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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7日讯 （记者 杨婷）
7月17日下午，“巾帼绣梦 创引未来”
内蒙古“布丝瑰”民族服装服饰创新创
业大赛决赛在呼和浩特举行。20组大
学生创业选手和10组企业创新选手
用精心设计的民族服装、服饰，为大家
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

随着选手们带着模特陆续亮相，
时尚的改良版蒙古袍、华丽的蒙古族
婚纱、典雅高贵的蒙古族元素礼服、简
约的蒙古族元素职业装、精巧的民族
风饰品不断让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大学生创业组选手刘文丽是内蒙
古师范大学产品设计专业的大二学
生，她设计的“游韵”系列项链和胸针
让人眼前一亮。她说：“我在设计中加
入了蒙古族特色图案和阴山岩画的元
素，来体现我们的民族特色，我希望
通过自己的设计让我们内蒙古的文创

产品更加丰富。”
企业创新组的选手治梅是从锡林

郭勒盟远程赶来参加比赛的，她说：
“通过参加比赛，我们能汲取到更多知
识与灵感，让大家越来越喜欢穿我们
自己的民族服饰。”

经过评委们的点评与打分，大学
生创业组和企业创新组各产生了一等
奖1名、二等奖3名和三等奖6名，入
选前 20强的选手还可以按照自愿原
则在比赛主办方的支持下与企业进行
对接，将优秀设计转化为产品。

自治区妇联主席、妇联党组书记
胡达古拉说：“这次大赛是为了扎实做
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从促
进就业的角度出发，通过激励大学生、
小微企业的不断创新从而帮助就业，
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让民族文化
得到传承。”

内蒙古“布丝瑰”民族服装服饰
创新创业大赛圆满落幕

本报巴彦淖尔7月17日电 （记者
图古斯毕力格）日前，自治区“草原学习轻
骑兵”宣讲团走进巴彦淖尔市，全面深入
地为干部群众宣讲2020年全国两会精
神，深受干部群众欢迎。

当天上午，在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
160余人聆听了两会精神宣讲。自治区

“草原学习轻骑兵”宣讲团成员，内蒙古大
学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李为民以《以势
而新、尽责担当、写好新时代内蒙古发展
的奋进之笔——2020年全国两会精神解
读》为题目，从全国两会的基本情况及主
要特点、全国两会的新方略新任务新部
署、内蒙古贯彻全国两会精神的行动举措
3个方面进行了深入解读。宣讲过程中，
干部群众听得格外认真，不少人边听边
记，接地气的宣讲深受大家欢迎。

乌拉山镇组统委员赵国冬说：“全国

两会精神宣讲既是总结回顾、盘点成绩
的‘战报书’，更是直面挑战、奋发进取的

‘动员令’。今后我们要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扛起政治责任、强化政治担当，在
工作中弘扬‘蒙古马精神’，将脱贫攻坚
等重点工作落实落细，坚决打赢这场硬
仗。”

随后，李为民又深入乌拉山镇东风
一社区、桥南社区与社区工作人员及百姓
进行座谈，零距离为基层工作者和老百姓
解读了全国两会精神，并现场进行了互
动，解答了他们最为关心的民生、就业、医
疗保健等方面的问题。

东风一社区居民张凤英兴奋地说：
“今天李老师深入社区解读全国两会精
神，让我对国家政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李老师还为我们解答了群众最关心的一
些民生问题，让我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

信心。”
本报锡林郭勒7月17日电 （记者

巴依斯古楞 实习生 李晓英）日前，自
治区“草原学习轻骑兵”宣讲团成员、内蒙
古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傅锁根教
授走进二连浩特市，把全国两会精神送到
基层，传递到口岸各族干部群众心间。

宣讲中，傅锁根以《生命 生活 生
产 生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全国两会重要讲话精神》为主题，从
2020年全国两会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发
展思想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把握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八大亮点，把握
精髓要义、全面对标对表，自觉用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指引新时代内蒙古
发展四个方面入手，通过举例子、列数据、
关键词对比等多种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全国两会精神。
聆听完宣讲，二连浩特市发改委党

组书记陈艳豹心潮澎湃：“听了傅教授的
讲授，让我更深刻地领会了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实质。作为一名党员干
部，我将从自身做起，坚定信心、主动担
当，始终不忘自己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肩负的责任与使命，将‘以人民为中心’
始终贯穿于各项工作中，为口岸发展加
油助力。”

