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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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致信
祝贺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向长期致力于
传承弘扬甲骨文等优秀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们
表示热烈的祝贺，并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殷墟甲骨文的重大发
现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
代的意义。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
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根脉，值得倍加珍视、更好传承发展。

习近平强调，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党和国
家高度重视以甲骨文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和发展，多部门多学科协同开展甲骨
文研究和应用，培养了一批跨学科人才，经过
几代人辛勤努力，甲骨文研究取得显著成就。
新形势下，要确保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有人
做、有传承。希望广大研究人员坚定文化自
信，发扬老一辈学人的家国情怀和优良学风，
深入研究甲骨文的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促进
文明交流互鉴，为推动中华文明发展和人类社
会进步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贺信全文另发）

纪念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座谈会 1 日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
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
兰在会上讲话。她说，甲骨文是千年中华文明
的鲜明标志，也是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要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贺信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进一
步深化甲骨文研究和应用，加强收藏保护，做
好整理和信息标注，确保文物安全。要推进著
录考释，综合运用人工智能识别等技术手段，
推动研究实现新突破。要加大对甲骨学人才
培养的支持力度，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不断
提升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要推进活化利用，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国际交流，彰显
甲骨文的文化魅力和时代价值。

有关专家代表和教育部、河南省负责同志
在座谈会上发言。

1899 年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华文明乃至人
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甲骨文是汉字
的源头，是千年中华文明的标志，具有崇高的
象征意义。作为世界四大古文字之一，甲骨文
也为推动世界文明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成功
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习近平致信祝贺甲骨文发现和研究 120 周年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 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值此甲骨文发现和研究 120 周年之际，我谨向长期致力于传
承弘扬甲骨文等优秀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并
致以诚挚的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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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
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值得
倍加珍视、更好传承发展。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以甲骨文为代表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多部门多学科协同开展甲骨文研究和
应用，培养了一批跨学科人才，经过几代人辛勤努力，甲骨文研究取
得显著成就。新形势下，要确保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有人做、有传
承。希望广大研究人员坚定文化自信，发扬老一辈学人的家国情怀
和优良学风，深入研究甲骨文的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促进文明交
流互鉴，为推动中华文明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
2019 年 11 月 1 日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 日电）

贺信

本报乌海 11 月 2 日电 （记者 郝
飚）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冬季
运动会的脚步日益临近，乌海市的干部
群众对“十四冬”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
大家纷纷通过网络、电视等各类媒介关
注“十四冬”建设进展和筹备情况，这场
自治区首次承办的国家级大型冰雪盛
会已成为乌海干部群众期盼的一件大
事。

这几天，在乌海市行政中心一楼的
醒目位置，每天都在滚动播放有关“十
四冬”的宣传片，吸引来往工作人员驻
足观看。“此次‘十四冬’的举办对内蒙
古来说意义重大，也让身为一名内蒙古
人的我很是自豪，这不仅是自治区首次
承办这样全国性的大型冰雪盛会，更是
一次展示内蒙古形象、发展内蒙古冰雪

运动的绝佳机会。”乌海市文体旅游广
电局工作人员李艳红说。

“这几天新闻说‘十四冬’各比赛地
都在紧锣密鼓地做好赛事筹备工作，这
是全内蒙古的一件大事，希望到时可以带
着家人去呼伦贝尔等举办地一睹‘十四
冬’盛况，为运动健儿们加油助威。”乌海
市体育中学教师张晓红说。

“乌海的冬天有着丰富的冰雪资
源，作为一名滑雪爱好者，希望借助全
国第十四届冬季运动会在内蒙古举办
的有利契机，推动大家对冰雪运动的热
爱，让更多人在寒冷的冬季走出家门，
参与到冰雪运动中去。”乌海市民鲁翔
说。他告诉记者，每年冬季，乌海市金
沙湾景区的滑雪场是很多人开展滑雪
运动的好去处。

乌海市干部群众热切关注“十四冬”

11 月 2 日，两名少年跆拳道运动员
正在进行男子 32 公斤级竞技比赛。当
日，2019 年全国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内
蒙古站暨跆拳道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联赛
在呼和浩特市举行。由内蒙古自治区体
育局主办，内蒙古跆拳道运动协会、内蒙
古正格武道馆共同协办的本次比赛，首
次把青少年跆拳道比赛社区化，提高了
青少年参赛的便捷性和频率。

本报记者 马建荃 摄

少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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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实习生 马刚

“这一册册台账，就是一颗颗诚挚
滚烫的心啊。”

10 月 25 日，阿尔山市温泉街河滨
社区党支部书记李东洋捧着十几册《民
情台账》动情地说：“这里面记载了社区
干部、社区志愿者融入社区群众、同群
众水乳交融的感人故事。通过一次次
的为民服务，社区的党员、干部们经历
了一次次的心灵洗礼，有效解决了与居
民群众的‘一步之遥’问题。”

