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履职一年间

□本报记者 章奎

2 月 24 日晚上，驻我区全国人
大代表郭艳玲又忙到很晚，整理过
去一年收集的大量数据，完善即将
带到全国两会上的建议。

“时间真是不够用。”郭艳玲感慨
道。2020 年全国两会结束从北京回
到内蒙古后，郭艳玲第二天就向她所
工作的乌兰察布市林草系统300多名
干部职工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内
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和全国
两会精神。

这一开讲就是半个多月。“大家都
特别想通过我的宣讲了解总书记的关
心关切和全国两会精神。”郭艳玲说，
那段时间，她白天宣讲，晚上工作，深
入3个旗县进行了十几场宣讲。集中
宣讲后，郭艳玲迅速投入到繁忙的科
研工作中。

身为一名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她的工作大部分时间都在田间地头，
只要有机会，她就一边向农牧民宣
讲，一边倾听他们的心声。“他们的话
语就是最直接的民意。”郭艳玲说，从
农牧民的口中，她感受到了群众对党
的政策充满肯定，这更坚定了她为民
履职的信心。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后，郭艳玲

就一直关注着内蒙古的农牧交错带。
“农牧交错带由于自然地理情况特殊，
导致了土地利用状况不好，贫困发生率
也比其他地方高。”郭艳玲说，作为一名
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农牧交错带的农
牧民生产生活状况她一直放不下。

针对这个问题，郭艳玲近两年深
入赤峰市、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
的 8 个旗县，走村入户，发放问卷，与
农牧民交谈，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
料。今年，她通过对调研情况的整理
形成了一个建议，主题就是内蒙古农
牧交错带农牧业生产现状和农牧民
生活现状存在问题以及对策建议。

郭艳玲计划带到今年全国两会
上的另外一个建议与野生牧草相
关。她计划建议加强对野生牧草资
源的保护，建立野生牧草基因库。“这
对于牧草良种的研发和改良牧草品
种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郭艳玲说。

过去的一年中，郭艳玲还多次
参加全国人大代表调研活动，参加
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全国人大
代表培训班，提升履职本领。

“党的政策好，农牧民群众奋斗
的精神头足。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
和一名全国人大代表，我感觉有很
多事情要做。”郭艳玲说，她要抓紧
每一分每一秒，为广大农牧民多做
一点事。

郭艳玲代表：
心系农牧民 争分夺秒做事

□本报记者 郭俊楼

这几日，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
政协常委、自治区工商联主席安润
生格外忙碌，白天深入调研营商环
境情况，晚上梳理、撰写调研报告。
作为工商联界的政协委员，几年来，
他积极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鼓与
呼，力求当好民营企业的“传声筒”。

在 安 润 生 看 来 ，只 有 持 续“ 充
电”，才能更好地履职尽责。过去一
年，他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
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
话、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等，提升自己的政治素养和履
职水平。他多次组织非公有制经济
人士进行座谈交流，引导非公有制
经济人士听党话、跟党走，推动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他积极引导民营
企业投身“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
动，帮助贫困群众过上好日子。

深调研、建真言、献良策，安润
生始终这样要求自己。过去一年，
他组织自治区工商联干部走访民营

企业，完成重点课题《内蒙古数字经
济新业态新模式调研报告》。他参
加了优化营商环境民主监督专题协
商活动，深入阿拉善盟、呼和浩特市
等地调研，提交了《关于进一步优化
我区营商环境的建议》。面对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他组织工商联干
部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向自治区党委
报送《关于民营企业 100强复工复产
情况的调查报告》，得到了自治区领
导的批示，推动了百强民营企业复工
复产。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
上，他提交的关于支持内蒙古羊绒产
业渡过难关等 4 件提案均获立案，推
动了有关问题的解决。

“取暖废气排放是我国冬季大
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加快推进
北方地区清洁取暖，对保障群众生
活、推动碳排放达峰、改善生态环境
具有重要意义。”安润生说，他准备
在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上就

“加快推进清洁取暖”提交提案，建
议全国一盘棋，科学统筹规划北方
地区清洁供暖设施建设，因地制宜
推广各类可再生能源供暖技术。此
外，他还就“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发展”“在我区建立黄河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准备了提案。

