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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7日电 中华全
国青年联合会第十三届委员会全体会
议、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二十七次代
表大会17日上午在京开幕。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向大会的召
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国各族各界青
年和青年学生、向广大海外中华青年致
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说，5年来，在党的
领导下，在共青团帮助指导下，各级青
联和学联组织锐意改革、积极进取，团
结广大青年和青年学生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进程中贡献智慧力量、展现青春
风采，为做好党的青年工作发挥了重要
作用。

习近平指出，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团结奋斗，我们即将夺取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伟大胜利，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的新征程。我国广大青年要
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
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

同亿万人民一道，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
时代的青春之歌。

习近平强调，青联和学联工作是
党的青年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
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青年工作的领
导，关心和支持青联和学联工作，为广
大青年和青年学生增长才干、施展才
华创造良好条件。青联和学联组织要
紧跟时代步伐，把握青年工作特点和
规律，深化改革创新，组织动员广大青
年和青年学生坚定跟党走、奋进新时
代，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贺信全文另发）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
书记王沪宁出席开幕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
部长陈希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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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春兰代表党中央致词。她说，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自觉落实到促进青年成长发
展的实际工作中。 ■下转第3版

习近平致信祝贺全国青联十三届全委会
全国学联二十七大召开强调

坚定跟党走 奋进新时代
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王沪宁出席开幕会

新华社北京8月17日电 习近平致
全国青联十三届全委会和全国学联二
十七大的贺信

值此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十三
届委员会全体会议和中华全国学生联
合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开幕之际，我
代表党中央，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
祝贺！向全国各族各界青年和青年学
生、向广大海外中华青年致以诚挚的问
候！

5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在共青团帮
助指导下，各级青联和学联组织锐意改
革、积极进取，团结广大青年和青年学
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贡献智
慧力量、展现青春风采，为做好党的青
年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
我们即将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

胜利，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
新征程。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
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
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
一道，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
之歌。

青联和学联工作是党的青年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加强对青年工作的领导，关心和支持青
联和学联工作，为广大青年和青年学生
增长才干、施展才华创造良好条件。青
联和学联组织要紧跟时代步伐，把握青
年工作特点和规律，深化改革创新，组
织动员广大青年和青年学生坚定跟党
走、奋进新时代，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
2020年8月17日

贺信

本报8月17日讯 （记者 章奎）8月17日，自治区党委书
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石泰峰深入他所联系的民革区委会走访调
研，并出席座谈会，听取民革成员意见建议。

石泰峰首先走进民革党员之家，深入了解民革区委会工作
开展情况。“同心同行、砥砺奋进”展板集中展示了民革区委会
参政议政、社会服务、发挥特色等方面的工作成绩，石泰峰驻足
观看并听取情况介绍，仔细翻阅民革党员华维光现场展示的科
尔沁沙地生态治理调研报告和珍贵照片。他对民革区委会带
领全区民革党员主动担当作为、认真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扎
实成效表示肯定和赞许。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民革区委会主委白清元介绍了民
革区委会工作开展情况，民革区委会企业家联谊会会长、内蒙
古信泰公司董事长张新，民革区委会“三农”工作委员会常务副
主任、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副所长李玉荣，民革通
辽市科尔沁区支部党员、科尔沁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王志杰分
别围绕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推动农牧业科技创新、加强基层法
律服务等主题作了发言，提出具体建议。石泰峰认真听取发
言，不时询问有关细节，与大家互动交流，要求有关部门认真研
究、积极回应大家提出的问题和建议，一个一个协调解决，一条
一条推动落实。

石泰峰指出，近年来，民革区委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讲政治、重团结、干实事，思想教
育、参政议政、服务社会、自身建设等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
效。希望民革区委会继续发扬优良传统，与自治区党委和政府
携手努力，共同开创新时代内蒙古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

石泰峰强调，要把牢政治方向，提高政治站位，不断巩固共
同团结奋斗的思想政治基础，始终不渝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
谋、好帮手、好同事，切实做到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
向、行动上同心同行。要聚焦使命任务，发挥优势特长，围绕做
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聚焦制约
内蒙古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和事关自治区长远发展的重大
课题加强前瞻性谋划、战略性思考，多谋良策、多献良计、多出
良招，支持和引导广大民革党员及其所联系的群众积极主动投
身经济建设主战场，更好地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献计出力。要
加强民主监督，切实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帮助各级党委和
政府更好地改进工作、推动落实。要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加快探索符合自身实际和特点的社会服务途径，继
续积极参与扶贫帮困、捐资助学、医疗捐助、法律服务等工作，
更多为基层和广大群众谋实事、办好事、解难事。要主动适应
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全面加强自身建设，促进多党合作事业
持续健康发展。

