有金正翻看家里电热炕
上几大桶酒糟的发酵情况。

吕有金家七八间房，盖得颇为讲
究，主房梁檐全部采用当地流行的木
雕油漆工艺。2016 年底搬进新居后，
他拾起家传酩馏酒酿造手艺，办起了
酿酒家庭作坊。

厨房煮着酿酒的青稞，主房摆着
十几坛酿好的酒。窗外，四分地的院
子，外墙绘着土族崇尚的彩虹图案，分
外醒目。

时光倒流至 2016 年 8 月，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班彦村考察。他走进村民
新居察看面积、结构、建筑质量，同监
理新居建设的村民们交流。吕有金清
晰地记得，那天，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
一起，看反映乡亲们过去居住的旧村
状况的视频。

“十年九旱，靠天吃饭”。易地搬

迁前，吕有金住在青藏高原六盘山连
片特困区的脑山地区。吃窖水，走山
路，7 公里陡峭崎岖的土路把他和乡亲
们祖祖辈辈困顿在山里。

“党和政府就是要特别关心你们
这样的困难群众，通过移民搬迁让你
们过上好日子。”习近平总书记的话，
让吕有金的心暖暖的。

好日子真的来了！吕有金开办家
庭酿酒作坊的第一年就赚了 3 万元。

“安 顿 下 来 后 ，生 产 要 搞 上 去 ，
生 活 要 自 立 。”吕 有 金 告 诉 记 者 ，不
能 忘 记 总 书 记 的 嘱 托 ，不 能 在 发 展
上再落后。“脱贫‘摘帽’了，腰杆一下
硬了！”

新村充满新气象，通了天然气，接
了自来水，汽车可以开到家门口。居
住区和养殖区隔离建设，每家每户修
了水厕、排水管网，村里建了一座日处
理能力 100 吨的污水处理站，污水不再
横流、垃圾不再乱倒。

“这个季节生意是淡季。闲下来，
我就带孙女。”记者顺着吕有金手指的

方向看去，孙女卧室炕上放着书，炕旁
搁着小书桌。“从家里到村里小学，走
路 不 到 10 分 钟 ，这 在 过 去 想 都 不 敢
想。”

【记者手记】
“ 住 有 所 居 ”既 是 承 诺 ，也 是 责

任。住房问题是重大民生问题，关系
着千家万户的基本生活保障。

“安居”是“乐业”之本。“挪穷窝”
“拔穷根”，开对方子、找准路子。针对
特殊地区实施易地扶贫搬迁，从根本
上改变深度贫困地区困难群众的居住
和生产条件，辅以教育、培训、产业指
导，才能帮助贫困人口真正摆脱贫困，
在致富奔小康的路上同全国人民一起
奔跑。

【故事二】
“有里儿有面儿”胡同讲述老北京

“新乡愁”
老砖老楼，灰墙青瓦，北京南锣鼓

巷片区雨儿胡同里，燕子不时掠过头
顶，飞回老房子屋檐下的燕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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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梦圆安居，创造幸福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民生事之“住有所居”篇

本报8月11日讯 （记者 及庆玲）
8月11日下午，第二届内蒙古国际能源大
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布小
林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艾丽华致辞。

艾丽华说，能源是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重要基础。合理利用能源、节约
利用能源，不懈探索能源发展之路，是
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当前，内蒙
古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
新发展理念，大力发展现代能源经济，
推动能源消费革命、供给革命、技术革
命和体制革命，加快能源绿色、低碳、智
能发展，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建设内
蒙古能源品牌，积极为维护世界能源安
全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自己的贡

献。希望各有关方面共同携手推动大会
成果转化，增进国际国内合作交流，为
实现内蒙古现代能源经济绿色高质量
发展助力添彩。

大会期间，还举行了全体会议和能
源管理者圆桌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和企
业家围绕“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导向的能源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的主
题，共同探讨如何推进制度创新、管理
创新，更好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促
进能源经济加快转型发展。

此次大会在能源消费、供给、技术
和管理创新、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达成
了许多重要共识，取得了丰硕成果，为
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
源体系、推动内蒙古现代能源经济发展
提供了更多智力支持。

第二届内蒙古国际能源大会闭幕
布小林出席

本报 8 月 11 日讯 （记者 及庆
玲）8 月 11 日上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自治区主席布小林与中国华电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温枢刚在鄂尔多斯市就
深化双方合作进行会谈，并见证签约。
自治区副主席艾丽华与中国华电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清廷分别代表双
方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布小林说，多年来，中国华电集团
有限公司等央企在推进内蒙古经济社
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要求，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需要我
们进一步解放思想，着力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在新一轮发展中，希望包括华电
集团有限公司在内的央企，积极参与到
内蒙古的改革发展中。

温枢刚表示，内蒙古资源丰富，是集
团公司投资发展的重点地区。集团公司将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进一步深化与内蒙古
的合作，共同推动现代能源经济发展。

