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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3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3日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
就特朗普总统夫妇感染新冠病毒致以慰问。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得知总统先生和梅拉尼娅女士感染新冠病毒，我和
我夫人彭丽媛谨向你和你夫人表示慰问，祝你们早日康复。

习近平向特朗普
总统致慰问电

新华社北京10月3日电 10月 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新加坡总统哈莉
玛就中新建交30周年互致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强调，过去30年，
面对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新两国相互
理解支持，与时俱进推进双边关系发
展。两国合作超越双边范畴，在地区和
国际层面发挥示范效应。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
蔓延，各国面临抗击疫情和复苏经济的
双重挑战。我高度重视中新关系发
展。中方愿与新方共同努力，继续以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化各领
域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
贸易，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为
地区和世界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哈莉玛在贺电中表示，新中关系

30年来蓬勃发展，务实合作持续推进，
人文纽带日益密切。面对新冠肺炎疫
情，两国互施援手，共同促进经济复苏、
维护贸易畅通和供应链稳定，还开辟了
许多新的合作领域。我坚信两国关系
将在下一个30年取得更大发展。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新加坡
总理李显龙互致贺电。李克强在贺电
中表示，中方愿同新方一道努力，以两

国建交30周年为契机，坚持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助力两
国及本地区战胜挑战，迎来更加美好的
发展前景。

李显龙在贺电中说，新中两国多年
来打造了强劲和互惠的关系，在地区和
国际舞台上保持良好合作。新方愿同
中方共同巩固维系当今世界的国际多
边架构，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

习近平同新加坡总统哈莉玛
就中新建交30周年互致贺电

李克强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互致贺电

本报呼伦贝尔10月3日电 （记
者 李新军 实习生 周德发）“鹅，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
掌拨清波”。金秋时节，位于呼伦贝尔
市牙克石的呼伦贝尔农垦免渡河农场
的“白鹅戏水”风景线，吸引了大批摄
影爱好者前来这里采风。这是农场灵
活就业职工黄海阳夫妻俩饲养的2万
羽“脱贫致富”大白鹅。

黄海阳是免渡河农场家喻户晓的
致富能手，是率先放养白鹅脱贫奔小
康的典型，被当地人称为“鹅司令”。

2008年以前，黄海阳是农场的救
济户，家里一贫如洗。在农场的帮扶
下，他用农场贴息贷款的5万元开始养
猪。4年下来，黄海阳还清了所有贷
款。这段经历，为他放养白鹅积累了
信心和经验。

2013年，农场鼓励职工发展白鹅
养殖等灵活就业，帮助选择适合养殖
白鹅的场地，并且成活一只鹅雏农场
给补贴5元。黄海阳心动了，经过市场
调查，他了解到鹅不易生病，只需3个
月就能出栏，鹅饲料在农场随处可见，
饲养成本低，经济价值高，见效快。说
干就干。从购买鹅苗、打防疫针，到拌
料喂食，他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小环
节。不懂就看书学习，通过网络查阅
资料；学不会，就请教专家和技术人
员。第一次听到鹅苗欢快的叫声，黄
海阳激动地一宿没睡着觉，憧憬着未
来的幸福生活。

“当年养的 6000 羽大鹅成活率

90%以上，100天卖了5450羽，纯收入
20多万元！”提起养鹅经历，身材瘦削、
皮肤黝黑的黄海阳打开了话匣子。

“万事开头难，干啥都得吃苦！”黄
海阳说，小鹅苗夜晚会挤在一起取暖，
容易被压死，那段时间，他从来不敢深
睡，打个盹就得起来到鹅圈转一圈，驱
散簇拥在一起的小鹅苗。

“人踏实，勤快，爱学习，是个能
人！”是当地人对黄海阳的评价。黄海
阳成了当地远近闻名的特色养殖能
手，8年下来，白鹅数量发展到2万羽，
年收入超过30万元。

看到黄海阳通过养鹅脱了贫、致了
富，大家都来参观学习。无论谁来，黄海
阳都会毫无保留地为他们讲解养鹅“致
富经”。慢慢地，“鹅司令”就成了黄海阳
的雅号。在他的带动下，当地和他一样
的养殖户已发展到6户，免渡河地区养
鹅业也小有名气。如今，日常检查鹅圈、
按比例调制饲料、定量定点喂鹅，上山、
下水遛鹅是黄海阳最快乐的事。