当天，傅锁根还深入该市西城社区，
与社区干部群众座谈交流。就全国两会
期间总书记再次提到“蒙古马”精神，怎样
在下一步工作中发扬好“蒙古马”精神，如
何更好地去保护生态，以及作为社区工作
者如何就总书记强调的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更好地为群众服务等问题，与社区党
员干部群众进行了探讨交流。

“草原学习轻骑兵”宣讲团深入
巴彦淖尔市和二连浩特市宣讲全国两会精神

本报7月17日讯 （记者 刘晓冬）7月17日，自
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石泰峰在呼和浩特会
见美国凯西基金会董事局主席顾凯夫一行。

石泰峰对顾凯夫一行到内蒙古考察表示欢迎，并介
绍了内蒙古基本情况及发展优势。双方表示将进一步深
入沟通、深化对接，加强在新能源应用、工业废盐综合利

用、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合作事项落地落实。
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张韶春，自治区副主席

艾丽华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石泰峰会见美国凯西基金会董事局主席顾凯夫

□本报记者 王玉琢 实习生 姚瑞雪

“你家的猪没有大问题，现在天气
热，怕猪长虫和胃口不好，给你留些驱虫
药和健胃药，要是有什么问题及时和我
联系。”7月12日，在准格尔旗纳日松镇
二道柳村村民屈二嬲家中，准格尔旗农
牧局派驻的产业发展指导员杨桂林正在
对猪仔的健康状况进行全方位检查。

“杨指导员一来我们家，水都顾不上
喝一口，就问我近期有什么需要解决的
困难，查看我养的羊和猪。我现在已经
脱了贫，有了杨指导员的帮助，我相信肯
定能早日实现奔小康。”屈二嬲说。

出了屈二嬲家，杨桂林又向纳日松
镇大路峁村靳永清家走去，他准备走访

纳日松镇3个村子的6户人家，为他们
带去种植养殖技术。作为该镇的产业
发展指导员，杨桂林经常性地到村开展
技术指导，或是集中开展理论教学，或
是下地组织田间课堂，或是一对一开展
疑难问题攻关。他和其他55名产业发
展指导员一起肩负着准格尔旗“兴产
业、助脱贫、共致富”的新使命。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
准格尔旗全面推进贫困户产业发展指导
员进村入户开展产业发展指导服务工
作。指导员们坚持“精准施策、精准指
导、精准服务、精益求精”的工作总要求，

当好政策宣传员、技术指导员、服务联络
员等角色。制定贫困户个户方案，科学
指导贫困户发展产业，帮助贫困户解决
产业发展难题，为精准脱贫注入新动力，
解决了产业扶贫“最后一公里”难题。

“成为产业发展指导员后，我会及时
查漏补缺，补充自己知识面欠缺的地方，
购买和借阅了很多关于农业方面的书
籍，只要一有空就阅读并做笔记，尝试将
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切实做好贫困户
的产业发展指导服务工作。”杨桂林说。

“现在搞种植养殖心里有底，遇到问
题就给杨指导员打个电话或是发个微

信，他都会一一回答。还时常来家里现
场讲解养猪羊的疾病预防、日常注意事
项，种玉米也是从春耕备耕到田间管理
再到收割每个方面都讲解得很细，技术
指导很到位，我们搞产业也有信心。”村
民靳永清说。

据了解，准格尔旗精准选派拥有专
业技术的产业发展指导员56名，指导服
务贫困户907户。为提高产业指导员实
际指导能力和业务水平，准格尔旗农牧
局还积极开展产业指导员线上线下培
训，强化理论知识学习，提升产业指导员
素质，从而提升产业指导质量。截至6
月初，准格尔旗累计培训产业发展指导
员112人次，产业发展指导员进村入户
共计 168次，指导服务贫困户 2592户
次。

准格尔旗：产业指导员畅通扶贫“最后一公里”

本报7月17日讯 （记者 刘志
贤）7月17日，记者从内蒙古大学了解
到，国内首款蒙古语“奥云AI合成主播”
由蒙古文智媒体技术联合实验室（内蒙
古大学、内蒙古日报社）与内蒙古奥云信
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共同研发成功。

据了解，“奥云AI合成主播”采用
蒙古语语音合成、蒙汉机器翻译、人脸
关键点检测、人脸特征提取、人脸重
构、唇语识别、手势姿态合成等多项前
沿技术，并结合语音、图像等多模态信

