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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向平

9 月 9日，阳光明媚，秋高气爽。
一大早，包头市九原区蒙古族小学的
学生们陆续走进校园。

记者在小学一年级 3班看到，汉
语文老师乌兰正在给学生讲课，

“‘天’，天地的‘天’。”她一边用手指向
天空，形象地讲解着“天”字的含义，一
边在黑板上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地写
了一个“天”字，要求孩子们记住。

她说：“今天讲的是第二单元的第
一节课，主要是教孩子们识字，培养他
们识字的兴趣，一旦有了兴趣，教起来
就不那么难了。”

“你觉得今年小学一年级使用的
全国统编《语文》教材编得怎么样？你
们事先有准备吗？”记者问。

“毕竟是国家级水平，挺好的。开
学前，市教育局对我们授课教师进行
了全员培训，区里从孩子们的接受程
度考虑，决定把课时拉长、内容缩减，
进行蒙汉双语授课，这样，孩子们学起
来就不那么吃力了。”

一年级学生苏龙嘎告诉记者：“老
师今天讲的天、地、人、你、我、他，我都
能听得懂，汉语课挺好学的。”

10点钟，随着下课铃声响起，1至
6年级共14个班的学生们，在各自班
级老师的带领下，有序走进操场，按年
级高低依次列队。随后，在体育老师

的示范下，学生们伴着音乐的节奏做
起课间操。

20分钟课间操结束后，学生们又
开开心心地回到了教室。记者在位于
一楼的美术教室看到，23名学生分别
围坐在4个蓝色课桌边，等待老师讲
课。美术老师苏日娜说：“这节课是给
3年级2班学生上的，今天主要教风景
画，让孩子们把万花筒里看到的自己
喜欢的景色，模仿画出来。”

学生柏斯纳从书包里拿出本子和
彩笔，仔细端详着几片树叶的图案，开
始慢慢地画。过了一会儿画好了，“老
师，您看我画得怎么样？”“挺好的，柏
斯纳很棒！”听到老师的表扬，柏斯纳
美滋滋地回到座位上，继续画起来。

九原区教育局副局长翟银柱说：
“自推行国家统编教材工作以来，我们
高度重视，不断加大宣传力度，精准解
读政策，把‘5个不变’通过会议、新媒
体等多种形式，宣传到每位教师、学生
家长中，让他们熟知、理解这项政策，
同时配足配齐优质教师，并对他们进
行了有针对性的培训，确保新学期如
期开学、保质保量完成教学任务。”他
表示，在民族地区推行国家统编教材，
既有利于个人的未来长远发展，也有
利于促进地区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基本前提，我们会旗帜鲜明地落实好
这项政策，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
护”。

九原区：蒙古族小学的新学期新气象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本报巴彦淖尔9月14日电 （记
者 韩继旺）近日，乌拉特前旗乌拉山
镇民族社区活动中心一派其乐融融的
热闹景象，辖区居民欢聚一堂，举办

“邻里心连心 和谐一家亲”为主题的
邻里节活动，大家一起包饺子、展厨
艺、演节目，畅叙邻里情谊，丰富和活
跃社区文化生活。

活动中，社区内的各族干部群众
一起动手分工协作，有的剁馅、擀皮、
包饺子，有的制作紫菜包饭、茶叶蛋等
凉菜，有的带来了奶皮、炒米等民族美
食……一道道居民们自制的精美菜肴
摆的满满当当。不一会儿，热气腾腾
的饺子端上桌，邻里节活动正式开始，
大家围坐在桌边像家庭大聚会一般，

品佳肴、谈发展、话变化。席间，不少
居民迫不及待手持话筒唱起了歌，表
演起了自己的拿手节目，欢歌笑语掌
声不断，让大家感受到了各民族大团
结的浓烈氛围和各民族一家亲的深情
厚谊。

“各民族兄弟姐妹聚在一起参加
活动特别开心，我们当中的许多姐妹
每天都在一起跳健身操，大家都希望
多举办这样的活动，增进我们的感情
和友谊。”社区居民高凤英开心地说
道。今年65岁的高凤英是社区邻里
节的积极参与者，当天她特意带来了
自己制作的小柿子拼盘、调苦菜、肉炒
山药丸子3道菜，并声情并茂演唱了
拿手歌曲《南泥湾》，赢得了大家的阵

