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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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6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
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干
部、驻村第一书记黄文秀同志的先进事
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黄文秀同志研究
生毕业后，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毅
然回到家乡，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投
入、奉献自我，用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
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
之歌。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同志要以
黄文秀同志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在新时代的长
征路上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
励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同志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以蓬勃的朝气和昂
扬的锐气奋斗新时代、展现新作为，党
中央决定，追授黄文秀同志“全国优秀
共产党员”称号。

黄文秀，女，壮族，广西田阳人，中
共党员，1989 年 4 月出生，生前系广西
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理论科副
科长、百色市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党
支部第一书记。2016 年 7 月北京师范
大学法学硕士毕业，同年同月成为广
西定向选调生，被分配到百色市委宣

传部工作。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3
月，挂任百色市田阳县那满镇党委副
书记；2018 年 3 月起担任百色市乐业
县 新 化 镇 百 坭 村 党 支 部 第 一 书 记 。
2019 年 6 月 16 日，黄文秀同志利用周
末回田阳县看望病重手术不久的父亲
后，因暴雨心系所驻村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连夜开车返回工作岗位，途中
遭遇山洪暴发不幸遇难，年仅 30 岁。

黄文秀同志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指引下成长
起来的优秀青年代表，是“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先进典型，是在脱贫攻坚
一线挥洒血汗、忘我奉献的基层党员
干部的缩影。她求学时积极上进，认
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
党的基本理论，到贫困村任职第一书
记后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指导实践，向驻村群众宣
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工作和乡村
振兴的重要论述，推动党的创新理论
在边远山区落地生根。她始终把党的
事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毕业时放弃
大城市工作机会，毅然回到家乡革命
老区百色工作，并报名到条件艰苦的
边远贫困山区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在

脱贫攻坚一线倾情投入、默默奉献，奋
斗至生命最后一刻。她把扶贫之路作
为“心中的新长征”，全身心扑在工作
上，遍访建档立卡贫困户，手绘“民情
地图”，往来奔波于崎岖的山路，跑项
目、找资金、请专家，组织贫困户成立
互助组，建立电商服务站解决农产品
滞销问题，有力促进了农民增收、带动
了 全 村 整 体 脱 贫 。 她 对 群 众 满 怀 深
情、真诚质朴，虚心向老村支书请教群
众工作方法，关爱孤寡老人和留守儿
童，发挥自身法学专业优势，积极为村
民化解矛盾，赢得了群众普遍信任。
她性格坚毅、自强自立、克己奉公，尽
管父母长期患病，家境困难，却从未向
组织提过任何要求，始终保持乐观向
上的态度，尊敬孝顺父母，热心帮助他
人，用人格力量感染和温暖身边每一
个人。黄文秀同志把青春和热血都献
给了脱贫攻坚事业，以实际行动诠释
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用短暂而
精彩的人生谱写了一曲新时代共产党
员的奉献之歌。

党中央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
同志都要向黄文秀同志学习。要像黄
文秀同志那样对党忠诚、牢记使命，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自觉把人
生追求与党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与
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积极投身
到 党 和 人 民 最 需 要 的 地 方 和 工 作 中
去。要像黄文秀同志那样心系群众、担
当实干，勇于到条件艰苦的基层一线挥
洒汗水、无私奉献，真心实意为人民群
众干实事、谋福祉。要像黄文秀同志那
样脚踏实地、昂扬向上，深怀饮水思源
的感恩之心，砥砺攻坚克难的进取之
志，勇立潮头，奋力拼搏，用激情和汗水
书写亮丽青春、创造辉煌业绩。

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黄文秀同志
先进事迹纳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重要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结合起来，采取多
种形式广泛开展学习宣传。要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同志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
先进人物为榜样，主动担负起党和人
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勇做走在时代前
列的奋斗者、开拓者、奉献者，在新时
代的长征路上谱写新的华章、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关于追授黄文秀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决定
（2019 年 10 月 10 日）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0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本报记者 包塔娜 胡日查
通拉嘎 金丹