息进行建模训练后，生成与真人无异的
蒙古语AI分身模型，进而提高信息表达
和传递的效率。“奥云AI合成主播”以蒙
古文或汉文新闻稿件为输入，通过蒙汉
相互自动翻译技术生成蒙汉双语稿件，
并通过AI合成技术自动生成与蒙古文
稿件对应的主播视频和双语字幕，可以
对虚拟主播音视频生产编排，一键生成
蒙古语音视频智能播报。该技术的研发
成功对于蒙古文智能信息化和我区智媒
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首个蒙古语AI合成主播问世

□本报记者 柴思源

通过“校园网络安全知识教育培
训”讲座，向学生们讲解日常学习生
活中所面临的网络风险；教师担当

“扫黄打非”工作义务监督宣传员，向
学生发放印有“护苗行动”标语的宣传
物品……前不久，由阿尔山市委宣传
部、阿尔山市扫黄打非领导小组办公
室、阿尔山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
阿尔山市教育局、阿尔山市公安局网安
大队联合开展的2020年“扫黄打非·护
苗”专项行动暨“绿书签”进校园集中宣
传活动在阿尔山市第二小学举行。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有责任通

过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让未成年人远
离含有淫秽色情、血腥暴力等不良内容
的非法出版物，引导孩子们爱读书、读
好书、善读书，打造良好的校园学习氛
围和文化环境。”阿尔山市第二小学校
长乔秀岭说。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反非法反违禁处
处长解明奎介绍：“4月份以来，在全国

‘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领导部署下，
以互联网为主战场的‘扫黄打非·新风’集
中行动在全国各地开展，此次集中行动以

‘净网2020’‘护苗2020’‘秋风2020’三
大专项行动为抓手，清除网上网下文化垃
圾，持续净化社会文化环境。”

据了解，推进“护苗2020”专项行动
旨在大力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

社会环境。主要行动内容包括专项整治
中小学校园周边文化环境，依法查缴含有
有害内容的儿童绘本、卡通漫画及文具、
玩具等文化用品；坚决查处涉未成年人非
法有害网络应用程序及信息，重点整治传
播非法有害信息的学习类APP，扭曲未
成年人价值观的网络小说、漫画，规范清
理涉未成年人信息的映前广告、弹窗；广
泛开展“护苗”正面教育引导工作。

全区中小学陆续复课后，形式多样
的“护苗”行动在校园中广泛开展。克
什克腾旗经棚一中通过“扫黄打非”宣
传月的形式助力“护苗”专项行动，邀请
克什克腾旗公安局民警进校园讲授网
络安全讲座，守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在林西县第二中学“拒绝盗版、从我做

起”的主题特色课程中，学生们在老师
的引导下品读经典著作，学会文明阅
读、绿色阅读；乌海市教育局联合市委
宣传部、市公安局等部门开展校园及校
园周边环境综合整治专项督查，工作人
员们先后前往乌海市实验小学、乌海市
第四中学等学校，对学校内部消防设
施、校园周边文化用品商店等进行仔细
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

“‘护苗’工作意义重大，保护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扫黄打非’部门义不容
辞、责无旁贷。我们将进一步增强责任
感、使命感，全力扫除侵蚀未成年人身
心健康的文化垃圾，为未成年人的健康
成长营造枝叶茂密、生机勃勃的‘精神
防护林’。”解明奎说。

“护苗”，我们在行动

本报7月17日讯 （记者 石向
军）记者从自治区新闻办召开的2020
年上半年全区气候特征及主汛期气候
趋势预测发布会了解到，今年全区持
续干旱，主汛期东部偏东和中西部偏
南地区降水偏多，境内流域可能出现
局地洪涝及次生灾害多发。

上半年，我区降水时空分布不均，
平均降水量为103.3mm，接近常年同
期；全区大部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平
均气温为2.3℃，较常年同期高1.3℃，
为1961年以来同期第6高；多地出现
干旱、暴雨洪涝、冰雹、大风等气象灾
害，致使65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
积444万公顷，成灾面积15万公顷，绝
收面积3万公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3.6亿元。截止到7月14日，全区仍
有干旱面积45.4万平方公里，占总面
积的46%，牧区重于农区；全区23个
旗县出现局地暴雨洪涝灾害，4.9万人
和3.6万公顷农田受灾；36个旗县出现
冰雹灾害，造成35.4万人和17.6万公
顷农田受灾；全区出现7次大范围的沙
尘天气过程。