阵掌声。
据了解，乌拉特前旗民族社区有

居民住户4619户13162人，常住有蒙
古族、回族、满族等6个少数民族2000
余人，是当地少数民族较多、居住较为
集中、人数较多的社区。

邻里和谐齐欢喜、民族团结一家
亲。近年来，乌拉山镇民族社区牢牢
把握“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的民族工作主题，通过开展丰富多彩
的文化交流活动，将社区打造成为各
民族守望相助的大家庭。

社区充分利用各民族传统节日载
体，开展各种文化联谊活动，将乌拉特
民歌、杭哈民歌、乌拉特服饰刺绣、民族
舞蹈等各类民族非遗文化汇集于社区，

加强各民族间的互通、互学，增进互知
互信。同时，通过组建社区文艺志愿
队、民族文化党小组等微组织，动员各
族群众积极参加社区自编自创自演的
文艺节目，弘扬、讴歌民族团结和睦相
处的好人好事。每年举办社区邻里节、
迎新春民族文化节等各类活动达到20
多场次，推动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加深了各民族居民间的友谊。

民族社区党支部书记马兰翠说：
“我们民族社区是由7个民族组成的
民族团结大家庭，每年我们通过组织
举办邻里节等各种文化联谊活动，拉
近了民族感情，强化了民族友谊、促进
了各民族和睦相处，使民族团结深入
人心。”

民族社区邻里团结和谐一家亲

□钱程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工
作关乎大局，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
族工作，是关系祖国统一和边疆巩固的
大事，是关系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大
事，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繁
荣昌盛的大事。明确民族工作在党和
国家全局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将会为我
们当前和今后的民族工作指明方向。

在实际民族工作中也已证明，无论
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党的民族理论与
政策方针是正确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
问题的道路是正确的。内蒙古自治区
始终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全面加强

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坚持和完善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做到统一和自治相结
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始终
把民族地区的发展放在第一位，让各族
群众切身感受到党的关怀和祖国大家
庭的温暖；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
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守护好各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民族团结作为民族工作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未来的发展中，
要始终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全局
性的工作来谋划，自觉维护国家最高利
益和民族团结大局，牢牢把握各民族共
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主题，推进
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迈上新台阶。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社会发展
的必然趋势，只有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才能使不同文化取长补短、相互认
同，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历史的选择。长
久以来，各民族在共同生活居住、共同
学习交往等活动中，达到一种相互尊
重、包容多样、相互欣赏，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和谐发展现状。内蒙古充分
发扬民族团结优良传统，进一步巩固和
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
新型民族关系，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群众
的合法权益，尊重各族群众的风俗习
惯、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解决各族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和权
益问题，从而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

交流交融。
内蒙古之所以能够率先成功实践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为“模范自治
区”，就是因为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在
党的坚强领导下，始终坚持中国特色解
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始终贯彻落实
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始终维护祖
国统一和民族团结。70多年来，内蒙古
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坚持和完善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始终把统一作为各族群众
的最高利益和最高荣誉；高举民族团结
大旗，始终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
同繁荣发展的主题不动摇，不断巩固和
发展民族团结进步良好局面；坚持一切
从实际出发，精心做好民族工作，各族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深入践行新时代民族团结的责任担当

9 月 14 日，在乌兰察布市
察右前旗金龙农牧业专业合作
社，大型收割机正在收割马铃
薯。马铃薯是察右前旗的主导
产业，常年播种面积 15万亩左
右，目前已形成育种、繁育、推
广为一体的马铃薯良种生产体
系，实现了“耕、种、防、收”全过
程机械化。时下，该旗马铃薯
陆续进入收割期，当地农民抢
抓时机收割、搬运，轰鸣的机器
声奏响了动听的丰收序曲。

本报记者 于涛 摄

丰收序曲

本报鄂尔多斯 9月 14日电 （记
者 王玉琢 实习生 张晓艳）“喂！
妈，告诉你个好消息，房子合同签了，很
快你就能来住了，开心不？”

