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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曼旗融媒体中心记者 翟雅楠
科尔沁

近日，通辽市奈曼旗土城子乡平顶
山村万亩杏花竞相绽放，迎来一年中最
美的时节，也酝酿着新的丰收。

走进平顶山万亩杏花林，漫山遍野
的杏花怒放，吸引了大批摄影家和游客
前来赏花游玩，带火了周边的农家乐，
推动农旅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这里满山杏花，风景美丽，空气清新，
还有乌兰牧骑的演出，带孩子来玩得特
别开心。”游客莉雅说。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
亲⋯⋯”在宛如“世外桃源”的杏林中，
奈曼旗乌兰牧骑队员们齐声唱响《唱支
山歌给党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畅游杏林的平顶山村村民张庆娥
说：“绿水青山就是我们的金山银山，现
在的幸福生活就像这绽放的杏花一样
美，我们要感谢党的好领导！”

平顶山村位于奈曼旗南部山区，地

形以坡耕地为主，十年九旱，村民收入
增长受到严重制约。为了改变这一状
况，平顶山村从自身实际出发，积极探
索，将耐旱的大扁杏确定为拓宽全村农
户增收渠道的重点产业，通过发展经济
林，增加村民收入。近年来，平顶山村
不断扩大大扁杏种植规模，全村如今三
分之二的农户都栽植大扁杏，盛果期杏
园面积达 3000 多亩，年收入近百万元，
真正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
丰收。平顶山村党支部书记许国栋说：

“致富不忘报党恩，在乡村振兴的道路
上，我们要阔步向前。”

扫一扫，听“杏花乡里话丰年，唱支
山歌给党听”。

绿水青山“杏”福路

□本报记者 吕学先
实习生 李映雪

五一劳动节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落
在一号高炉炉顶时，包钢炼铁厂炼铁一
部煤气工贾生震已经“甩开膀子”开始了
他一天的“奋战”。取样、测温、看样⋯⋯
这是他的日常工作，节日，也没例外。

俯身站在一号高炉出铁口前取样
时，熊熊炉火映红了贾生震的脸庞，让
他的面容也显得愈加坚毅。在一号高
炉工作 19 年的他，说起和包钢的“缘
分”，脸上绽出微笑。

1954 年，来自全国各地的 8 万名
建设者汇聚祖国北疆，风餐露宿、手拉
肩扛，在荒滩上筑起包钢，结束了内蒙
古“手无寸铁”的历史。他的爷爷就是
当年从鞍钢来支援包钢的一分子，他
的 父 亲 是 包 钢 建 设 发 展 时 期 的 参 与
者，祖孙三代共同见证了草原钢城从

“寸铁不生”到“拔地而起”再到繁荣昌
盛的发展历程。

“儿时，爷爷常给我讲起那段‘激
情燃烧的岁月’。那时我就想，我长大
后一定要在包钢工作！”说到这儿，贾

生震眼眶红了，声音也有些哽咽。从
小对包钢根深蒂固的憧憬，从小看着
爷 爷、爸 爸 来 去 匆 匆、无 私 奉 献 的 身
影，他对包钢的向往更加坚定。

从炉前工到煤气工的“钢三代”贾
生震所在的一号高炉，是新中国钢铁
工业奠基高炉之一，也是包钢的功勋
炉，60 多年来为包钢乃至祖国的钢铁
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贾生震深深感
受到，包钢炼铁工人对一号高炉有一
种特殊的感情。每一代包钢炼铁工，
不管是过去的老工人还是现在的年轻
人，对高炉生产都很拼，艰难险重活谁
都不退缩，都往前冲，这种精神 60 多
年来一直延续着。

“我们一家三代作为‘齐心协力建
包钢’的亲历者、精神的传承者和包钢
发展的参与者，都深感自豪！”如今，包
钢已建起多座现代化生产的大高炉，
包钢已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稀土工业
基地和我国重要的钢铁工业基地，目
前正踏上全力开创现代化新包钢建设
的新征程。身上流淌着代代相传的红
色血脉，贾生震的想法很坚定：要为包
钢的崛起付出更多的努力，作出更大
的贡献。

铁水火红 祖孙相承

□本报记者 郑学良 通讯员 刘永旺

合同营村位于托克托县东部，与和林格尔县交
界。全村共有 8 个自然村，常住人口仅有 1049 人，且
大多为老弱村民，耕作近 5.5 万亩农田。2014 年合同
营村被识别为自治区贫困村，2020 年集体经济收入
却高达 30 多万元。