霞飞炊烟起，雁鸣碧草黄。
时值深秋，驱车行驶在大兴安岭

南麓科尔沁草原腹地，目及所至，连绵
起伏的山丘翻滚着金色的草浪，天空
之蓝由浅及深，云朵之动舒卷恣意；森
林、草原、溪流，丘陵、花野、牛羊，如斑
斓的油画渐次铺展。这个拥有保留完
整的原生态杭盖草原美景之地，就是
兴安盟科右前旗的“西大门”——桃合
木苏木。

绿色资源成就心灵牧场
桃合木，汉语意为马鞍之垫，是马

鞍上最柔软、温暖所在。据传，历史上
哈萨尔曾在此狩猎休憩，临走时不慎
将马鞍垫遗落在此，后人为纪念哈萨
尔的到来取名为桃合木。“我们桃合木
草原地域辽阔、风光旖旎、水草丰美，
是极少数原始生态保存最完整，植被
最丰富的天然草原之一。而且，更可
贵的是，这里仍保留延续着蒙古族传
统文化和民俗。”谈起桃合木，苏木党
委书记巴特尔便神采飞扬。

“桃合木草原和那种一望无际的大
草原不同之处在于，这里属于浅山丘陵
草原，山、水、林、田、湖、草兼具，动植物
种类繁多，生态系统完整。”接过巴特尔
的话音，苏木人大主席李英奎介绍，桃
合木的大尾羊，在山涧吃草饮水，半晌
爬坡林间休憩。吃有机牧草，喝天然矿
泉，还要爬山运动，所以肉质肥瘦相宜，
味道鲜美，远近闻名。

据了解，桃合木草原野生资源丰
富。丘陵漫岗地貌，呈温带大陆性季
风气候，日照充足，温差较大，造就了
牧草、野生中草药品种较多。不仅有
黄芪、防风、桔梗等药草和牧草 130 多
种，还有野兔、狍子、狐狸等数十种野
生动物在此繁衍生息。

沿着车辙驶向草原深处，车窗外
随处可见圆形、方形草捆横竖有致，点
缀沃野。此时，一处机声隆隆的草场
吸引了记者。原来这是合力木嘎查牧
民八十五家的草场。他告诉记者，今
年雨水丰沛，牧草茂盛，他家 10000 多
亩草场，雇了几台打捆草机，目前，已
经打好捆的牧草有 800 多捆，预计可产
草 170 万斤。记者了解到，他家饲养着
400 多只羊，70 多头牛，50 匹马，今年
的牧草除了能足量自给外，还有余草
外销，一年下来，收入可达 40 余万元。

秋风掠过，山峦起伏中，草原披上
了彩衣。在一座蒙古包前，记者遇到
了正在挤马奶的牧民那木吉拉和他的
母亲。“他家的酸马奶，是用自己秘制
传统工艺发酵而成，酸香可口。目前
已注册了‘蓝斑人’品牌，成了全旗的
热销品。”据巴特尔介绍，像那木吉拉
这 样 独 具 特 色 的“ 查 干 伊 德 ”（奶 制
品）、“乌兰伊德”（肉制品）合作社全苏
木共有 5 个。“今年苏木整合了 20 万亩

草场，把各具特色的小合作社，整合为
联合合作社，建设桃合木牛示范基地，
培育出知名品牌有机牛，以大产业推
动乡村振兴。同时，作为科右前旗乌
兰毛都大草原旅游区重要组成部分，
以生态草原+有机畜牧产业+民族文化
模式，将桃合木苏木打造成科尔沁文
化体验旅游区。”巴特尔兴奋地说。

钟灵毓秀的“阿爸山”，水清草茂
的“ 额 吉 山 ”，是 桃 合 木 最 负 盛 名 之
地。记者前往距离苏木政府所在地 70
公里处的“阿爸山”，顺着蜿蜒盘旋的
山路驶上停车台，再沿弯曲的石梯顺
山势登顶。放眼望去，辽远的蔚蓝天
空，苍茫的丘陵沃野，摇曳的金黄树
叶，翻飞的欢愉鸟雀，仿佛听得到清风
送来的悠扬马头琴声。