安润生委员：
以调研真功谋发展良策

□本报记者 赵娜

这两天，全区中小学校迎来了开
学季。面对新学期，老师、家长、学生
们都有不少新想法、新期待。

2 月 27 日，刚结束一天统编教材
教学培训的呼和浩特市民族实验学校
教师索登告诉记者，从去年 8 月开始，
她就陆续参加了多次专业知识培训。

“经过这大半年的培训，我对统编《语

文》教材的把握更准确了，对今后的教
学工作很有信心。”索登说，目前，学
生们的学习氛围很浓厚。通过推广普
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不仅可以增
强学生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能力，而
且对他们将来走向社会、就业创业、个
人发展都有帮助。

包头市蒙古族学校学生家长图
雅，在孩子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为
孩子报了汉语作文兴趣班。图雅告诉
记者，自从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后，

孩子就不用再去上兴趣班了，因为在
学校课堂上就能很好地学习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提升能力素养。

“我相信孩子一定能把三科统编
教材学好，更好地接受先进的科学文
化知识。今后的升学、就业的渠道也
会更宽，孩子的人生一定会更精彩！”
图雅信心满满地说。

“2020 年 9 月份开 始 ，我 们 已 经
使 用 统 编《语 文》教 材 开 始 上 课 了 。
到目前为止，学习进度我都可以跟得

上。课堂上，因为老师讲得特别好，
所以我在学习的过程中对文言文、古
诗词也越来越感兴趣。我还利用寒
假 这 段 时 间 预 习 了 下 学 期 的 新 课
程。现在，我已经会背很多诗词了，
比如《望岳》《唐诗三百首》。”锡林浩
特市蒙古族中学初一年级学生安达
说。对于未来的发展，安达早已有了
谋划：“我要努力学习，争取高考考入
区外的医学院校，长大后成为一名救
死扶伤的医生。”

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让人生更精彩

□本报记者 章奎

“从法理上来说，在民族语言授课
学校使用国家统编教材，总体上是实施
宪法和法律的活动，推广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和保障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
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这二者在宪法、教
育法、义务教育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法律中是一脉相
承、一以贯之的。”自治区人大代表、内

蒙古师范大学校长阿拉坦仓说。
他解释道，我国宪法和民族区域

自治法都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
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
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这
是人民群众的权利。同时也规定，国
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这是国家
的责任和公民的义务。

阿拉坦仓本人就是在两种语言环
境下成长起来的，既能熟练使用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写作，也能熟练使

用蒙古语沟通交流。他说，新中国成
立以来，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普及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也高度重视保护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从长期的工作实
践来看，两者并行不悖。

“民族区域自治法保障各民族使用
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推广使
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鼓励
民族自治地方各民族公民互相学习，但
是并没有免除履行其他法律的义务，也
就是说教育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

定的义务仍要履行，更不能排斥。”阿拉
坦仓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
语言文字都要学习发展，各美其美，美人
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他说，现在，自治区40%的基础教育
师资力量是由内蒙古师范大学培养的。
多年的教学实践证明，双语授课的学生走
上教学岗位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都能讲授，再加上其本身也
是少数民族，了解少数民族孩子的接受能
力和教育规律，所以能教得很好。

阿拉坦仓：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保护民族语言在法理上一脉相承

推行使用三科统编教材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大家谈

迎接全国两会——捎句话儿到北京

蒙草种业中心。

□文/图 本报记者 皇甫秀玲

春节前，记者走进“蒙草”草原乡土
植物馆，却见花海遍地，草木葱茏，一派
生机盎然景象。花草丛中，呈现着内蒙
古各地生态修复后的微缩景观，让人领
略跨越千里的绿色生态美景。

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蒙草生态
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召
明介绍说，“蒙草”的生态修复，不是看
似简单的种植花草，让环境变绿变美，而
是要对当地的土壤结构、退化状态、原生
物种、局地气候、降雨量、肥力等进行全
面的调查，再选育原生性的野花、野草等
乡土植物，依据草原生态研究数据进行
修复改善，甚至要引入蚯蚓、蜜蜂、菌群
等，恢复完整的生物链条，打造人与自然
和谐共处的生命共同体。

经过多年实践积淀，迄今为止，
“蒙草”建成了具备国际水平的特色乡
土植物种质资源库（小草诺亚方舟）、
种质资源“育繁推”一体化应用体系，
涵盖生态修复用种、饲草品种、中草药
品种等特色乡土植物种质资源的采
集、收储、研究、驯化、实践运用、物种
保护、生态建设诸多功能。以草为基
础的生态修复工程，已经广泛应用于
国土整治、城镇绿化、水土保持和防风
固沙等多个领域。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
我们蒙草人锲而不舍地践行着绿色
使命，专注一粒种子一株草。”谈及有

