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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内蒙古工作的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推动全区文化繁荣发展，深入探索草原民歌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的新路，第十七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
将举办草原云·2020内蒙古民歌大赛（以下简称“大赛”）。

一、比赛组别

大赛设传统民歌独唱类、传统民歌合唱类和改编民
歌类三大类别共 6 个组别。区内 16—60 周岁（1960 年 7
月 1 日至 2004 年 7 月 1 日之间出生）的歌手均可参赛。

（一）传统民歌独唱类。设蒙古族长调、蒙古族短调、
“三少”民族民歌、内蒙古地区汉族民歌（爬山调、漫瀚调、
山曲）4 个组。

（二）传统民歌合唱类。设传统民歌合唱组 1 个组。
潮尔道、希鲁克道、古如歌等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传统合
唱类民歌均可参赛。

（三）改编民歌类。设改编民歌组 1 个组。在传统民
歌基础上经过改编演唱的各种现代风格民歌作品均可参
赛。可有独唱、组合、乐队等不同形式。

二、曲目要求

（一）初赛
所有组别自选 2 首作品演唱。2 首作品须均为传统

民歌，如演唱创作作品不予参评。
（二）复赛、决赛
蒙古族长调民歌组。要求歌手演唱 2 首自选长调歌

曲，并在短调、史诗、乌力格尔、好来宝以及改编民歌等 5
项中任选 1 项演唱。决赛、复赛参赛作品中至少 2 首作品
不得重复。

蒙古族短调民歌组。要求歌手演唱 2 首自选短调民
歌，并在长调、史诗、乌力格尔、好来宝、改编民歌等 5 项
中任选 1 项演唱。决赛、复赛参赛作品中至少 2 首作品不
得重复。

“三少”民族民歌组。要求歌手须用“三少”民族语言

中任选一种语言演唱 2 首传统民歌，并在创作歌曲、其他
语种歌曲、改编民歌等 3 项中任选 1 项演唱。决赛、复赛
参赛作品中至少 2 首作品不得重复。

内蒙古地区汉族民歌（爬山调、漫瀚调、山曲）组。要
求歌手在爬山调、漫瀚调、山曲中任选 2 首传统民歌演
唱，并在二人台、二人转、蒙古族民歌、创作歌曲、改编民
歌等 5 项中任选 1 项演唱。决赛、复赛参赛作品中至少 2
首作品不得重复。

传统民歌合唱组。合唱类仅限民间传统合唱、齐
唱。每个重奏参赛团体成员限制在 20 人以内（包含 20
人），并需要准备 3 首不同的传统民歌团体演唱曲目。演
唱时，要展示原生表演习俗。决赛、复赛参赛作品中至少
2 首作品不得重复。

改编民歌组。要求歌手演唱 2 首自选改编民歌，并
在长调、短调、史诗、乌力格尔、好来宝等 5 项中任选 1 项
演唱。决赛、复赛参赛作品中至少 2 首作品不得重复。

三、时间安排

大赛分初赛、复赛、网络投票、决赛、草原民歌大赛获
奖作品演唱会 5 个阶段。

（一）初赛（7 月 28 日—8 月 16 日）
①7 月 28 日—8 月 12 日：参赛者填写报名表，按照

MP4 格式录制 2 首民歌视频，将报名表与视频一同发送
至大赛组委会。

②8 月 13 日—8 月 15 日：大赛组委会组织专家评审
参赛选手提供的视频，根据技巧、风格、艺术表现力三个
方面，评选出 200 名选手进入复赛。

8月16日，草原APP和呼陆客APP公布复赛入围名单。
（二）复赛（8 月 17 日—8 月 31 日）
①8 月 17 日—8 月 24 日。进入复赛的选手，按照大

