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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机关报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郭惠超 王鹏 郝飚 赵娜 班迪

“今天，我在这里吃到了很香甜
的粽子，学习到许多知识，我特别喜
欢这里。”6月14日上午，乌海青少
年创意园内，我们的节日·端午——

“艾飘香 粽相系”活动正在火热进
行，今年6岁的李依诺小朋友一边吃
着粽子，一边兴奋地说。

“今天我们的活动从端午佳节的
习俗切入，让青少年去寻找端午节的
起源故事，活动设吃粽比赛、茶席插花
制作、艾草福袋制作等环节，引导青少
年感受中国传统技艺魅力，传递爱国
情感、增强民族凝聚力。”乌海青少年
创意园园长边疆说。

据了解，乌海青少年创意园是
乌海市重点打造的民生公益工程，

是内蒙古自治区首家以创意体验为
主题的青少年活动场所，是联系、服
务、凝聚、引导青少年的重要阵地。
园区以“一起创意·一起创益”为主
题，以“激发青少年创新创意思维、
培育青少年创新创意文化”为主旨，
以“直接联系青年、精准服务青年、
广泛凝聚青年、有效引导青年”为理
念，打造“有形化、标准化、产品化、
信息化”的服务青少年阵地。

2013年以来，乌海青少年创意园
已累计接待青少年80多万人（次），荣
获了“全国青年创业示范园区”“内蒙
古自治区青少年户外体育营地”“内蒙
古青年创业孵化器”“内蒙古自治区青
少年科技教育示范基地”“内蒙古自治
区科普示范基地”等国家和自治区级
荣誉，被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财经
大学、兰州大学确定为大学生青年假
期社会实践教学基地。

童心创意过端午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于海东 赵娜 班迪 郝飚
郭慧超 王鹏

6月 14日一大早，内蒙古日报
社“‘永远跟党走’——草原云·百名
记者万里行”大型传播活动报道组
走进乌海市人民公园。

歌声颂党恩，粽子传真情。由
乌海市委宣传部、乌海市文明办主
办的“永远跟党走·粽香话端午”乌
海市 2021年弘扬家国情怀主题宣
传活动暨“内蒙古好人”颁奖仪式正
在进行。

活动为2021年乌海市入选“内
蒙古好人榜”的骆燚、康炜、苏存丽
等先进典型颁发了证书，并向道德
模范、身边好人、文明家庭代表送上
端午节礼物。期间，“内蒙古好人”

“文明家庭”代表分享了他们心中的
“家国情怀”。

“到基层去，到群众最需要的地
方去。13年前，参加大学生村官培
训时听到的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了我
的心中。”乌海市海勃湾区林荫街道
办事处副主任、“内蒙古好人”荣誉
获得者骆燚坚定地说，“社区工作大
多平凡，但却需要我们把群众的点
滴小事儿做好，不断提升他们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家是最小国，国是
千万家。只有让每个小家安宁幸

福，我们的国家才更加繁荣昌盛。”
“我的爷爷是一位老红军，他那

一心为民服务的奋斗情怀深深地影
响着我。从小我就一心想成为像爷
爷那样的共产党员！”乌海市海勃
湾区海北街道办事处群团干事、“内
蒙古好人”荣誉获得者康炜说，“作
为党员，我就应该起到带头作用，多
为民办实事解难题，继续将红色的
家风传承下去！”

现场还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活
动。党史故事情景宣讲《真理的味道
非常甜》，带领大家从百年党史中汲取
磅礴力量和无穷智慧；乌海市全民阅
读协会的经典诵读——《中华颂》，铿
锵有力的字句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
人；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红色歌曲，唱响
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

乌海市爱心协会的志愿者们还
将活动与传统文化传统美德相结合，
带领大家一同包粽子。6000个粽子
将被送往敬老院，让老人们品味粽子
的香甜，感受端午佳节的温暖。

内蒙古自治区道德模范、乌海
市爱心协会会长乔高磊说：“我是一
个来自农村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
中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入伍8年，
在党的培养下，我更加意识到自己
应该肩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因此
就创立了爱心协会。如今，我们协
会的人数已经从最初的5个人发展
壮大到2000多人。”

永远跟党走·粽香话端午

本报呼和浩特6月 14日讯 （记者 皇甫秀玲）近
日，《呼和浩特市乳业开发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颁布实
施。

据悉，呼和浩特市委、政府抢抓自治区推动工业园区
高质量发展机遇，优化整合空间和资源，积极打造敕勒川
乳业、和林格尔乳业两大乳业开发区，集中推动乳业高质
量发展。为了适应两大乳业开发区的发展需要，支持推动
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蒙牛中国乳业产业园两大全产业链
升级项目加快建设，吸引带动国内外乳业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落地发展，进一步形成乳业集群规模优势，该市在现有

政策基础上，制定出台了《呼和浩特市乳业开发区招商引
资优惠政策》。《政策》全文共16条内容，明确了适用范围、
项目准入标准、优惠政策内容以及保障措施。

有针对性的制定了支持企业以商招商、给予项目贷款
贴息、鼓励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支持企业成长壮大、支持企
业提升品牌质量、支持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支持企业引进
人才7条优惠政策及奖励办法。同时明确，对在乳业开发
区投资10亿元以上，或对乳业开发区发展有重大支撑带
动作用的项目，采取“一企一策”“一事一议”办法，给予更
加优惠的政策。

《呼和浩特市乳业开发区招商引资
优惠政策》颁布实施

□本报记者 郑学良 通讯员 李珍

“每次来这里都让人感怀、心潮澎
湃。”认真聆听着乌兰夫纪念馆讲解员
的解说，西铁社区党总支书记赵青难
掩内心激动。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回民区充分
发挥“乌兰夫纪念馆”等红色资源“活
教材”优势，深刻把握党史学习教育目
标要求，丰富教育形式，讲好红色故
事，大力弘扬红色文化，广泛开展红色
教育。