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加强新能源
的规划研究和开发建设，落实新能源外
送消纳市场，推动内蒙古能源经济产业
转型升级和精准脱贫。

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
谈及签约仪式。

自治区政府与中国华电集团
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布小林见证签约

□本报记者 毛锴彦 冯雪玉

8 月的鄂尔多斯，天蓝地绿，景色怡
人。8 月 10 日至 8 月 11 日，第二届内蒙
古国际能源大会如约而至，本次大会以

“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
能源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为主题。

大会邀请了国际著名学者、驻华使
节、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两院院士等
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相关部委领导、能
源领域知名企业代表、高校和科研机构
代表及各界媒体等 300 余人齐聚天骄
圣地，探讨我区和国内部分传统产业如
何实现升级合作与提质增效，研究新兴
产业落子布局与绿色发展大计。

自治区主席布小林在大会开幕式
致辞中说，现在内蒙古能源产业正处于
转型升级、绿色发展的关键时期，除了亟
需通过技术创新提升生产力外，制度、管
理也需要同步提升。这次大会聚焦“能源
管理者”自身，把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作
为现代能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之一，与大家共同探讨通过制度创新、管

理创新，发挥好市场和政府两方面的优
势，促进能源经济加快转型发展。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期间，举行了全
体大会和能源管理者圆桌论坛。与会的
专家学者们就如何更好地推动内蒙古
能源产业转型升级、完成好我国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以及顺应全球新一
轮能源革命展开了交流讨论。

香港大学国际高等研究院院长、中
国工程院院士、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陈
清泉表示，内蒙古的能源发展应该立足
内蒙古特点，在传统能源升级改造的基
础上，大力发展新产能。既实现传统能
源和新能源的有机结合，又有效解决能
源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问题。

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系统
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薛惠峰认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求能源领域必须走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当前我国正处于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旧产能转化、生态环境
治理的调整期，如何将“资源力”转化为“生
产力”，“生产力”转化成“战斗力”，重塑能
源体系格局，这是能源革命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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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商生态优先 齐谋绿色发展
——第二届内蒙古国际能源大会侧记

时令由夏转秋，一场别开生面的“啃
秋”送夏迎“立秋”活动在呼和浩特市玉
泉区清泉街社区举行。通过讲民俗、雕
刻西瓜、吃西瓜比赛等形式，让社区居民
了解节气、认知民俗，感受中华传统文化
的独特魅力。 本报记者 安寅东 摄

□本报记者 郭洪申 通拉嘎
刘艳 陈文慧 郭丽娜

在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科尔沁草
原腹地，有这么一个神奇的地方。这
里人杰地灵，孕育了一批国宝级蒙医
药大师；这里资源独特，有国内最大的
蒙药生产基地、蒙药材种植基地；这里
文化底蕴厚重，是蒙医药文化的发祥
地之一。近日，记者一行来到中国蒙
医药之都通辽市，深入田间地头、医
院、药企⋯⋯亲身感受蒙医药传承与
发展的魅力。

源远流长的蒙医药文化
牛角拔罐、额头放血、沙中治疗⋯⋯

在库伦旗蒙医医院，我们第一次见到如
此独特的治疗方法，而这些在“中国蒙

医药文化之乡”的库伦旗并不鲜见。
上午 11 时，在库伦旗蒙医医院蒙

医传统疗术科，挤满了来治疗的患者，
五十多张床位已无空余。科室一角，
宝龙主任正在为一名患者进行放血治
疗。只见宝龙用一种特制的小刀，在
患者额头上轻轻一划，鲜血便滴滴答
答地流到了容器里。“这样也能治病？”
旁边的我们满是好奇与疑惑。

库伦旗蒙医医院副院长扎拉嘎介
绍，放血疗法是一种蒙医传统外治疗
法，可以有效治疗血热型头痛、高血压
等病症。医院现有针刺、放血、灸疗、
震脑术等共计 20 多类 70 多种蒙医传

统疗术疗法。“像蒙医整骨术、震脑术
等疗法久负盛名。目前，医院仅传统
疗术科，年就诊人数就达万余人。”扎
拉嘎说，简便、实用、价廉的蒙医传统
疗法，正被越来越多的患者所认可。

蒙医药学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是蒙古族人民长期同疾患作斗争的经
验总结，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
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独特理论体系的
蒙医药文化。2008 年，蒙医药经国务
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目前，通辽市蒙医药已经形成较
为 系 统 的 理 论 体 系 和 独 特 的 诊 治 经

验。收藏了自 11 世纪以来的蒙医药文
献 388 部、536 册，有许多传统验方、经
典方、秘方、协定方和科研方，汇集了
历代专家学者的经验和智慧。随着医
学科学的发展，蒙医药在治疗高血脂
症、偏瘫、心血管疾病、肝硬化、顽固性
肾 病 等 疑 难 杂 症 方 面 取 得 了 显 著 成
绩，有些已居国内领先水平。