一个地广人稀的偏远贫困村为何蜕变如此之
快？这要从 2018 年说起。

那 年 ，40 岁 的 张 亚 峰 被 派 到 合 同 营 村 任 第 一
书记，30 岁的高楠是驻村工作队员。当时，村里的
集体养殖项目虽已初具规模，但因缺乏经营、销售
经验，全村的生产发展受到限制，村民生活极为困
难。

“要让每个人吃饱饭、有钱花、住得更宽敞更安
全，这是我们对村民的承诺！”50 多岁的村党支部书
记巴长文说，3 年前，当他和张亚峰、高楠 3 双手握在
一起的时候，他们开始了践诺行动。

2018 年，针对土地资源丰富、劳动力匮乏的实

际，合同营村申报了农机具服务项目，购置了拖拉机
4 台、装载机 2 台、撒粪机 1 台、玉米收割机 2 台。一年
下来，仅在本村和周边耕作就净赚了几万元。

当时大伙儿都想过一个肥年，但 3 个人提议，把
这第一桶金作为“下蛋的母鸡”，继续壮大集体经济。

他们争取到中国银行呼和浩特市中山支行的支
持，发展肉牛规模化养殖项目。不到半年，村里又建设
牛舍 1020平方米，争取帮扶小牛 38头，使用县里专项
资金购买肉牛 32头，形成了以肉羊养殖、肉牛养殖、农
机具服务租赁为主的产业化经营态势，村集体收入稳
定增长。

2019 年，合同营村又采取“党支部+合作社+贫
困户”的模式，打破“生产易、销售难”症结。

在村党支部引领下，合同营村以集体经济发展为
依托，继续推进产业化发展，集约种植藜麦、土豆、玉
米等作物。2020 年，村集体为有能力有意愿的贫困

户每户购买肉鸡 30 只，发展庭院经济。目前，该村村
民年均纯收入已超过 3 万元。

“现在吃得好了，房子又翻新了，家里一年能存 4
万多元。”谈起现在的生活，村民王三元颇为自豪。

经济发展了，合同营村民的生活和精神面貌也悄
然发生着变化。

村委会按照“最强党支部”要求打造了党建阵地，
3 年来累计投入资金 10 多万元用于村容村貌治理。
不见了昔日的垃圾成堆、污水横流，换来的是整洁的
村容、文明的乡风。村里还定期举办道德讲堂，对评
选出的“道德模范”“文明居民”“和谐家庭”“好婆媳”
等先进典型进行表彰，通过典型示范带动引导广大村
民友爱互助。

合同营村还收获了“先进党支部”“民族团结进步
模范集体”等荣誉，他们还要在乡村振兴的美好蓝图
中，描绘出更加绚丽的色彩。

“同心奔小康，这是我们对村民的承诺！”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同心奔小康

本报乌兰察布 5 月 5 日电 （记者 皇甫美鲜 通讯
员 钟真君）5 月 2 日，乌兰察布市 2021 年乡村旅游启动
仪式暨察尔湖第四届开湖节在兴和县察尔湖畔举行。

此次活动由乌兰察布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兴和县人
民政府以及内蒙古察尔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主
办，主题为“唱支山歌给党听”庆祝建党 100 周年群众性
文化活动，旨在扩大察尔湖的品牌影响力，挖掘传承民
俗文化。

据介绍，察尔湖生态旅游区位于兴和县城关镇，依托
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成为集旅游观光、
休闲度假、生态农业为一体的综合旅游开发区，是农业+

旅游、体育+旅游、研学+旅游融合的示范地。
近年来，兴和县围绕自治区筑牢“两个屏障”、建设

“两个基地”、打造“一个桥头堡”的战略定位，按照乌兰察
布市“发展四个产业，引领五大经济”的发展思路，依托交
通、区位、资源、生态等优势，紧扣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全力打造面向首都的四季
旅游、全域旅游度假基地，成功创建了察尔湖、苏木山国
家 4A 级旅游景区。随着京呼高铁开通运营，兴和县已成
为京津冀地区生态观光游、休闲度假游、乡村体验游、健
康养生游的首选之地，以乡村旅游文化助力乡村振兴的
融合发展模式正在兴和大地印证实践。