赛各组别具体要求，完成相应参赛内容的视频录制，报送
至大赛组委会（须于 8 月 24 日前按照要求报送，否则视为
退出比赛）。

②8 月 25 日—8 月 30 日。组委会组织专家根据歌手
提供视频，评选出 30 名蒙古族长调组选手、30 名蒙古族

短调组选手、15 名“三少”民族民歌组选手、15 名内蒙古
地区汉族民歌组选手、10 名传统合唱组选手、20 名改编
民歌组选手共 120 名进入决赛。

8月31日，草原APP和呼陆客APP公布决赛入围名单。
（三）网络投票（9 月 1 日—9 月 7 日）
网友登录草原 APP 和呼陆客 APP 民歌大赛频道，对

120 名入围决赛的选手进行线上投票。
（四）决赛（9 月 8 日—9 月 12 日）
专家评审组根据复赛作品及网络评选综合评分，评

出 6 个组的一二三等奖。未获一二三等奖的进入决赛的
选手，每组评出 6 名获优秀奖。

9月12日，草原APP和呼陆客APP公布决赛获奖名单。
（五）草原民歌大赛获奖作品演唱会（9 月 28 日，含

颁奖）
大赛组委会邀请部分一二三等奖、优秀奖选手到呼

和浩特市举办现场演唱会并颁发获奖证书，同步进行网
络直播。

四、报名方式

2020 年 7 月 28 日—8 月 12 日，参赛者下载草原 APP
和呼陆客 APP，点击民歌大赛频道进行报名。按要求填
好报名表，连同参赛视频发送至大赛组委会。

联系人：孟根花、刘森布尔
联系电话：0471-6659824
邮箱：cyy2020nmgmgds@163.com

五、评选规则

参赛选手所提供的视频资料不得进行编辑,必须同
期录音，如不同期录音，组委会将取消该选手入选资格。
具体要求如下：

①选手必须面向摄像机或者手机镜头，半身拍摄，以
确保演唱清晰可见。

②发送视频时须注明个人或团队名称和参赛曲目、
时长等信息。视频中不得有显示报送单位、参赛选手等
信息的字幕和场地布景。

③报送视频时需附带该作品的名称、流行地区、传承
人、时长等信息。

④报送视频不得进行艺术美化性质的编辑，包括图
像和音频，且必须为同期录音，严格要求声像同步。

⑤参赛选手一律不得使用伴奏带，如需伴奏必须为
现场伴奏。现场伴奏人员须与参赛者一同出现在视频
中。乐队、组合表演，必须全体成员一同出现在视频中。

⑥报名资料不予退还。参赛作品版权归参赛者所有，
大赛组委会有权使用参赛者的信息进行与评奖活动有关
的宣传活动，如发布获奖作品信息等。大赛获奖及展出作
品，大赛组委会享有作品的印刷出版权（含电子出版）。

六、传播平台

大赛官方媒体为内蒙古日报社草原云·草原APP和草
原云·呼陆客APP。内蒙古日报社全媒体平台同步传播。

七、奖项设置

（一）一二三等奖（48 个）
一等奖（6 个），每组各 1 名。
二等奖（12 个），每组各 2 名。
三等奖（30 个），每组各 5 名。

（二）优秀奖（36 个）
每组各 6 名。
注：本次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

草原 APP 下载二维码 呼陆客 APP 下载二维码

第十七届中国第十七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内蒙古草原文化节
草原云草原云··20202020内蒙古民歌大赛开始报名了内蒙古民歌大赛开始报名了！！

本报呼和浩特 7 月 26 日讯 （记
者 郑 学 良）“ 此 次 专 项 整 治 及 巡 察
中，我们深入落实自治区纪委监委和
市委关于整治国有企业‘乱象’的指示
要求，聚焦‘李建平案’暴露出的国企

‘十乱’问题，突出问题导向，以案为
鉴、举一反三，以国有企业经营管理、
党的建设为重点，开展‘点对点’排查
整治，确保问题查找到位，整治靶向精
准。”呼和浩特市纪委监委第五监督检
查室负责人说。

近日，由呼和浩特市纪委监委相
关负责人带队的 8 个专项整治工作组
分别进入全市 36 家国有企业，向国有
企业及相关监管部门主要领导现场反
馈专项整治和巡察“回头看”发现的企
业经营管理、党组织建设、履行主体责
任和监督责任、公司法人治理、选人用
人等方面问题。