得天独厚的蒙医药资源
在奈曼旗的大沁塔拉镇，药材种

植大户李帅正在田间忙碌着。早已破
土而出的药材苗，随风摇曳，仿佛预示
着“今年又有好收成”。经过多次创业
的李帅 2012 年开始尝试药材种植，一
干就是 7 年。在谈到为何要种药材时，
李帅自豪地告诉记者：“奈曼旗的自然
条件好，蒙中药材品质优，产量高，销
路好，这个事值得干！” ■下转第 2 版

绽放在科尔沁草原上的医药学奇花

□本报记者 张俊在 梁亮 刘宏章

进入阿拉善左旗吉兰泰镇的“地
盘儿”，很少有人不知道王荣德。按当
地老百姓的话说，他们跟片儿警老王
都熟得很。老百姓的口中，流传着很
多关于他的佳话。

王荣德，何许人也？
在阿拉善左旗公安局吉兰泰派出

所，我们见到了副所长王荣德——身
材瘦瘦高高，面相和颜悦色。

初见老王，他正在户籍窗口给大
家伙办业务。“办户籍的民警休产假
了，我对户籍很了解，就来代班了。”王
荣德又一次自告奋勇冲上了一线。

正在办迁户业务的田玉祥，跟王

荣德已是老朋友，他对我们说：“这么
多年了，搞不明白老王是急性子还是
慢性子。外面碰见他吧，他总是步履
匆匆、忙忙碌碌的，每每来派出所办业
务，他又特别耐心仔细。”

说起对户籍的了解，大家只服王
荣 德 ，群 众 称 他 为 吉 兰 泰 的“ 活 地
图”。

“王所就是神一般的存在。”民警
曾雅楠对王荣德敬佩不已：“我们接警
时，经常会遇到一些喝醉酒的人，或是
一些走失的老人、孩子，在无法核实身
份的情况下，只要把王所叫到现场，他

基本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人是谁家的。”
好功夫可不是白练的！
一辆旧自行车，奔走在街头巷尾；

一本民情日记，记载着家长里短；一张
自 制 地 图 ，明 确 了 每 家 每 户 的“ 坐
标”⋯⋯30 多年来，他的足迹遍布了辖
区的每一寸土地；2 万多人口，都熟记
于他的心中。碰见老太太，嘱咐出门
注意安全；见了居民，安顿外出锁好
门；大街小巷经常出现他的身影，小偷
小摸也逐渐不复存在⋯⋯

“我刚参加工作时，走访入户敲不
开群众家的门，见不到人、说不上话是

常事。为了能熟悉居民群众、尽快融
入到社区工作中，我给自己定了个‘万
千百’计划，就是走万里路、进千家门、
解百家事。时间长了，大家熟悉我了，
从找人到问路，再到水管堵塞，有什么
困难或矛盾大家都来找我。我也愿意
帮助大伙儿，每每解决一件问题，我心
里就特有成就感。”王荣德说。

“群众的事儿大多杂七杂八、各色
各样，见得多了，有些民警会不耐烦，
控制不住情绪。但王所从来不会，他
跟我们说自己没脾气，实际上是他心
里装着群众，他从来都是从群众的立
场考虑问题，这点很值得我们年轻民
警学习。”曾雅楠一直把王荣德当成自
己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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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片儿警的初心

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

不忘初心再出发 牢记使命勇担当

啃秋

8 月 11 日，“赤子峰会”——第
二届天南地北赤峰人投资创业大
会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 191 名赤
峰籍精英汇聚一堂，畅述乡情，共
谋发展。本次大会以“带回梦想，荣
耀家乡”为主题，通过乡情、亲情这条
纽带，吸引天南地北、全球各地赤峰
籍游子返乡创业，回馈家乡，探索“聚
才引智、招商引资”的新模式。

会上，郑州四维投资集团董事
长王富、香港香江国际集团副总裁
王旭东等 8 位“赤子”代表进行了
发言，为家乡发展建言献策。在会
议现场还签署了 21 个合作项目，
涉及农畜产品加工、医药、旅游、智
能制造、专业市场等产业，协议投
资额 102.5 亿元。

8 月 10 日上午，参会“赤子”先
后参观考察了赤峰高新区东山园
区、红山工业园拓佳电子产业园、
红山金融物流港等项目，感受家乡
之变，感叹家乡之美，感恩家乡之
情。当日下午，参会“赤子”分六组
举行了恳谈会，围绕赤峰经济社会
发展提出了 600 多条意见和建议。

如今，“赤子峰会”已经成为赤
峰 市 扩 大 对 外 开 放 一 个 新 平 台 。
去年首届赤子峰会现场签约的 15
个项目已经落地 12 个，投资近 40
亿元。峰会举办一年来，外埠赤峰
商会多次组织企业家开展家乡行
活动，一大批在外的赤子精英回乡
考察，累计签约项目 16 个，投资近
200 亿元。 （永声）

第二届赤子峰会协议投资额 102.5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