乌兰察布市2021年乡村旅游启动

□本报记者 王玉琢 郝雪莲 毛锴彦

昔日黄沙漫漫，今日生机盎然。
暮春时节，祖国北疆鄂尔多斯高原

毛乌素沙漠腹地的乌审召地区，沙柳吐
绿，沙蒿丛生，空气清新。几十年，几代乌
审召人，抱着改天换地的绿色发展信念，
让一丛丛绿色在这片寸草不生的荒漠延
伸、铺展，谱写了生态建设的绿色传奇。

50 多年前，乌审召地区流传着这样
一首民谣：“黄沙滚滚半天来，白天屋里
点灯台。行人出门不见路，一半草场沙
里埋。”当时的乌审召黄沙肆虐、满目荒
凉，生态环境极其恶劣。在治沙英雄宝
日勒岱的带领下，当地党员干部和农牧
民齐心协力，以不屈不挠的信念和愚公
移山的精神，开创了艰苦奋斗治理沙漠
的壮举，为改善毛乌素沙漠生态环境作
出了重要贡献。

今年 69 岁的乌审召牧民巴音达来
对 那 段 轰 轰 烈 烈 的 治 沙 历 史 记 忆 犹
新。当年他还是一名小学生，目睹了他
的父亲与宝日勒岱还有许多大人们一
起艰苦治沙的过程，心中埋下了改造沙
漠的种子。他的讲述，把人们带回到那
段极不平凡的岁月。

1958 年，宝日勒岱在乌审召公社布
日都嘎查（牧业生产大队）担任团支部书
记，后来担任党支部副书记、支部书记。
当时的布日都是条件最差的地方，草场
贫瘠、劳动力弱，沙化面积占到 70%，并
且有一种有毒的醉马草肆虐生长，大量
牲畜因误食醉马草而被毒死。当时，老
一辈人认为醉马草是老天爷种下的仙
草，有神性，谁要动它就会大难临头。但
是不铲除醉马草便不能放牧，不能发展
生产，于是，宝日勒岱教育群众破除迷
信，先铲除醉马草，再绿化家园。

她 带 领 乌 审 召 公 社 的 60 多 名 青
年，把深入沙漠铲除醉马草的任务包了
下来，带着锅碗被褥，铲到哪里就吃住
在哪里。从 1958 到 1965 年，全公社铲
除醉马草累计 86 万亩，为放牧和生产
创造了有利条件。紧接着，在宝日勒岱
带领下，乌审召公社进行了治沙、修渠
排涝、围建草库伦、打井整地、植树种草
等建设项目。1964 年开展牧业学大寨
运动以来，乌审召人以大寨为榜样，提
出了向沙漠要草、要水、要树、要料、要
畜的口号，掀起了以治沙为主攻方向，
以草库伦为主要内容的草原建设新高
潮。他们将过去治沙主要采取“前挡后
拉”“穿靴戴帽”种植沙蒿、沙柳的办法
发展为乔、灌、草相结合的办法，围建治
沙库伦进行综合治理。在学大寨的 8 年
里，乌审召人民先后固定了 17 万亩流
动沙丘，开掘了 500 多眼水井，修建草
库伦 6.3 万多亩，围墙总长达 250 多公
里，培植了 4.3 万多亩防风固沙林和用
材林。年复一年的治理，有效地锁住了
一道道沙漠黄龙。

1960 年，作为全国“三八红旗手”
的宝日勒岱在北京受到毛泽东主席的
亲切接见，1964 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
范，并多次受到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的接见。在宝日勒岱治沙精神的感
召下，乌审召人民经过长期努力，创造
了人进沙退、改造自然的奇迹，为我国
防沙治沙、草原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65 年 12 月 2 日《人民日报》头版
刊登长篇报道《牧区大寨——记乌审召
公社建设社会主义新牧区的革命道路》
和题为《发扬乌审召人民的革命精神》的
社论，指出“乌审召公社是毛泽东思想同
牧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相结合的产物，是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民
族政策的结果”。 ■下转第 2 版

书写毛乌素沙漠绿色传奇

本报巴彦淖尔 5 月 5 日电 （记
者 韩 继 旺）党 史 学 习 教 育 开 展 以
来，巴彦淖尔市科学制定工作方案，
全面压实工作责任，定期调度学习进
度，认真对标对表，高质量落实“规定
动作”，高标准谋划“自选动作”，推动
全市党史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