面对今年严峻的防汛抗旱形势，
自治区气象局主动对接应急管理、水
利、农牧、文化旅游、卫生健康等部门
需求，全面融入地方综合防灾减灾。
与多个部门开展联合会商和信息共
享，强化重大气象灾害及次生灾害风
险分析研判，为党委政府科学指挥调
度防汛抗旱救灾提供决策依据。据统
计，各级气象部门上半年发布气象预
警4161条，通过12379向各级防灾减
灾责任人发布预警短信 465.9 万人
次。截至目前，全区共开展飞机人工
增雨作业124架次，火箭作业344次，
地面烟炉作业228次，人工防雹作业
共计144次。全区人工增雨总量6.87
亿吨，防雹保护面积1203平方公里。

进入主汛期，我区应重点关注北部
牧区降水偏少，要做好持续发展旱情的
防御工作；大兴安岭北部林区要做好雷
击森林火灾防范工作；东部偏东和中西
部偏南地区降水偏多，强对流性天气引
发的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灾
害频繁，境内流域可能出现局地洪涝及
次生灾害，要做好防御准备。

我区主汛期旱涝并存

本报 7月 17日讯 （记者 张文
强）自治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医疗防控组近日下发通知，要求各地
充分发挥医疗机构哨点作用，切实做
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通知指出，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医疗机构及其主要负责人务必保
持清醒的认识，坚决克服麻痹思想、

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持续
抓紧抓实抓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工作，决不能让来之不易的成果前功
尽弃。

通知要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
发挥前沿哨点作用，全面落实预检分
诊制度，规范引导发热患者到发热门
诊就诊。其中，基层医疗机构要充分

发挥基层哨点作用，设立临时隔离留
观室，对发热患者进行登记并留观，1
小时内上报卫生健康部门并引导至设
发热门诊的医院治疗。设置发热门诊
医院要发挥专业哨点作用，全面落实
发热患者排查管控措施。“120”院前
急救体系要发挥转运哨点作用，及时
转运和报告发热患者。二级以上医院

应当普遍建立预约诊疗制度，提供门
诊分时段预约、住院预约和择期手术
预约，其中分时段预约精确到 30 分
钟。三级医院应当提供检查检验预
约、门诊治疗预约服务。各医院要不
断优化预约诊疗流程，避免门诊二次
预约导致重复排队的情况，合理分流
患者。

自治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医疗防控组下发通知

发挥医疗机构哨点作用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截至2020年7月17日7时

内蒙古现有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1例 疑似病例1例
7月17日，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发布消息：

□本报记者 张文强

截至7月17日7时，内蒙古现有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1例、疑似病例
1例，均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所有密切接触者均在指定场所进行集中
隔离医学观察，全程实行闭环管理，严防疫情扩散蔓延。

7月16日7时至7月17日7时，内蒙古报告无新增确诊和疑似病
例。

截至7月16日24时，内蒙古报告无症状感染者0例。

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7月17日，无人机镜头下呼伦贝尔草原上的马群。夏日的呼伦贝尔草原一派绿意盎然，洁白的蒙古包和成群的牛羊点缀其中，构筑了一幅和谐的生态画卷。
本报记者 于涛 摄

和谐生态画卷

■上接第1版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回落，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下降。上半年，全区居
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8%，涨幅较一
季度回落0.9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1.0个百分点。全区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同比下降0.3%，降幅小于全
国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

居民收入实现增长，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比值缩小。上半年，全区全体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628元，同比增长
0.5%，由降转增，一季度为下降5.6%。按
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148元，同比下降0.7%，降幅较一季度
收窄5.5个百分点；农村牧区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6369元，同比增长4.9%，由降
转增，一季度为下降4.1%。城乡居民人均
收入比值为3.16，比上年同期缩小0.18。

2020年上半年全区经济
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召开

■上接第1版
村党支部书记陈宝银介绍，2006

年到 2015 年间，友联村在山上打了
100多口井，旱涝保收，让大家没有后
顾之忧。仓储窖可以储存7万吨土豆，
种多少心里都有底，除了满足本村农
民需要，还可以租给外来人。

在友联村，像李继鸣这样的种植
大户有很多，年收入200万元的也不
乏其人。

量身打造集种植养殖、仓储物流、出

口加工、旅游观光于一体的发展布局，友
联村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发挥
出强大的示范引领作用。2019年，友联
村人均纯收入达到2.4万元。

采访中遇到的每一个友联村人，
身上都透着一股奔小康的勤奋和执着
劲儿。虽然他们每天都忙得脚不沾
地，但都是步履轻快，笑意盈盈，掩藏
不住对眼下生活的满足感。

这个全国文明村，打出了属于自
己的奋斗致富牌。

友联村的奋斗致富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