近日，刘志男在签完一系列协议，
接过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树林召镇农
村产权服务中心颁发的农村产权交易
鉴证书后，赶紧给远在家乡的父母打电
话报喜。接着，他特别将红彤彤的林原
村“新村民证”捧举在胸前，满面喜色地
笑着，让人拍了照，用微信发给二老。

这是鄂尔多斯市也是我区乡镇一
级的首宗农村产权“入市”交易案例。

家住通辽常年外出打工的刘志男，每
每想到住在乡下的父母，不愿进城又无人
照料，就苦恼不已。当他在网上看到达拉

特旗树林召镇农村产权服务中心，发出的
第一期交易信息后，马上来该镇的林原村
看房子。而他看中的那处院子占地900多
平方米，院里有园子，院外就是广场，再说
又离两个姐姐家近，综合各种因素，都是父
母重新定居享受晚年生活的“最优选择”。

“那处院落是我家的，从2013年开
始就一直在闲置。以后我不仅不用维
修房子，而且每年还能获得收益。”户主
张喜对记者说。他又算了一笔账，转让
30年的使用权，不仅盘活闲置的房屋资
产，还有一定经济获利，他觉得这个新
思路对自己也是不错的选择。

而这个“天作之合”得益于达拉特
旗树林召镇，正在探索的农村产权制度
改革，撬动乡村振兴模式的创新之举。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引导农村
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意见》和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农
村牧区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的实施
意见》要求，迎着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春
风，达拉特旗树林召镇去年率先设立农
村产权服务中心，一年来开展了以乡镇
一级为试点的农村产权交易体系建设，
进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
和宅基地使用权出租转让、土地承包经
营权等10多项交易，推动农村闲置的资
源资产入市交易，盘活农村“沉睡”的资
源资产，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春水。

“村民可以将房屋、土地等闲置资
源资产作价后入股村集体合作社，由合
作社提交到农村产权服务中心的平台，

再挂牌交易，交易完成后，溢价部分按
比例留给合作社一部分，剩余给村民分
红。”树林召镇镇长乔有世一语破题。

以合作社为“媒”，树林召镇还希望
通过农村产权入市交易，能够有效引进
人才、项目、资本，撬动设施农业、乡村
旅游等相关产业。

“全国来看，农村闲置资源资产‘活
化’是大趋势，树林召镇的交易主体多
元、内容多元、程序合法，这么多种类的
交易在全国都少见，既符合中央精神，又
切合实际，使城乡要素融合流动，可有效
提高乡村品质，这个模式对全国来说都
有推广的意义。”正在树林召镇进行乡村
振兴基层实践和研究的中国乡建院创始
人、院长李昌平给出这样的评价。

盘活农村“沉睡”的资源资产

鄂尔多斯市首宗农村产权“入市”交易成功

本报9月14日讯 （记者 郭俊
楼）9 月 14 日上午，内蒙古自治区
2020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启
动仪式通过线上直播形式举行。

启动仪式上，国家计算机网络应
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内蒙古分中心负
责人介绍了今年1至6月自治区网络
安全态势，各主题日承办单位负责人
视频致辞，自治区党委网信办相关负
责人宣布“内蒙古自治区2020年国家
网络安全宣传周”正式启动。

内蒙古自治区 2020年国家网络
安全宣传周活动由自治区党委网信办
主办，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
协调中心内蒙古分中心承办，自治区
教育厅、公安厅、通信管理局、中国人
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自治区总
工会、自治区团委等单位协办。宣传
周活动为期 7 天，以“网络安全为人
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为主题，深入宣

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
的重要思想，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网络安全工作“四个坚持”的重要
指示，宣传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的
重大成就和近年来自治区网络安全
工作重要成果，宣传贯彻《中华人民
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及相关配套法
规，加强疫情防控中数据安全和个人
信息保护，以及新技术新应用网络安
全等的宣传普及。

据悉，活动期间将开展校园日、电
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
信息保护日等生动有趣的主题日活
动，以及网络安全应急演练、网络安全
竞赛等线下活动。同时，宣传周以线
上宣传活动为重点，通过数字化展览
会、线上论坛和讲座、在线答题、网络
直播等形式，运用网络新媒体，延展宣
传周期，扩大覆盖范围，打造“永不落
幕”的网络安全宣传周。