自 2019 年 10 月起，由呼和浩特市
纪委监委牵头，该市委组织部、委巡察
办、国资委、审计局密切配合，以资产

家底清、经营状况清、存在问题清、整
改思路清为目标，对全市 36 家国有企
业开展“清仓见底”式的摸底清查和全
面整治，并同步开展了巡察“回头看”，
对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梳
理，对企业经营状况进行全面审计，分
别出具 36 份专项整治报告和专项审计
报告，实现国企整治全覆盖。

“专项整治中，我们重点了解了企
业在党的建设方面是否存在党委班子
不健全，‘三重一大’制度落实不严格，
企业‘三务’公开不彻底，公务用车存
在私用、长期借用等以及企业经营管
理方面是否存在账户管理不规范，制

度执行不严格，派驻监督作用发挥不
够等问题。”第三专项整治工作组负责
人介绍，工作组深入企业内部听取管
理人员尤其一线职工群众意见，调取
相关资料、发放调查问卷、开展实地明
察暗访等，目的就是要对企业精准画
像、精准监督。

专项整治过程中，除了充分发挥
巡察监督的利剑作用，呼和浩特市纪
委监委还着力于突出政治监督，督促
企业党组织建立政治责任清单，推动
照单履职，坚持对单问效；加强日常监
督，通过明察暗访、专项监督、驻企调
研等方式，及时发现问题，推动整改落

实；强化派驻监督，统筹企业派驻人
员，紧盯主体责任、聚焦“关键少数”、
突出重点环节，及时下发监督清单和
问题清单，通过制发提醒函、建议书、
督办单，实施全流程监督。

截至目前，各专项整治工作组累
计听取汇报 37 次，列席企业相关会议
9 次，调取查阅会议记录、企业账目、财
务凭证等各类资料 74652 份，发放调
查问卷 3352 份，与 582 名企业管理人
员和一线职工进行谈话，实地走访 54
次 ，共 发 现 问 题 662 个 ，提 出 书 面 建
议 200 条 ，推 动 104 个 问 题 立 行 立
改。

“下一步，我们要对企业领导班子
进行集体约谈，对‘一把手’进行单独
约谈，压紧压实整改主体责任。对整
改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监督，逐企建立
台账，逐项对账销号，实现整改闭环。
对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的严肃追责问
责，推动专项整治取得实效。”该市纪
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呼和浩特：“专项整治+精准巡察”推动国有企业以案促改

□本报记者 额尔敦
实习生 刘俊平 刘睿昕

夏日时节阳光明媚，田地里一派繁
忙景象。66 岁的达拉特旗中和西镇乌
兰计村村民赵成元一早就准备去地里
忙活，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他 60 多亩
地都是由驻村工作队、村两委成员帮助
完成播种、施肥的，就连地里的滴灌带
也没花一分钱。

赵成元是土生土长的中和西人，早
年间夫妻俩种地、养羊，日子也算过得
去，可是儿子的一场大病让这个家庭变
得一贫如洗。2017 年，赵成元一家被
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这几年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经
过我自己的努力终于把儿子看病时欠
下的外债还得差不多了。我的羊也从
最初的 10 来只发展到现在的 60 多只，
每年都能卖 10 来只，各项惠民补贴也
不少，收入还是很可观的。”赵成元说。

起初，由于对扶贫政策不了解，勤
劳耿直的赵成元对于贫困户这个头衔
很是反感，认为成为贫困户是件丢人的
事儿，不愿意与帮扶干部交流。了解到
这一情况后，乌兰计村两委成员、驻村
工作队、帮扶责任人隔三差五就到赵成
元家中和他拉拉话，渐渐地在大家的耐
心解说下，赵成元终于愿意听一听为他
制定的帮扶措施。

