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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乌兰察布 5 月 17 日电 （记
者 皇甫美鲜）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
以来，察右中旗丰富学习形式，依托科
镇实践所开设了“察右中旗之声”广播
电台专栏，专设了《红歌背后的故事》

《红色革命故事》《红色革命人物》等板
块，每周二、四、六早晚上下班时间，利
用“大喇叭”现场专题播出。

与此同时，各苏木乡镇（园区）利
用“大喇叭”实现了乡村无死角、全覆
盖，并在旗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微信
公众号上同期发布，使全旗人民都能
聆听革命故事、重温革命经典，营造了
浓厚的党史学习氛围；旗税务局开展

“每日一道党史问答、每月一次党史测

试”主题活动；旗工信局开辟了“有声
图书墙”让党史学习教育“声”入人心，
只要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听到党的

“声音”；旗融媒体中心开设了“主播讲
党史故事”专栏和“奋斗百年路・启航
新征程——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
新局”电视专栏。

该旗将党史学习教育与为老百姓
办实事、办难事、办好事结合起来。旗

委、政府主动对接北京博爱医院，免费
为符合手术条件的贫困患者置换骨关
节，还将在旗医院挂牌成立康复研究
中心，患者可就近在旗医院治疗，享受
北京专家亲诊；旗教育系统组织全体
教职工及旗委宣传部，为患有心力衰
竭、腹腔积液的北小二年级学生王帅
风捐款；旗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通过组织党员干部走访入户、开通

5601115 民生热线、流动车队，收集需
求单的“线上+线下+流动”模式了解百
姓需求，并联合各成员单位和爱心企
业走进幸福院、光荣院、校园、社区等
开展上门检低保、免费送化肥、义务理
发、免费看病、日常维修、就医报销等
志愿服务活动。

此外，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该旗
坚持学史力行，知行统一、学用结合、以
学促干，重实效、谋发展、开新局，不断推
进重大项目的开工建设和提档增速。截
至目前，全旗开工建设的重大工业生产
项目共有 9 项，总投资 20.39 亿元。其
中，新建 5 项，总投资 8.51 亿元，续建 4
项，总投资11.88亿元。

察右中旗：学党史有亮点 办实事解民忧

□本报记者 苏永生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
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
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事关内蒙古
全局工作和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为
我们做好各项工作提供了思想遵循和
行动指南。内蒙古是我国最早成立的
自治区，也是‘模范自治区’，作为民委
系统的一名干部，我将坚定不移地贯
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不断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用心做好民族工作，
为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贡献一份
力量。”自治区地方语言文字研究应用
中心主任阿拉坦巴根那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

阿拉坦巴根那说，铸牢中华民族
共 同 体 意 识 是 新 时 代 民 族 工 作 的 主
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各民族沟通
交 流 的 桥 梁 。 我 在 牧 区 出 生 长 大 ，
1988 年，我初中毕业后考入内蒙古电
子学校，第一次离开家乡出远门，当时
交通不便，从牧区到苏木再到旗里、盟
里，经过十几天的长途跋涉才到达目
的地——呼和浩特。一路上因问路、

食宿等问题遇到了很多语言沟通方面
的困难，深切体会到学好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的重要性。到了学校，因为不
会说国家通用语言，第一次到食堂打
饭时想吃过油肉米饭不会说，只能学
着前面排队的高年级同学买一份包
子 ；第 一 次 坐 公 交 车 弄 错 方 向 等 半
天，闹出很多笑话。慢慢地，我开始
学习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表达，第一
年翻烂了一本《新华字典》，此后逐渐
掌握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还担任了
学 校 学 生 会 主 席 ，1992 年 留 校 工
作。国家开放沿边城市后，我国和蒙
古国的边贸往来密切，我还担任过翻
译志愿者。

阿拉坦巴根那说，我在学校担任
民族班班主任期间，常常给学生们讲
述自己的成长经历，讲述学习掌握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性，鼓励学生
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交流。每天安排
一名学生担任轮值班长，要求他们使
用国家通用语言组织班级的各项活

动，锻炼学生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和表达
能力。我从学生到班主任再到副研究
员，从一名中专生到获得函授专科学
历、本科学历、硕士学位，从一名职员到
学校领导再到自治区直属机关干部，荣
获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
学习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我成长
的帮助是无法取代的。实践证明，学好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够更好地融入社
会、实现人生理想和人生价值，走向更
美好的未来。

阿拉坦巴根那说，习近平总书记在
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
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新发展理念是一个
整体，必须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和贯
彻，着力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要倍
加珍惜、继续坚持民族团结光荣传统和

“模范自治区”崇高荣誉，巩固发展民族
团结大局。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我们要立足“两个屏障”

“两个基地”和“一个桥头堡”的战略定
位，紧密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和全区民委