内蒙古自治区2020年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

本报9月14日讯（记者 白丹）9
月14日，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召
开第48次党组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
和自治区党委重要会议精神。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那
顺孟和主持会议，党组副书记王波，党
组成员吴团英、廉素、和彦苓、施文学
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经济社
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全国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有关会
议精神和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会议
研究了关于增加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锡

林郭勒盟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
意见、自治区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分党
组工作规则和有关督查工作方案。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结合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更加富有成效地
做好人大工作。要深刻吸取乌海市政
治生态污染的教训，始终绷紧全面从
严治党这根弦，全面检视自身政治生
态建设中存在的差距和问题，堵塞制
度漏洞，消除风险隐患。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召开第48次党组会议

那顺孟和主持
王波吴团英廉素和彦苓出席

本报9月14日讯 （记者 白丹）
9月 14日下午，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召开第70次主任会议，决定自治
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于2020年9月21日在呼和浩特召开。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那顺
孟和主持会议，副主任王波、吴团英、廉
素、和彦苓，秘书长施文学出席会议。

会议通过了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建议议程：审议《内
蒙古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草
案修改稿）》《内蒙古自治区文明行为促
进条例（草案修改稿）》《内蒙古自治区促
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草案）》《内蒙古自
治区土壤污染防治条例（草案）》《内蒙古
自治区精神卫生条例（草案）》《内蒙古自
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内蒙古自
治区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等
4件地方性法规修正案（草案）的议案》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决定（草
案）》；审查批准《呼和浩特市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呼和浩特市市

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定》《呼和浩
特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呼和浩特市节约用水管理条例〉的决
定》《乌兰察布市农用地膜污染防治条
例》《鄂尔多斯市养老服务条例》《巴彦淖
尔市农药污染防治条例》；听取和审议自
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
《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
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
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
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和《内蒙古自治区草
原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并进行专
题询问；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
于绿色矿山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
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预算绩效管
理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高级
人民法院关于全区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
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关于全区县乡人大
工作和建设情况的专题调研报告；听取
和审议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
的报告；人事任免事项等。

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召开第70次主任会议

那顺孟和主持
王波吴团英廉素和彦苓出席

本报9月14日讯 （记者 及庆
玲）9月 11日至 14日，自治区党委副
书记、政法委书记林少春到兴安盟、通
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调研推进国
家统编教材使用情况。强调要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落实推进中解决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国家统编教材
使用在我区不折不扣得到落地实施。

他先后来到扎鲁特旗蒙古族第二
中学、巴林右旗大板第一中学、锡林浩
特市民族小学，走进班级教室和图书
室，向老师、学生详细询问课程设置和
教学情况，与学校领导班子、教师代表
亲切交流，深入了解国家统编语文教
材推进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
难，认真听取大家的想法和建议。他
指出，推进国家统编教材使用是落实
国家政策的必然要求，是自治区高质
量发展的内在需要，更是高素质人才
培养和孩子们未来更加出色的有效途
径。教育系统和广大教师要旗帜鲜

明、毫不动摇贯彻中央决策部署，把关
心关爱民族教师的各项措施落实到
位；师者仁心，要铭记教书育人的重要
使命，进一步细化完善教学方案，保证
教学质量，为孩子们创造良好的学习
成长环境。

每到一地，林少春都选择最偏远
的嘎查，随机深入牧民家中，与大家唠
家常、讲政策，倾听对孩子教育的想法
和心声，对大家提出的顾虑和担忧，一
一耐心解答。希望广大牧民家长充分
理解党和政府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教育
的良苦用心，为了孩子更美好的明天，
履行好家长的责任与义务。各级党员
干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
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工作安排上来，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主动作为，作好表率，耐
心细致做好政策宣讲，发挥妇联、团委
等群团组织和驻村工作队作用，把广大
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解释清楚、解释明
白，把各项工作措施落实到位。

林少春在兴安盟通辽市
赤峰市锡林郭勒盟调研时强调

切实推进国家统编教材使用
这项利国利民政策顺利落地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