自治区领导张韶春、段志强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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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辽 8 月 17 日电 （记者
戴宏）8月17日，自治区政府在通辽霍
林郭勒市召开全区绿色矿山建设推进
会，总结推广绿色矿山建设的先进经
验，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党
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布小林主持会
议并讲话。

布小林指出，我区是矿产资源大
区，也是重要的生态功能区，推进绿色
矿山建设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各地区
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对标对
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内蒙古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切实把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的要求融入到思想和行动中去，贯
穿在矿产资源规划、勘查、开发利用和
保护全过程。

布小林强调，绿色矿山建设是发
展理念、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要坚持
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强化
改革创新，结合实际探索科学有效的
措施。各地区各相关部门都要履职尽

责，加强协作、主动配合，把绿色矿山
建设的各项工作研究好、落实好。主
要领导要亲力亲为，下决心解决矿产
资源开发对生态造成的破坏问题。

自治区副主席包钢作工作部署。
他强调，要切实增强绿色矿山建设的
紧迫感，准确把握绿色矿山建设的重
点任务，抓好绿色矿山规划编制、露天
采坑生态环境治理、井工矿山生态环
境治理和无主矿山生态环境治理。不
断加大对绿色矿山建设的政策支持，
进一步压实绿色矿山建设中企业的主
体责任、地方的领导责任和部门的监
管责任。

会上，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负责人
通报了全区绿色矿山建设情况，通辽
市政府、鄂托克旗政府、内蒙古霍林河
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呼伦贝尔市
东明矿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发言。

期间，与会代表在霍林郭勒市现
场观摩了部分企业露天矿排土场治
理、采区治理和无主矿山生态治理项
目。

全区绿色矿山建设推进会召开
布小林主持并讲话

本报8月17日讯 （记者 李永
桃 高慧）今年以来，自治区各级各地
努力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
稳投资、抓项目，千方百计稳住经济基本
盘。根据最新调度，全区2020年计划实
施5000万元以上政府投资、亿元以上企
业投资项目3266个，总投资26871亿
元。截至 7月底，已开复工重大项目
2591个，开复工率79.3%。各盟市投资
增速同比排名前三位为锡林郭勒盟、兴
安盟和乌兰察布市，3盟市投资增速同
比分别为69.9%、16%、2.9%。

分建设性质看，今年新建项目
1461个，总投资11628亿元，年内计划
完成投资 2318 亿元。目前，已开工
958个，开工率65.6%；续建项目1805
个，总投资15243亿元，年内计划完成
投资 2836 亿元。目前，已复工项目
1633个，复工率90.5%。

分投资类型看，政府投资项目
1151个，总投资6919亿元，年内计划
完成投资1477亿元。已开复工项目

857个，开复工率74.5%。企业投资项
目 2115个，总投资 19952亿元，年内
计划完成投资3677亿元。已开复工
项目1734个，开复工率82%。

分行业看，产业发展项目865个，
总投资7029亿元，年内计划完成投资
1207亿元。已开复工项目709个，开
复工率82%；城镇（含园区）基础设施
项目356个，总投资1336亿元，年内计
划完成投资351亿元。已开复工项目
268个，开复工率75%；交通项目224
个，总投资3816亿元，年内计划完成
投资584亿元。已开复工项目152个，
开复工率68%；能源项目326个，总投
资6073亿元，年内计划完成投资1028
亿元。已开复工项目235个，开复工
率72%；农林水利项目244个，总投资
1445亿元，年内计划完成投资328亿
元。已开复工项目200个，开复工率
82%；社会事业项目 481 个，总投资
1942亿元，年内计划完成投资455亿
元。 ■下转第3版

我区今年已开复工重大项目2591个

□本报记者 李晗

8月中旬，记者驱车来到乌兰察布
市察右前旗玫瑰营镇望爱村。在起伏
的山丘上，映入眼帘的是漫山遍野的马
铃薯田地，四通八达的黑色滴灌散布期
间。40多岁的种植大户胡国柱正在地
头的简易房前收拾大型农用机械。

“多亏了来自北京的帮扶，让从前的
‘土蛋蛋’变成了如今的‘金蛋蛋’。”6年前，
胡国柱从邻近的旗县来到望爱村，通过土地
流转租下600亩旱田，种起了马铃薯。

由于独特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乌兰
察布市是业界公认的马铃薯产业黄金
带。但农民收入却没有保障。“丰收了
没销路，不丰收没产量，咋种都是亏。”