从 2018 年 5 月起，河滨社区启动了
“访民情、知民意、争做百姓贴心人”主
题实践活动，在 100 多名社区党员、干
部和民生志愿者中激荡起真情的涟漪。

融入群众，从记好《民情台账》开始
河滨社区的党员、干部把《民情台

账》作为与群众风雨同舟、血脉相连的
重要载体，记百姓难事、写《民情日记》，
一个个民生问题记挂在他们的心坎上，
一件件为民之举架起了基层党群、干群
之间的“连心桥”。

记者翻阅了河滨社区的《民情台
账》。“群众反映的问题：丰华小区乱堆
乱放杂物太多。问题办理情况：社区党
支部联合阿市综合执法局清理了全部
杂物。群众是否满意：满意。”“群众反映
的问题：连日下雨，龙兴家园地下室进
水。问题办理情况：社区工作人员入户清
理积水，清掏干净。群众是否满意：满
意。”“群众反映的问题：河西平方区李云
松夫妇年岁大，没有力气为自家大棚浇
水。问题办理情况：社区干部、在职党
员去帮忙，帮助李云松夫妇浇水。群众
是否满意：满意。”⋯⋯社区干部每天或
每周该办什么，重点解决哪些民生诉
求，台账上记录得清清楚楚。

河滨社区副主任、六委居委会主任
任玉霞在《民情日记》中这样写道：“今
年 8 月的一天，快下班时，社区电话铃声
突然响起。我接起电话，棚户区居民王
阿姨急促地说，她家跑水了，满地都是，
不知如何是好。我听到后，先安稳王阿
姨的情绪，然后第一时间联系物业维修
人员，与维修人员一起赶到王阿姨家。
经过几个小时的‘奋战’，自来水管终于
修好了。大半年来，我积极协调物业部
门，努力解决小区居民的难事、烦心事，
再苦再累我也要坚持下去。”

心系民生，既管“鸡毛蒜皮”，又管
“缺吃少穿”

社区干部“管”什么？有人说，他

（她）们每天干的是“婆婆妈妈”的事，接
触的是“婆婆妈妈”的人。而河滨社区
党支部书记李东洋是这样认为的，如果
社区干部“心中想着群众、脑中装着群
众”，那么我们就应该每天从一点一滴
做起，从能够办到的事情抓起，因为我
们管的是百姓之喜怒、苍生之疾苦。

在“访民情、知民意、争做百姓贴心
人”主题实践活动中，河滨社区党支部
发动社区党员、干部及包联单位干部职
工，深入基层接地气、面对面与群众交
流、积极办实事解难题，拉近了党员、干
部与群众的距离，得到了群众的真心拥
戴。

今年 2 月，居民代表陈俊丽来社区
反映，园丁小区 8 号楼 3 个单元的楼栋
门年久失修、破损严重，直接影响 36 户
居民的生产生活。社区主任朴淑秋当
即联系该小区的包联单位阿市直属机
关事务服务中心，协调 1.5 万元资金，为
居民们更换了楼栋门，解决了群众的

“后顾之忧”。
卧 龙 城 小 区 7 号 楼 居 民 李 宝 诚 ，

2018 年 10 月突发急性脑炎，先后在兴
安盟人民医院、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
院等治疗，住院费用总计 100 多万元。
巨额的医疗费用，致使李宝诚夫妇一贫
如洗，家徒四壁，还欠下很多外债。在
李宝诚夫妇濒临绝望之际，河滨社区伸
出了援助之手。今年 8 月，社区党支部
协调相关部门，为李宝诚家申请了 10
万元救助资金，缓解了李宝诚夫妇的燃
眉之急。

守望相助，以赤子之情赢得民心
据介绍，河滨社区 1305 户居民中，

低保户、残疾人和老弱、空巢等弱势群
体达 300 户，占比 20%以上。

今年以来，为解决辖区群众尤其是
弱势群体的生产生活难题，河滨社区陆
续开展了扶贫济困、走进居民家中义务
劳动、学雷锋志愿活动、红袖标治安巡
逻、小区环境整治等为民便民措施，进
一步增进了居民群众对社区的认同感
和归属感。

“访民情、知民意、争做百姓贴心
人”主题实践活动开展以来，阿市温泉
街河滨社区先后为辖区群众解决了 800
余件民生诉求，涵盖了就业、社会保障、
物业、邻里纠纷、大病救助等群众“急难
怨盼”。

“难题共同面对，烦恼一起承担，快
乐彼此共享”。河滨社区的党员、干部
们用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般的赤子之情，
将社区党群、干群的心紧紧连在了一
起。

你离群众越近
群众和你就越亲

□本报记者 刘向平 实习生 辛玥

“以前这条路被大货车碾压得不
成样子，比搓板路还颠，我们拉点儿瓜
果蔬菜出去卖，每次都会颠烂不少，很
闹心。现在这路，平展展的真舒坦，政
府给我们办了件大好事啊！”包头市九
原区哈业胡同镇打不素六村村民李美
人指着新修好的柏油路高兴地说。