2018 年赵成元从原来的旧土房搬
到了新建的砖瓦房中，还没入住，民营
企业补贴资金 3 万元、中和西商业联合
会资助资金 3000 元、危房改造资金 4 万
元就打到了他的卡上，七七八八算下
来，自己掏了不到 1 万元就住上了 60㎡
的新房，老两口心里乐开了花。“不只是
住新房高兴哇，搬在这儿我浇地也方便
多了，水、电啥的都能用得上，这么一来
我种庄稼就打了包票了。”

之后，赵成元将产业发展资金 1.2
万元、专业合作社分红 1800 元全部用
来买羊，开始了靠养殖业挣钱养家的日
子。第二年他就收入了 2 万多元。回忆
起当时的场景，赵成元颇为感慨：“看着
包扶干部一趟趟往我家跑，帮我算账、
联系卖家、解读政策，我觉得他们值得
信赖，也有了脱贫的信心。我们真是赶
上了好时代，有党的好政策和为民务实

的好干部，一定能脱贫！”
2019 年利用补贴资金 1.5 万元，赵

成元在自家房的西侧建起了棚圈，以前
他家的羊都是在 3 里地以外别人家的羊
圈里圈着。“那会儿没有自己的羊圈，每
天放羊还得走老远去别人的羊圈找羊，
现在可方便了，一出门就能铡草喂羊
了。”赵成元妻子郭埃梅乐呵呵地说道。

2019 年，包扶单位旗统战部帮助
申请资金 8000 元，在羊圈旁帮赵成元
打了口井，有了这口井，羊圈周围的 3 亩
荒地被充分利用起来，种上了绿油油的
苜蓿。被问到这口井作用大不大时，赵
成元连连说道：“这口井可是打好了，一
来能让荒地变成了苜蓿地，羊有了口
粮；二来荒地上有了庄稼对整个环境卫
生也有好处。”

2020 年初，村里的养殖大户、爱心
人士给赵成元捐了 8 只基础母羊和 2 个
羊槽；平日里，赵成元带着儿子去达拉
特旗看病，邻居就帮着郭大娘喂羊、浇
地；每年秋收，党支部书记郭二小都帮
着赵成元掰玉米、做农活······讲到自
己身边这些数不清的邻里情、老乡情，
赵成元总是有说不完的感谢。

吃水不忘挖井人，脱贫不忘感党
恩。乡里乡亲的帮助让他萌生了一个
新想法：我也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去帮助别人。听闻村里筹划人居环境
包片分段打扫卫生工作，赵成元主动请
缨参加。“别的我老汉干不动，打扫卫生
我还是能行的，给我也安排上一段路，
我保证每天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自从
赵成元有了包片清扫区域，每天天不亮
就扛着扫帚出发了，利用去地里忙乎前
的时间就把入村道路打扫得一尘不染，
碰到有乱扔垃圾的村民，赵大爷免不了
教育一番：“不要乱扔了哇，家家户户都
有垃圾桶，多走两步就扔垃圾桶里面
了，人人都注意搞好环境卫生，咱们社
才能进步！”

说到将来，赵成元信心满怀：“脱了
贫感觉一身轻，这两年羊肉价居高不
下，我还要好好养羊、扩大规模，争取把
自己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赵成元夫
妇的脸上堆满了笑意。采访接近尾声，
赵成元对着驻村工作队嘱咐道：“我在
门前这点儿地里撒了西瓜籽，七八月你
们都来我们家吃西瓜来，一个也不能
少。”

赵成元：“摘帽”贫困户的幸福生活

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小朋友在呼和浩特市赛罕
区黄合少镇西讨速号村欣丰农
业产业园里采摘葡萄。日前，
为期一周的葡萄亲子采摘周开
幕，美味的葡萄和形式多样的
亲子活动让欣丰农业产业园人
气爆棚。该产业园集采摘、水
上娱乐、农家 DIY 为一体，以
葡萄为媒介，为市民过周末提
供了一个休闲娱乐好去处。近
年来，赛罕区打造了大批包括
葡萄种植在内的绿色生态种植
采摘园，延伸休闲农业产业链，
培育农旅融合新业态。

本报记者 安寅东 摄

葡萄为媒
培育农旅融合

新业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