巴彦淖尔市将党史学习教育工
作要求与绿色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
战略、优化营商环境、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等重点工作相结合，对
照重点时间节点制定完善“流程图”
和“行事历”，将专题学习、加强政治
引领、组织专题培训、开展“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等工作，分解细
化 为 16 项 工 作 内 容 、68 项 具 体 任
务，列出任务清单，明确责任主体、
目标任务和时限要求。抽调政治立
场坚定、综合能力强的 45 名干部组
建 9 个巡回指导组，对 7 个旗县区、2
个管委会、72 个市直单位和国有企
业进行巡回指导，严格落实“三督、
三看、一指导”的工作要求，实现巡
回指导全覆盖。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带头开展
自学和集中学习，各级党校将党史学
习教育纳入主体班次专题学习，分批
次、分领域开展党员干部专题培训。

各基层党组织通过组织集体自学、成
立学习小组、开办“学习夜校”、开设

“学习讲堂”、举办学习分享会、开展
专题辅导、研讨交流和网上主题学习
等形式，引导督促党员干部在学懂弄
通做实上下功夫。组织 18 名政治素
养高、政策理论功底扎实的党校教
员、高校教师、理论专家组成市党史
学习教育宣讲团走进旗县区进行宣
讲。各旗县区发动本地乡土人才、百
姓名嘴、支部书记、“草原学习轻骑
兵”等基层宣讲队伍，依托学习讲堂、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广泛开展
党史学习“七进”活动 600 多场。

乌拉特前旗公安局推出以“一站
式”服务为主的 16 项户籍管理便民
利民措施，临河区解放街道万丰社
区为居民建起健身小广场，杭锦后
旗陕坝镇满天红村党员带头义务劳
动修缮破损道路⋯⋯连日来，巴彦淖
尔市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贯穿学习教育全过程，以实实在在
的行动践行初心和使命，让广大群
众有更多获得感。举办了全市“ 我
为群众办实事”暨“强党建、促振兴、
惠三农”集中示范活动，发布“我为
群众办实事”开门纳谏公告，搭建“三
问”平台， ■下转第 2 版

巴彦淖尔市党史学习教育“规定动作”不走样 “自选动作”有特色

我眼中的 100 年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内蒙古日报社与内蒙古党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协办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牧区大寨博物馆里陈列的宝日勒岱和乌审召干部群众当年治沙用过的生活用
具。

本 报 通 辽 5 月 5 日 电 （记 者
郭洪申）通辽市把“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贯穿党史学习教育全过程，
深入开展“应民盼、解民忧、纾民困”
为民办实事和“情暖通辽”系列志愿
服务活动，围绕就业、教育、医疗、养
老、住房等民生领域重点工作和群众

“急难愁盼”的突出问题，找准问题要
害，拿出务实管用的工作举措，立行
立办、善作善成，切实让群众看到变
化、得到实惠。

通辽市委高度重视党史学习教
育，制定印发了实施方案，成立了组
织机构，努力做到学思用结合、知信

行统一，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高质
量全覆盖有实效。

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覆盖到全
体党员，该市连续印发 4 期《党史学习
教育重点工作提示》，精心组织安排，
干部示范带动、党员全面覆盖。通过
开设“微课堂”“周课堂”“晨读班”“学
习夜校”“阅享书屋”等，进行“线下+
线上+现场+流动”联动学习，营造了
处处有课堂、时时被熏陶、人人受教
育的学习教育环境。针对流动党员
和老年党员、行动不便的党员，开展
了网络及上门“送微课、送教材、送教
学”以及创新推出“红色故事绘·画说

党史”“党史故事少年说”等活动。利
用当地红色资源，开展“清明祭英烈
永远跟党走”等活动 1300 余次。组织
全国人大代表等开展全国两会精神
宣讲 200 多场。

通辽市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教育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一项
重要内容，针对宣传《内蒙古自治区
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编发 5 个分
众化读本，推出 5 期电视解读节目，制
定《全市大中小学校开展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实施意见》，举
办市人大代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暨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培训班，扎

实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七
进”宣讲 1500 余场次，受众 25 万人
次。启动开展“永远跟党走”群众性
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广泛举办“唱支
山歌给党听”群众性歌咏活动。开鲁
县创作话剧《大刀进行曲》、舞蹈诗剧

《大刀红》，弘扬革命烈士麦新精神；
奈曼旗牢牢把握“党的盛典、人民的
节日”基调定位，开展宣传文化“红色
诵读”“红色电影”“红色创作”等十大
红色主题系列活动。

组 建 市 委 宣 讲 团 、“ 党 史 青 年
说 ”宣 讲 团 和“ 五 老 讲 党 史 ”宣 讲
团。 ■下转第 2 版

通辽市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高质量全覆盖有实效

贾生震正在查看一号高炉出铁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