回忆当初，胡国柱感慨万分。
背靠首府，面向首都，乌兰察布市

找准自身发展定位，紧抓京蒙扶贫协作
的良好机制和平台。2016年，在北京
挂职干部的大力引荐下，来自北京的内
蒙古薯都凯达食品有限公司落户乌兰
察布市京蒙合作产业园，围绕马铃薯做
起了文章。

“从首都来到‘薯都’，两地资源实现
优势互补。目前，公司一期薯条加工厂已
投产运营，去年收购马铃薯7万吨。”内蒙

古薯都凯达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国
平介绍说。截至2019年底，该公司已带
动建档立卡贫困户4343人。

今年，胡国柱与该公司签订了一级
种薯培育基地订单，以每斤0.75元保护
价收购，公司还派技术人员下地指导。
皮肤黝黑的胡国柱擦拭着农用机械，用
洪亮的声音说：“现在手里有了凯达的
大订单，咱舍得浇水、舍得锄草、舍得花
钱。以前都是没本事的人才留在村里
种地，现在大家都能挺起腰杆种啦！”

有订单、有劳力、有技术……有了
全方位的保障，今年胡国柱又一口气购
入土豆播种机、收割机、拖拉机等6台
新型农用机械，准备大干一场。

2019年，乌兰察布市曾经的8个国
家级贫困旗县共引导35家北京企业落
地，落实投资额8.77亿元；双方共建产
业园区11个，入园企业达到184家，落
实投资4.96亿元。

产业是兴旺之基，致富之源。京蒙
扶贫协作开展以来，京蒙两地把产业扶
贫作为脱贫攻坚的根本之策，坚持“所
需”与“所能”结合，“输血”与“造血”并
重，贫困人口参与度高的特色农牧业产
业基地和带动贫困户增收致富的产业
化龙头企业在内蒙古不断开花结果。

■下转第2版

京蒙携手结硕果 草原绽放幸福花
——我区全力推进京蒙扶贫协作纪实

□本报记者 郝斌 于海东
邓玉霞 韩晓宇 郝飚

在乌海这座有 55万人口的中国
书法城里，有约10万名书法爱好者，
不仅知识分子，甚至普通的矿工、村民
都能挥毫泼墨。他们在书法艺术的魅
力中，享受文化小康带给他们的满足
感、幸福感和获得感，王厚孝就是其中
之一。

王厚孝曾是原乌海市海勃湾矿务
局老石旦煤矿的一名普通矿工。他自
小就酷爱书法，一看到有人写书法就
凑过去观看，心中默默临摹。11岁时，
他便开始自己摸索着练习。由于当时
家里经济困难，他的第一支毛笔是从
垃圾堆里捡来的，没有练字的纸张就
用废报纸，为节省墨汁，竟然兑水来
写。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老石旦矿有
一批书法文化底蕴很深的老知青，他
们在矿上宣传栏里的书法字常常吸引
着王厚孝，他有时站在那儿一看一两
个小时。每到过年，这些老知青还会
给矿工们写春联，王厚孝不仅跟着学，
看到一些书法特别美的春联，白天盯
着贴在谁家了，晚上便悄悄地揭下来
拿回家临摹。井下工作很枯燥，但他
有空儿就会拿着木棍在地上书写。

1985年，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乌海

分校成立，他积极报名，经过学习，他对
书法有了更深的理解。凭着这份痴迷
劲儿，王厚孝的书法越写越好，他也因
此由井下工转到地测描图，不久又到矿
里工会工作。2000年之后，随着书法
水平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他学
艺，开班授艺成为他一项重要收入。

2004年，王厚孝感觉自己在书法

道路上遇到了瓶颈，他做了一个惊人
的决定，毅然买断工龄，再加上筹来的
一些钱，自费去北京深造书法。这一
学就是两年，“到北京中国书法院，与
全国各地的书法家相比，我感觉差距
非常大。在那儿我不仅跟老师学，还
向同学请教，让我提高很快。”

学成后，他开始在中国书法界崭

露头角，陆续获得全国第九届书法篆
刻作品展提名奖和第三届兰亭奖提名
奖等重要奖项，这是当时乌海书法家
在全国书法展赛中获得的最高奖项，
因此获得了乌海市10万元重奖。此
后，来他的书法培训班学习的人越来
越多，他不再为自己的生计发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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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是王厚孝一生的挚爱，既让他实现了物质富足，更让他精神富有。 本报记者 韩晓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