系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
育，建设地方语言文字信息技术服务
体系，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送信
息化技术培训下基层、弘扬红色文化、
增强文化认同”等实践活动，充分利用
信 息 化 手 段 向 各 族 群 众 宣 传 党 和 国
家民族政策法规，帮助各族群众更好
地利用互联网资源，从各种资源中挖
掘 弘 扬 民 族 团 结 光 荣 传 统 和 中 华 优
秀文化的素材和故事，使信息化建设
成果不断惠及各族群众，助力国家乡
村振兴战略，积极引导基层各族干部
群众增强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
夯 实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的 文
化根基。

阿拉坦巴根那说，民族团结是各
族人民的生命线。我将继续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特别
是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
要论述，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内蒙古自
治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深刻认
识和把握条例的重要意义，牢牢把握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进一
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
部署上来，为全区地方语言文字研究
应用事业长足发展贡献力量。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动地方语言文字信息化事业发展
——访自治区地方语言文字研究应用中心主任阿拉坦巴根那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本报包头 5 月 17 日电 （记者 宋
阿男）日前，包头师范学院 10000 余名
师生集体接种了新冠疫苗。

记者在现场看到，为了方便师生快
速安全地接种新冠疫苗，疾控部门工
作人员将接种点设置在了包头师范学
院会堂里，学生和老师登记完个人信
息 后 有 序 排 队 等 待 接 种 。 包 括 等 待
区、分流区、接种区、留观区在内的各
区域设置一目了然。来自青山区疾控

中心的 6 组接种人员紧张地工作着 。
在接种完新冠疫苗后，学生在留观区
等待的同时，还可以观看新冠疫苗接
种知识宣传片。

据了解，包头师范学院在接到接种
新冠疫苗通知后，第一时间在全校发出
倡议，学生们踊跃报名。虽然接种新冠
疫苗遵循的是自愿原则，但很多学生表
示，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必选项”，只
要身体条件允许，大家都愿意接种。

包头师范学院万余名师生接种新冠疫苗

本报 5 月 17 日讯 （记者 王雅
静）5 月 17 日，“我要上全运”第十四届
全国运动会群众比赛展演项目内蒙古
自治区选拔赛在内蒙古赛马场拉开帷
幕。

当日，来自呼和浩特市各街道、社
区、企事业单位的 25 支代表队进行了
广场舞、健身秧歌、健身龙舞、广播体
操、太极拳等项目的展演。全区其他盟
市的选拔活动在当地同时开展。据介
绍，本次全区选拔赛从 5 月上旬开始至
5 月底结束，采取各盟市线下展演，自治

区统一线上评分的形式，全区参与健身
项目展演的群众将超过 3000 人，各组
别被选拔出的优秀队伍将代表内蒙古
参加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群众项目展
演。

据了解，本届全运会群众展演项目
包括广场舞、广播体操、健身气功、太极
拳 4 个大项 43 个小项。展演项目的设
置旨在推动群众广泛参与体育锻炼，促
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的深度融合。

选拔活动由自治区体育局主办，自
治区社会体育服务中心承办。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群众比赛展演项目
我区选拔活动开始

本报 5 月 17 日讯 （记者 陈春
艳）5 月 17 日，自治区公安厅召开新闻
发布会，通报破坏草原林地违规违法行
为专项整治成果。今年 2 月开展专项行
动以来，全区公安机关共立破坏草原林
地刑事案件 1413 起，移送起诉 122 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 374 人；集中查处了一
批大要案件，破获破坏草原林地面积
500 至 10000 亩的案件 37 起，万亩以上
的案件 2 起。

全区公安机关按照自治区整体部
署，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社会舆论
关注、案件多发的重点区域，重拳出击，
依法严厉打击破坏草原林地资源违法
犯罪，保护森林草原生态安全。全方
位、无死角搜集发现违法犯罪线索，按
照“一事一案一档”建立清单，做到核查
一起、销账一起，确保每条线索都要落
地、都有结果。截至目前，自治区公安

厅整治办共下发盟市核查的线索 1070
条，现已核查 998 条，通过线索核查立
刑事案件 65 起，移送各级纪委监委 6
条，移送行政管理部门 20 条。

为全力打好打击破坏草原林地违
法犯罪攻坚战，当日，自治区高级人民
法院、检察院、公安厅联合发布了《关于
敦促破坏草原林地涉嫌犯罪人员投案
自首的通告》，呼吁犯罪嫌疑人认清形
势，尽快投案自首，广大群众积极向公
安机关提供相关线索。

下一步，自治区公安厅将组织开展首
次线索清零攻坚行动，确保现有线索5月
底前全部清仓见底，依法处置处理到位。
还将邀请自治区检察院、法院、林草等部
门进行会商研究，从根本上解决法律适用
不统一、地类认定标准不一致、行刑衔接
制度落实不到位、地方产业政策与法律法
规相悖、草原林地鉴定难等问题。