“好日子是干出来的。”黄海阳自
家的日子奔了小康。现在，他在城里
买了楼房，有了私家车，每年忙过4个
月的养殖时间后，还可以外出旅游。
他说：“日子想要过得越来越红火，就
必须撸起袖子加油干！”

随着免渡河地区养鹅业的发展，
黄海阳计划在5年内筹建鹅雏繁殖场
和大鹅屠宰冷冻厂，形成白鹅经济产
业链，吸收、带动更多的灵活就业人员
脱贫致富奔小康。

“鹅司令”的小康之路本报包头 10 月 3 日电 （记者
刘向平 实习生 贾婷婷）9月22日，
以“民族团结助力脱贫攻坚，各族人民
携手共进小康”为主题的包头市稀土
高新区第12个民族团结进步月文艺
汇演在稀土高新区民馨家园广场举
行。

活动现场，来自火炬路社区的15
位演员身穿喜庆的节日盛装，民歌合
唱、笛子独奏、蒙古族舞蹈轮番上阵，博
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其中，展现老一

辈革命家优良传统的扇子舞《东方红》、
歌颂传承民间文化艺术的歌曲《山丹丹
开花红艳艳》、抒发爱国主义情怀的舞
蹈《中华全家福》、富有民族特色的歌曲
《牧民歌唱共产党》等形式多样的精彩
节目，唱出了稀土高新区各族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舞出了民族团结的正能
量，展现出各族人民团结奋进、守望相
助的良好氛围和精神力量。

稀土高新区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扎实开展好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系列

活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民族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现民
族地区各族群众打赢脱贫攻坚战、携
手共进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

接下来，稀土高新区将开展党的民
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宣传教育活动、中华
民族共同体教育活动、做好创建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市等系列宣传活动，全
力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深入践行
守望相助理念，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

样紧紧抱在一起，形成民族团结进步、
社会和谐发展的良好氛围。

稀土高新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
机，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牢固树立

“三个离不开”和“五个认同”思想，推
动各民族“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
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
助”，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鲜，年
年有民族团结进步的丰硕成果，为建
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构筑
强大的精神合力。

包头稀土高新区：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鲜

本报鄂尔多斯10月3日电 （记
者 王玉琢 实习生 高飞）“以往由
于沙柳平茬剩余物没有很好的被利
用，大部分用做薪材，少部分用于生产
中密度纤维板、刨花板，经济价值不
高，也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定期
平茬有利于沙柳促进更新复壮，可以
提供大量的沙柳枝条，而不定期平茬
则会逐渐枯萎死亡。”9月28日，鄂尔
多斯市内蒙古清研沙柳产业工程技术
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一指着眼前这
些用沙柳做成的家具对记者说。

据了解，目前我国每年木材消费
总量约6亿立方米，其中51%依赖于
进口。为缓解木材依赖进口问题和提
高沙柳附加值，清研沙柳从2016年开
始沙柳综合利用方面的研发和实验。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李一和科研团队
成功研制出“一种大规格的沙柳木建
材”的专利技术全自动化生产线，并生
产出一定规格的沙柳木基型材。

李一介绍说，沙柳木基型材具有
防水、防腐、阻燃、环保、弹性模量高、
力学稳定等特点，做成的铁路枕木其
性能及性价比也优于美国复合枕木。
2018年12月，经科技部指定机构进行
科技成果的认定和项目评价，认定清
研沙柳的项目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填
补了国内国际技术空白，属于行业领
军型技术，在林产业领域实现了从中
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重要转型。截至
目前，清研沙柳已获得欧盟发明专利1
项，国内发明专利8项。“我们推广沙柳

与优良牧草套种的科学种植模式，采
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带
动当地农牧民积极种植沙柳，可轻松
实现每亩年收入1000元以上。”李一
说。通过引导广大农牧民科学种植沙
柳，不仅有效改良土壤，还能促进农村
牧区剩余劳动力就业，实现农牧民增
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现在，清研沙柳已初步形成了“科
学种植—沙柳丝条加工—沙柳木绿色
建材—装配化木结构房屋”的全产业
链开发。研发出被动式节能门窗、装
配化木结构建筑、户外景观栈道、新中
式家具等十几种产品，吸引了国内多
家企业前来洽谈合作，2019年企业产
值近千万，同年于内蒙古股权交易中
心正式挂牌。