采访途中记者遇到了合力木嘎查
74岁的牧民阿日彬贺喜格，他给记者讲
述了一段传说：历史上的战乱年代，这
片草原的牧民和牲畜，是在云雾缭绕、
植被茂盛的“阿爸山”的庇佑下得以生
存延续。而与其相连遥应的“额吉山”，
用 她 那 丰 饶 的 物 产 滋 养 了 这 里 的 人
们。自古以来，它们就像父亲母亲一样
呵护着它的儿女，为桃合木草原带来吉
祥安康。因此，当地牧民十分崇敬这两
座山，祭拜活动也是自古延续。

“2300 平方公里总面积中，可利用

草牧场 161 万亩，林地 15 万亩，牲畜总
头数近 26 万头只。这里不仅有桃合木
河、阿其郎图河贯穿其中，还有数百条
溪流星罗棋布。空气净透，景色灵秀，
民族文化底蕴浓厚，成就了这片心灵
的牧场。原生态草原的资源禀赋和地
域 特 色 ，就 是 我 们 吸 睛 和 吸 金 的 砝
码。建设‘中国新兴草原旅游目的地’
就是我们的目标。”巴特尔对于桃合木
的优势颇有底气。

绿色产业成就生态家园
在阿其郎图嘎查，记者做客曾任

科右前旗旗委农工部部长的乌日图巴
雅尔家。土生土长在桃合木苏木阿其
郎图嘎查的乌日图巴雅尔，退休后开
始 撰 写 阿 其 郎 图 嘎 查 史 。 在 他 的 笔
下，这片神奇美丽的草原，还孕育着一
脉红色文化的基因。

1955 年，阿其郎图嘎查由革命老
区满族屯分设为牧业嘎查，在第一任嘎
查党支部书记陶特格的带领下，开发利
用无水草原——塔日布嘎沟，建立定居
点，打棚盖圈。短短几年，开发无水草
原近 30 万亩，创下了拥有 36000 多头
只牲畜，人均 150 多头只牲畜的辉煌成
绩。因而，1958年 12月，陶特格书记参
加全国群英会，获“全国劳模”殊荣，阿
其郎图嘎查获得周恩来总理签发的《全
国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国务院奖
状。1958 年 2 月和 1966 年 2 月，阿其
郎图嘎查分别获得由时任内蒙古自治
区主席乌兰夫颁发的《农牧业社会主义
建设红旗单位》奖状。由此，阿其郞图
畜牧业远近闻名，其产品享誉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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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草原+有机畜牧业+民族文化

桃合木：建设科尔沁民俗风情体验地

本报 10 月 10 日讯 （记者 李文
明）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当前全
区各地已进入粮食收获高峰期，其中
小麦已收获完毕，大豆、马铃薯、玉米、
水稻正在收获中。截至目前，全区已
收获粮食 5816 万亩，占预计收获面积
的 56%。

今年以来，我区强农惠农富农政策
支持力度更强，落实更快，农业支持保
护补贴、生产者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
耕地轮作补贴等各项惠农政策继续实
施 ，其 中 大 豆 生 产 者 补 贴 平 均 提 高
12%。在政策扶持和项目带动下，全区
新型经营主体加快发展，通过合作社经
营和土地流转等方式，农业生产规模
化、集约化水平继续提升，节本提质增

效措施落实面积不断扩大，生产发展方
式正在向高质量转变。

针对我区“十年九旱”的特点，今年
我区早部署多争取，防灾减灾取得实
效，粮食生产保持稳中有进的态势。在
年初召开的全区农牧局长和种植业工
作会议上，我区安排部署防灾减灾工
作，要求各地密切关注土壤墒情，强化
信息调度，持续做好土壤墒情监测预
警。春播前，全区各地及时印发《科学
应对厄尔尼诺全力防灾减灾夺丰收预
案》，提早进行预警。干旱、洪涝、早霜
发生后，各级农牧部门积极开展抗灾救
灾工作，指导农民加强田间管理，提供
灾后技术支持，有效减轻了自然灾害对
粮食生产的影响。