今年全区公安机关共立破坏草原林地
刑事案件1413起

本报巴彦淖尔 5 月 17 日电 （记
者 图古斯毕力格）5 月 17 日，由中国
科协主办，自治区科协、中国农学会、巴
彦淖尔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科创中国”
巴彦淖尔现代农牧业发展论坛在临河
区召开。来自中国科协、中国工程院、
中国农学会、中国农业大学等全国各地
的专家学者齐聚巴彦淖尔，围绕“巴彦
淖尔现代农牧业发展”主题，研讨交流，
贡献智慧方案。

会议指出，2020 年“科创中国”试
点工作启动，巴彦淖尔市是“科创中国”
唯一一个以农业产业发展为主的试点
城市，具有代表性、特殊性。近年来，巴
彦淖尔市始终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推
动现代农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加强与
中科院、农科院、清华大学、中国农大等
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深度合作，立足得
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和发展优势，以河套
灌区生态农牧业为主题，以小麦、向日

葵、肉羊产业等精深加工为主导，把加
快推进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的重大实践和推动农牧业绿色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在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的基础上建设国家农高区，取得了
阶段性成果，“科创中国”工作有了显著
成效。下一步，巴彦淖尔市要依靠各级
科协组织优势、专家学者智力优势、地
方及企业真实需求，积极探索出契合巴
彦淖尔市现代农牧业发展的工作方法，
推进“科创中国”试点工作的开展。

会上发布了“科创中国”巴彦淖尔新
锐企业榜单，专家学者围绕羊肉加工产业
技术创新院建设、“农业绿色发展：提质增
效”“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战略趋势与建设
国家农高区的思考建议”等主题，作了主
旨报告和专题讲座。还举行了“科创中
国”巴彦淖尔市人才培训基地、科技小院
授牌暨第二期现代农牧业培训开班仪式。

“科创中国”巴彦淖尔
现代农牧业发展论坛召开

本报乌海 5 月 17 日电 （记者 郝
飚）近日，由青年导演周子阳执导的电
影《乌海》正式官宣定档，将于 6 月 12 日
登陆全国院线。

电影《乌海》以中小城市为故事背
景，讲述了在短短三天内，杨华（黄轩
饰）和苗唯（杨子姗 饰）这对年轻夫妻
经历着情感、家庭、事业各种矛盾的集
中爆发，原本恩爱平静的生活渐渐失
控⋯⋯

电影《乌海》是周子阳导演继《老
兽》之后的最新力作。从预告片的细节
来看，西北粗粝荒凉的独特地貌、上下
颠倒的镜头语言，都为这部写实题材增

添了超现实的色彩和耐人寻味的审美
寓意。

2020 年，《乌海》先后荣获第 68 届
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
贝壳奖提名、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第
25 届保加利亚索菲亚电影节最佳导演
奖，以及纽约翠贝卡电影节（北美三大
电 影 节 之 一）唯 一 华 语 入 选 影 片 。
2020 年 12 月，《乌海》成为第 3 届海南
岛国际电影节金椰官方推荐影片，并
举 行 了 亚 洲 首 映 且 好 评 如 潮 。 凭 借

《乌海》的杨华一角，黄轩于日前获得
第 45 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火鸟大奖最佳
男演员。

电影《乌海》将于6月12日登陆全国院线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5 月 17 日，呼和浩特市第十二
中学高三学生在学校内做减压趣味
游戏。高考临近，呼和浩特市第十
二中学高三学生在备考之余开展快
乐减压活动，以轻松乐观的心态迎
接高考。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释放压力
轻松迎考

接种新冠疫苗 构筑免疫屏障

■上接第 1 版
2016 年 2 月，习近平乘车沿着崎

岖山路来到神山村，视察村党支部，了
解村级组织建设和精准扶贫情况。他
指出，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
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在贫困
户张成德家中，习近平一间一间屋子
察看，坐下来同夫妇俩算收入支出账，
问家里种了什么、养了什么，吃穿住行
还有什么困难和需求。

【红土地新貌·圆梦小康】
最近，村民张成德家里好事连连：

民宿和农家乐生意火爆；外出务工的
小儿子决定留在村里，身边多了一份
陪伴；最让张成德和老伴彭夏英喜上
眉梢的是，大儿子结婚了。

“当时，总书记握着我的手，鼓励
我要树立脱贫致富的信心，如今致富
奔小康的梦想已经实现了，生活就像
糍粑一样越来越甜！”彭夏英说。

张成德一家美好生活的背后是神
山村乃至井冈山的山乡巨变。在扶贫
政策支持下，乡村旅游蓬勃发展，神山
村人均年收入从 2015 年的 2800 元增
长到 2020 年的 2.8 万元，不少村民开
上了私家车。