李美人说的这条路叫银梅专线，
途经打不素村和民胜村，村内全长 2 公
里，是这 2 个村 4000 多村民和天佑生
态休闲农业园、悠然农业合作社等 4 家
农业企业通往外界的主干道，也是当
地农副产品外运和游客往来的唯一通
道。

去年底，这两个村的村委会将村
民 的 意 见 反 馈 给 镇 人 大 代 表 。 今 年

初，哈业胡同镇十六届人代会第三次
会议上，通过人大代表票决制，将银梅
专线修复确定为 2019 年镇里的民生实
事项目。项目动工后，不到 20 天时间，
昔日的“闹心路”就变成了如今的“幸
福路”。

“人大代表履职的一项重要内容
就是体察民情、反映民声，真心实意帮
助群众解决困难。”为银梅专线修复工
程跑前跑后的哈业胡同镇人大代表王
有福说。

“原以为修路的事儿人大代表不
会管，没想到村民们多年来的夙愿这

么快就实现了。”打不素村党支部委员
郭贵生说。

作为自治区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
决制试点地区，2019 年，九原区在全区
范围内探索实施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
表票决制工作，将民生实事项目的征
集、决定、监督、评价等诸多环节，引入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轨道上来，充分发
挥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这 一 民 主 主 渠 道 作
用，以票决形式确立了全年民生实事
16 项，涵盖人居环境、社会保障、就业
创业、教育医疗等多个领域。

“票决制是将政府职能与群众需

求精准对接，把话语权、决定权和监督
权实实在在地交到人大代表手中，让
他们真正代表人民说话、做事。”九原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开玉解释说。

“ 看 看 我 们 小 区 现 在的环境，和
新建的小区没多大区别吧？这一切的
变化主要归功于人大代表，是他们为
我们老百姓办了实事。”赛汗街道青
年 社 区 居 民 李 凯 治 老 人 深 有 感 触 地
说。

青年社区的改造，是九原区在征
集居民建议后，今年由区人代会票决
通过的民生 实 事 项 目 之 一 。 社 区 主
任兼副书记丁俊秀说：“通过老旧小
区 改 造 ，青 年 社 区 多 年 来 的 管 网 老
化、路面破损、环境脏乱等问题都得
到一次性解决，现在再也听不到居民
抱怨了。”

■下转第 2 版

“票决制”的良性互动效应

□本报记者 李文明 张慧玲

秋收接近尾声，通辽市科尔沁区
钱家店镇的农田里，一座座红色或蓝
色的机井房显得格外惹眼。

“我们这里是科尔沁区高效节水
浅埋滴灌项目区。浅埋滴灌管带在播
种的同时埋入地下，灌溉方式由过去大
水漫灌的‘套餐’变成了选择性更强的

‘自助餐’，把传统的浇地变成了浇苗，实
现了节水、省工、省时、省力。”钱家店镇
副镇长王君指着远处的玉米田介绍道。

位于世界两大黄金玉米带之一的科
尔沁区，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近年来，由于地下
水严重超采，科尔沁区积极转变农业用
水方式，大力推广高效节水项目。

“过去，这里打一眼机井三四十米
深就能出水。这几年，地下水位严重下
降，要打 100 多米深才有水，推广浅埋
滴灌节水技术势在必行。”王君说，钱
家店镇从 2013 年就开始试点膜下滴
灌。为了保护环境，控制农膜使用，镇
里从 2017 年起搞浅埋滴灌，目前这一
技术已经大面积推广。

“以前农忙浇水的时候，不论白天
还是黑夜，大伙儿都得拿着铁锹去地
里守着，有冒水的地方及时堵住。现

在，项目区机井全部配置了远程用水
监控设施和灌溉用水计量设施，自己
拿着手机，一个人轻松伺候几十亩地，
种地变得轻松多了。”说起浅埋滴灌的
好处，钱家店镇项家村村民李可仁如
数家珍。

李可仁说，过去大水漫灌，浇一亩
地至少需要一个半小时，光电费就要
20 多块钱。现在用上浅埋滴灌技术，浇
一亩地只需要 20 多分钟，能节省 50%
至 60%的水，花六七元钱就能完成。项

目区还用上了“水肥一体化”技术，利
用 灌 溉 的 机 会 连 水 带 肥 浇 到 庄 稼 根
部，提高了水肥利用率。“以前每亩地
能种 3700 株玉米，现在打破原来的田
埂，种植密度增加到了 4500 株，每亩地
至少增产两三百斤。去年，我们的玉米亩
产最高达到了2500多斤。”李可仁说。

“从大水漫灌到膜下滴灌再到浅
埋滴灌，国家对节水和环保的要求越
来越高，我们一定要认真地把高效节
水这项工作做实做好。”王君说，今年
钱 家 店 镇 70%的 耕 地 实 施 了 浅 埋 滴
灌，当地农业经营方式由粗放型向集
约型转变。通过政策宣传、培训和现场
会等方式，当地农民亲身体验到了节
水农业的好处，用水理念逐渐从“要我
节水”变为“我要节水”，发展节水农业
在当地已经成为一种共识。

这样的“自助餐”很可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