全区秋收进度过半

□本报记者 宋阿男

唐飚是包头市九原区环卫局清运
清吸所的一名普通职工，从 2005 年 3 月
参加工作，已从事垃圾清运工作 4 年，清
掏清吸工作 10 年，至今还是临时工。

14 年前，风华正茂、朴实憨厚的青
年唐飚，不顾家人的不理解、朋友的闲
言碎语，甚至于路人的不屑，毅然选择
了垃圾清运这一工作。“这样年轻的小
伙子，有知识有干劲，干点什么不好。”

“年轻人干几天受不了肯定会辞职的。”
在一片质疑声中，他一干就是 14 年，他
的坚持与执著换来了大家的认可。

2008 年，随着所里工作任务加大，
单位扩招掏粪工人，多数人唯恐避之不
及，而他却主动要求成为一名掏粪工
人，面对亲戚朋友和同事的不解，唐飚
说：“环卫工人最脏、最累、最苦，被一些
人瞧不起，可咱们不能看不起自己，咱
们就是要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得到社会

的支持与认可。”
唐飚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

作为一名环卫工人，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他始终努力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发
挥模范带头作用。10 年来，他奔波在城
市 大 街 小 巷 的 厕 所 和 肮 脏 的 下 水 道
内。夏季蝇虫飞舞，臭气熏天，他顾不
得拭去喷溅在身上的粪水。冬季旱厕
结冰，他半蹲半跪用锹镐清理冰冻的粪
便。时间久了，他的嗅觉不灵敏了，身
上的异味怎么也无法去掉，还常因掏厕
所不知掉进了粪坑多少次，他都默不作
声。他认为：“既然选择了这份职业，就
要干好！”多年来，他始终以乐观的心态
积极面对，无怨无悔。

清理化粪池、疏通下水道不仅是
苦、脏、累的活，也是一个具有危险性
的工作，有些化粪池由于多年没有清
理过，积聚着大量的沼气、硫化氢、一
氧化碳等有毒有害气体，弄不好就会
造成人员中毒和沼气燃烧、爆炸等事
故发生。 ■下转第 2 版

唐飚：新时代的时传祥
10 月 10 日，阿巴嘎旗哈乐穆吉养

老服务中心的老人们共同唱响《我爱
你中国》。当日，该中心为老人们举办
了以欢度重阳，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为主题的“不忘初心再起航”党日活
动。重温入党誓词、慰问演出等丰富
多彩的内容让老人们度过了团圆而难
忘的一天。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摄

不忘初心再起航

··榜样的力量榜样的力量

10 月 9 日晚，2019 年中国北京
世界园艺博览会（以下简称北京世
园 会）圆 满 闭 幕 。 内 蒙 古“ 生 命 共
同体”三展区获奖，其中，生命共同
体 展 区（蒙 草 园）荣 获 北 京 世 园 会
组委会最高奖项——大奖；中国馆
内蒙古展区、内蒙古园获得北京世
园会组委会银奖。

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内蒙古参展
北京世园会工作高度重视，自治区
林业和草原局、贸促会等多家单位
持续积极组织。北京世园会内蒙古
展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
讲 话 重 要 指 示 精 神 ，以“ 生 命 共 同
体 ”为 主 题 ，蒙 草 公 司 在 展 园 的 设
计、建 造、运 营 中 强 化“ 融 入 ”的 思
想 ，用“ 尊 重 生 态、师 法 自 然 ”的 手
法，把“山水林田湖草”的生态元素

完整生动地呈现在展园，体现了坚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充分
展示了我区在生态建设方面的探索
和成就，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内蒙古智
慧和方案。

据统计，北京世园会开园期间，参
观中国馆内蒙古展区游客高达 502 万
人次，参观内蒙古园游客近 100 万人
次，参观生命共同体展区（蒙草园）游
客近 55 万人次。三大展区举办近 20
场推介活动，包括省市主题推介活动
和生态科普教育，取得了良好社会效
果。

北京世园会在“绿色生活，美丽
家园”主题下，精彩纷呈、成果丰硕，
是一场文明互建的盛会，110 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120 多个非官方参展方
响应，创历史之最。

北京世园会闭幕
内蒙古“生命共同体”

三展区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