农业“芯片”之称的草种业发展，王召
明激情满怀。

2014 年 1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蒙草”时殷殷嘱托：实现绿色发
展关键要有平台、技术、手段，绿化只
搞“奇花异草”不可持续，盲目引进也
不一定适应，要探索一条符合自然规
律、符合国情地情的绿化之路。

为了走好这条“绿化之路”，7 年
来，蒙草人依托“乡土植物种质资源体
系”及“大数据技术”，努力做精草种
业、完善产学研、抓好育繁推，着力解
决山水林田湖草的生态规划治理，尽
心竭力描摹着内蒙古靓丽生态底色。

为了给每一块荒地找到最适宜的
种子，蒙草人踏遍了内蒙古、陕西、西
藏、青海、甘肃等地的重要生态区，收
集全国植物种质资源图文数据信息
6.2 万条；采集有地理标记的植物标本
10 万份，干旱半干旱地区土壤样本
140 万份，实物储存的乡土植物种质
资源 1.2 万余份；引种驯化乡土植物
200 余种。此外，还创新研发出几十
种草混合配制而成的生态包，用于播
绿草原、治理荒漠、修复矿山、改造废
弃地等，确保了北疆生态修复有种子
可用、有植物适用。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如指

路明灯鼓舞照亮着“蒙草”前行的脚
步，7 年来，“蒙草”矢志不渝地坚守生
态修复信念，奋发图强，精准修复被
损 草 原 、荒 漠 、矿 山 、城 郊 废 弃 地
3000 余万亩，从敕勒川草原到乌拉
盖草原、科尔沁沙地，从阿拉善荒漠、
巴彦淖尔盐碱地到乌海废弃矿山、白
泉山荒山，这些昔日“荒凉、破损”之
地披上了绿装。值得一提的是，生态
修复后的敕勒川草原，植物从当初的
20 余种恢复到了 50 多种，干草产量、
年固碳量、年释氧量等关键监测数据
总体提高近 12 倍。

王召明说：“我国虽然是植物大
国，却不是乡土种业强国。用于生态
修复和农牧业应用的‘适地适生’种质
资源依然匮乏，尽快研发出一批特色
农作物种子、乡土草种、优质牧草草
种，建立民族草种业体系，迫在眉睫。
有了顺国情合地情的特色品种，就不
会再被国外品种‘卡脖子’了。”

目前，“蒙草”已陆续完成生态修
复模式的横向拓展和纵向延伸，重点
在民族种业创新发展和生态修复领域
细分市场深耕细作，未来将用生态数
据智慧和生命共同体思维做大做强民
族草种业。用“专注一粒种子一株草”
的韧劲儿，不遗余力践行好习总书记
的殷殷嘱托。

“在全国两会召开之际，作为全国
政协委员，准备将关于建立国家特色
种业种质资源库的提案带到北京。”王
召明信心满怀地说。

“顺国情合地情的草种越来越多了”

□文/图 本报记者 皇甫秀玲

2 月 22 日阳光明媚，记者走进呼
和浩特市儿童福利院，只见明亮整洁
的大楼里装点着窗花、彩球、卡通贴
等，暖暖的爱意和温馨气息扑面而来，
育苗楼里的孩子们，玩玩具、听故事、
做游戏，幼教师与孩子们一起快乐互
动；特教室内，伴随着教师们自编的

《特需儿童韵律操》曲，孩子们跟随特
教师做着手指操；在“模拟家庭”里，
孩子们享受着无血缘关系父母的呵
护疼爱，暖暖的幸福洋溢在孩子们的
笑脸上。

“2014 年 1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内蒙古考察工作的时候来到呼和
浩特市儿童福利院，看望我们的工作
人员和孩子们，亲切地嘱咐我们‘好好
工作，快乐过年’。一晃 7 年过去了，
习总书记的句句话语，一直鼓舞和鞭
策着我们全体员工努力前行，向新目
标迈进。”呼和浩特市儿童福利院院长
武文俊动情地说。

自 2014 年以来，呼和浩特市儿童
福利院围绕提高孩子们的情、能、智、
自理、社交等方面能力，不断努力改
进，重新装修美化了院内环境，增添了
不少促进孩子们功能改善的游乐教学
设施；开启了“5+5”精细化养育模式，
丰富了教学内容，从育儿环境和幼教

设施及施教模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极大
改变，各养育区内，实现“医养康教”一
体化发展，让生活在这里的孩子们吃
得好，玩得开心，天天快乐成长。特别
是牛年春节，儿童福利院在全力做好
疫情防控的基础上，让孩子们开心热
闹度过新年。