在一次加工实验时李一发现，加
工型材剩余的沙柳表皮、枝丫和梢部
因无法充分利用而被浪费。这些浪费
的物质能不能再利用？怎么用？李一
与科研团队开展针对性研究。2019
年，他们开始针对沙柳的梢部、主干、
表皮进行全柳利用的研发与示范，并
获得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的专项资
金支持。

“目前研究进展顺利，已做出复合
饲料颗粒，马上要进入检测阶段了，接
下来我们将加快研发沙柳复合板材。”
李一说。这两项研究成果将进一步提
升沙柳平茬剩余物的循环利用率，公
司的生物质新材料研发水平也将迈上
新台阶。

木条变“金条”
沙柳登“殿堂”

□本报记者 郑学良 实习生 云宇璐

马上要进入供暖期了，但对于家
住呼和浩特市土左旗善岱镇里素村的
蒙古族村民云仲来说，这是一件头疼
的事情——年老体弱的他已经没有力
气将过冬用的煤拉回存放起来。

就在这个当口，一个人拉着一车
煤来了，这个人就是他的汉族邻居张
前忠。

“我年纪大了，家里不管有啥事
情，只要一叫他就来了。”今年78岁
的村民云仲是里素村土生土长的蒙古
族，说起他的汉族邻居张前忠，满满的
感激之情。老人讲，从他记事开始，村
里蒙汉同胞之间的相处就一直十分和

谐。
30多年前，云仲的儿子离家求学

后，家里就只剩下他一个劳动力。虽
说庄稼人都能吃苦，可活儿赶到一起，
就吃不消了。

“叔，我大哥不在，以后有啥事儿
只管招呼。”张前忠撂下这句话后，不
管是庄稼地里的活儿还是家里的事
儿，就都担了起来。就这样，一晃30
多年。

里素村是一个有1003户2864人
的行政村，辖3个自然村，其中少数民
族86户。由于近年来村里的年轻人
外出，剩下的少数民族群众，均是一些
年纪较大、行动不便的老年人，云仲就
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村里都是谁家有事儿全村

都会搭把手。将心比心哇，人家怎么
对待咱们，咱们也得记在心里。”云仲
眼中闪着泪光。

互帮互助的文明风尚在里素村蔚
然成风，不同民族间的团结友爱温暖
着这里的人们，里素村还被呼和浩特
市授予民族团结进步村。

在这个阖家团聚的时候，吃着月
饼的张希在不免难过起来。因为他又
想起帮助过他、已经离世的蒙古族邻
居云瑞亮。

他说，小里素村最初只有两个不
同姓氏——张家和云家，张家是汉族，
云家是蒙古族。他年轻时由于家境贫
寒，兄弟较多，一直没有娶妻组建家
庭，只能跟着几个哥哥一起过日子。
后来，邻居云瑞亮给他送来了一笔钱，

他才顺利娶了媳妇。
过了几年，张希在的妻子生了个

大胖小子，却奶水不够。
“我还记得那个冬天，孩子在家里

饿得哇哇哭，我们两口子没办法只能
跟着落泪，这个时候云瑞亮进来了，从
大衣里掏出了一顶帽子，帽子里还兜
着一兜子奶粉。”说到这，张希在哽噎
了。

后来听说，云瑞亮是特意去善岱
镇里找了好多地方，才买到了奶粉。
从此，张希在一直把云瑞亮一家当做
自家的救命恩人。

在里素村，感人的故事说不完。
村里人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都是
喝过一个井里的水的人，就该互相
帮！”

里素村，感人的故事说不完

草原儿女爱祖国 中华民族共团圆

9月27日，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白泥井镇侯家营子村玉米种植户正在收割玉米。据了解，2020年达拉特旗玉米总播面积144万亩，其中订单玉米45万亩，青贮玉米28
万亩，鲜食玉米2.2万亩，制种玉米1万亩。今年降雨量充足，丰收在望，预计玉米总产量将达到86.4万吨。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玉米大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