2017 年 2 月，井冈山市正式宣布
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成为我国贫困
退出机制建立后首个脱贫摘帽的贫困
县。

【坐标指引·于都县潭头村】
柏油马路穿村而过，白墙黛瓦与

绿树浓荫相互映衬，清池塘、景观亭点
缀其间⋯⋯初夏时节，记者走进于都
县梓山镇潭头村，一派别致的田园画
卷徐徐铺展。

2019 年 5 月 ，习 近 平 来 到 这 里 ，
实 地 考 察 革 命 老 区 脱 贫 攻 坚 、乡 村
振 兴 发 展 情 况 。 看 到 总 书 记 来 ，村
民 孙 观 发 领 着 儿 子 、儿 媳 、孙 子 、孙
女 ，高 兴 地 把 总 书 记 邀 请 到 家 里 。
围 坐 在 客 厅 里 ，习 近 平 同 孙 观 发 一
家 和 当 地 镇 、村 干 部 拉 起 了 家 常 。
总 书 记 说 ：“ 我 这 次 来 江 西 ，是 来 看
望 苏 区 的 父 老 乡 亲 ，看 看 乡 亲 们 的
生 活 有 没 有 改 善 ，老 区 能 不 能 如 期
脱贫摘帽。”

【红土地新貌·乡村振兴】
潭 头 村 是 红 军 村 ，也 曾 是 贫 困

村。随着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与乡村
振兴无缝衔接，村庄蝶变。村里成立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村民们一同发展

“富硒食堂”、民宿与红色研学旅游等
项目，大家有了新身份：讲解员、保洁
员、服务员、厨师⋯⋯

“入股分红、民宿收入、儿子外出
务工，去年家里年收入达到 22 万元，这
在过去想都不敢想！”坐在客厅的板凳
上，孙观发掰着手指头给记者算着家
里的收支账。

高质量发展辉映不渝初心

【井冈山新颜·“三轮驱动”】
走进井冈山秀狐智造电子有限公

司，一块块 LED 巨屏上流光溢彩。“我
们 依 托 XR 技 术 生 产 虚 拟 拍 摄 用 的
LED 大 屏 ，产 品 被 用 在 许 多 热 播 剧
中。”公司负责人闫颖昊说。

秀狐智造只是革命老区拥抱新经
济、培育新动能的一个缩影。近年来，
智能物联网产业园、新经济产业园、智
慧仓储物流园等一个个新兴产业园勾
勒出井冈山发展新蓝图。

从旅 游 业“ 一 业 独 大 ”到 全 域 旅
游、新型工业、现代农业“三轮驱动”，
井冈山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创 新 驱 动 能 力 不 断 增 强 。 2019 年 ，
井冈山市全部工业总产值达到 92.65
亿 元 ，较 5 年 前 增 长 50% 以 上 ，去 年
获 批 国 家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5 家 。 与 此
同时，一个个曾经偏远的小山村发展
起 各 具 特 色 的 精 品 民 宿 ，全 市 有 15
家农业企业通过有机认证，有机农产
品达到 42 个。

【于都新颜·传统产业新嬗变】
人口超过百万的于都县，县域经

济一度缺乏引擎支撑引领，过去以劳
动 力 密 集 型 为 主 的 服 装 产 业 附 加 值
低，农业发展没有品牌特色。近年来，
于都县以智能制造为核心重塑传统服

装产业新优势。
在于都县赢家时装（赣州）有限公

司，客户根据需求在线选择面料颜色
或款式，下单后数据将直接传输到生
产线，一块块布料按客户个性化数据
自动裁剪，一片片衣料通过智能排产
系统传输给合适工位。企业负责人告
诉记者，智能化技术应用可以帮助企
业降低 70%管理成本。

智 能 科 技 让“ 老 行 当 ”焕 发 新 活
力。几年来，于都县聚集了 3000 余家
纺织服装企业，全行业产值达到 500 余
亿元，带动 8 万多名服装业从业农民工
返乡创业就业。

传统农业则借助富硒品牌声名鹊
起。初夏时节，走进于都县梓山镇万
亩富硒蔬菜基地，丝瓜、辣椒等蔬菜长
势正旺，村民正在棚内采摘，准备装车
运往市场。于都县农业农村局经作办
主任欧阳天泉告诉记者，普通辣椒售
价在每斤 2 元左右，富硒辣椒可以卖到
每斤 7 元，还时常被抢购一空。

近年来，于都县利用丰富的富硒土
壤资源，大力发展富硒农业产业，建成市
级富硒蔬菜产业基地9个，去年全县蔬菜
播种面积 22万亩，综合产值达 30亿元。
于都县委书记陈阳山说，于都县将重点
打造中国于都硒品牌，让老百姓的日子

“芝麻开花节节高”。
(新华社南昌5月17日电)

“山”“河”映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