“所有的人都要有感恩的心。”呼
和浩特市儿童福利院将“感恩”作为院
文化广泛传播，让孩子们铭记有这样
的幸福生活要感谢党的关怀和社会的
关爱。目前，在“感恩文化”的引领下，

延伸出了“红橙黄绿青蓝紫”彩虹文
化，创建了“大手牵小手，永远跟党走”

“三优三有”党建品牌、“向阳花”育儿
品牌、“小桔灯”志愿服务品牌等 7 个
品牌活动。

如今呼和浩特市儿童福利院已成
为第一批民政范围管理标准化建设试
点、全国民政标准化示范单位、首批全
国社会工作服务标准化建设示范单
位。成立了“明天计划”脑瘫儿童术后
康复训练示范基地等八大基地，累计
获得全国民政系统为民服务创先争优

“群众满意窗口单位”、全国“残疾孤儿
手术康复明天计划”先进集体等国家、
自治区和市级 40 余项荣誉。

当年和习爷爷合影的丁旺小朋友
现在已长成 17 岁的小伙子了，他看着
相片高兴而自豪地说：“习爷爷，我想
告诉您，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学本
领，现在我会背很多古诗，学会打乒乓
球还参加比赛了。”

长成大姑娘的莲莲见记者来访，
便抱着心爱的大黄鸭开心地说：“习爷
爷送的这些礼物一直温暖着我们，当
年我还不能走路，经过努力康复训练，
现在能走路啦，还学会唱歌、跳舞了。”

党党小朋友激动地想要告诉习
爷爷：“疫情期间我和小伙伴们都很
好。”

喜欢玩变形金刚的龙钦，拿着他
的心爱玩具告诉记者：“每年都有许多
爱心叔叔、阿姨来看望我们，给我们带
来玩具和好吃的，我们感到特别开心、
快乐。”

时至今日，儿童福利院的孩子们
深深感受着习爷爷的温暖与慈爱，全
院职工牢记习总书记的嘱托，信心百
倍地工作着，在全国两会召开之际，想
稍句话儿到北京：“请总书记放心，我
们会始终怀着感恩的心，努力把这个
大家庭打造得更加温馨，让爱天天住
我家，让孩子们在这里幸福成长、成
才。”“护理员妈妈”们发自内心表达着
共同心声。

“让爱天天住我家！”

抱着心爱的大黄鸭开心快乐的莲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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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2 月 28 日讯 （记者 梁亮）
2 月 27 日上午，内蒙古呼和浩特至山
东济南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这也
是内蒙古首趟开往华东地区的动车组
列车，列车的开行，进一步密切了内蒙
古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交通联系。

据 了 解 ，这 次 新 开 行 的 D2777/
78/79/80 次动车组列车，途经内蒙古、
山西、河北和山东四省区，连接呼和浩
特、乌兰察布、大同、太原、石家庄、衡
水 、德 州 、济 南 8 座 城 市 ，全 程 运 行
1169 公里。列车单程运行最快用时 9
小时 27 分，较原有的普速列车压缩约

7 小时左右，实现了内蒙古到华东地区
的朝发夕至。

这趟动车组列车的开行，让呼包
鄂榆城市群与京津冀和华东等经济发
达地区的联系更加密切，为沿线城市
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同时，这趟列车
连通了张呼高铁与京沪高铁，旅客可
以通过换乘高铁前往长三角地区，草
原人民出行选择将更加多样化。沿途
经过的乌兰察布、大同、太原、济南等
地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乘坐动车享
受“快旅慢游”深体验，也将成为沿途
百姓的出游新选择。

去山东，有动车

本报 2 月 28 日讯 （记者 郭俊
楼）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2月27日、28日，自治区党委
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呼和浩
特举办全区党史学习教育培训班。

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白
玉刚出席培训班。

培训班采取专题辅导、研讨交流和
自学相结合的方式，邀请中央党校党史
教研部主任罗平汉、原中央党史研究室

副主任冯俊，分别作了《学习两个决议，
树立正确党史观》《学习习近平<论中国
共产党历史>》的专题讲座。盟市委宣
传部理论科科长、讲师团团长，全区党
史学习教育宣讲团成员围绕如何讲好
党史进行了集中研讨。

自治区党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
组办公室成员、巡回指导组成员，各盟
市及满洲里、二连浩特市委宣传部理
论科科长、讲师团团长，全区党史学习
教育宣讲团成员共 210 人参加培训。

全区党史学习教育培训班
在呼和浩特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