深挖红色资源，让党史学习教育
“活”起来。回民区采取“理论+现场”
“历史+现实”“讲授+体验”教学模式，
通过组织党员干部参观乌兰夫纪念馆
展览、聆听党课、重温入党誓词等方式
举办主题党日活动，利用重要时间节

点，组织“网上祭英烈”、升国旗仪式、
公祭仪式等形式多样的爱党爱国爱社
会主义教育活动。全区中小学广泛开
展“童心向党”活动，通过主题班会、传
唱红歌、实地参观、国旗下演讲等形
式，引导学生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
行自觉融入学习生活中。组织中小学
开展主题班会、“红色家书”校园诵读
等活动，开展青少年“四史”知识网上
闯关答题活动，引导他们听党话、跟党
走，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

用活红色资源，让党史学习教育
“实”起来。回民区通过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读书班、革命传统教育课、红色影片展
映、红色记忆歌唱比赛等活动，以及组织
书法绘画、文艺展演等群众性主题宣传
教育活动，不断推动党史学习教育面向
基层、贴近群众、深入人心。

■下转第2版

回民区：红色资源成为
党史学习教育“实景课堂”

本报阿拉善6月14日电 （记者
刘宏章）近日，内蒙古庆华集团庆华煤
化公司人力资源部工作人员陈健来到
阿拉善高新区政务服务大厅，咨询办
理员工医保手续事宜。“现在都通过

‘一网通’办理员工医保手续，这个系
统我操作过两三次，但还是不太熟
悉。”陈健说。

陈健来咨询业务时，坐在窗口体
验的高新区人力资源和医疗保障局党
组书记、局长李铁艳接待了他，并为其
解答了相关疑问。据了解，高新区党
工委班子成员以及各部门主要负责人
以工作人员身份坐窗口是高新区干部

“走流程”活动的主要内容。
为扎实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深

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阿拉善高新区立足实际找准区域差异
性，稳抓党史学习教育方式方法创新，

做到“规定动作”不走样，“自选动作”
有创新，创新开展了领导干部“走流
程”活动，以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
为导向，将党史学习教育与为民服务
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级领导干部在
推动作风转变、营商环境优化中的带
头作用，推行“领导干部坐班制”，由办
事流程的设计者变为办事流程的使用
者，由坐在机关查找问题变为亲身体
验办事流程发现问题，切实转作风、办
实事、聚民心。干部们通过陪同办、亲
身办、监督办、跟踪办等形式，深入体
验政务服务事项、党政群机关非窗口
部门（单位）重要服务事项办理过程，
及时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
事，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该高新区行政服务大厅驻厅单位
的主要负责同志带头， ■下转第2版

阿拉善高新区：全力解决
群众烦心事揪心事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2020年，王文成荣获全国脱贫攻
坚先进个人奖。消息传来，边墙村村民
都竖起大拇指：“王书记获此殊荣，那可
是实至名归啊！”

驱车驶过太仆寺旗宝昌镇，顺着宝
固县省道一路向东南方向行驶 7.5 公
里，一座仿古的城门引人注目，随之映
入眼帘的是3个刚劲有力的大字——
边墙村。

穿过这道古色古香的“城门”，林荫
间的水泥路延伸到村庄，湿地公园里的
凉亭、木栈道、草坪，一派清新的田园风
光。沿路的村边是明亮整洁的民宿院
落，有几处小二楼、四合院点缀其中，村
民的住宅整齐划一……欣欣向荣，是边
墙村给人的直观印象。

谁能想到，9年前的边墙村还是太
仆寺旗最穷的贫困村之一。土路、土
房、土院墙，贫困人口多且没有产业。
当时，村里只要是有些能力的人全部往
外转移，可王文成却带着自己18年努
力攒下的资金回到了家乡。

边墙村变强的故事也由此开篇。
2012年 8月 20日，边墙村新一届

村干部选举结果公布，事前并不想参加

选举的王文成高票当选。“既然乡亲们
都信任我，那我就干一届。”就这样，58
岁的王文成走马上任。

此时的边墙村是太仆寺旗垫底的
“尾巴村”。一方面，家乡的破败和父老
乡亲的穷困刺痛着他的心；另一方面，
村民也迫切地需要一个“领路人”。

边墙村拥有7800亩耕地、6000亩
荒山和湿地、3000亩林地及少量其他
用地。

9年前，这片土地“乱象丛生”——
农用地利用低效；土地分配不合理，有
的村民去世近20年，其名下仍有土地，
部分土地使用还存在着纠纷；居住区用
地基本无规划，房屋院落乱占乱建；荒
地荒山多年闲置；道路网等基础设施严
重滞后。

坐拥土地，却受制于土地，多年来，
地不能尽其力成了边墙村的“穷病根
儿”。

不解决土地问题，何谈发展？地力
不挖掘，发展的合力如何形成？

在外打拼多年的王文成凭着经营
头脑，首先从“摆平”土地这个根本性问

题入手。2013年，全村开始了土地大
调整。

一听说调整土地，大部分村民表示
理解和拥护，而部分村民却公开唱反
调，有上门吵架的，还有耍赖“作妖”的。

“我老父亲去世了，两个孩子考上
了公务员，这3份地都拿出来！”会上王
文成一语惊人，先拿自己“开刀”，主动
将自家名下的部分土地拿出来归入村
集体，进行再分配。

一次次的开会、动员、讲道理，村干
部们带头“打样”。一些党员村民纷纷
响应，紧随其后的是一些家族中有威望
的长者，大家逐渐意识到：这样做肯定
错不了。

有村户籍的全给，考上公务员的和
去世的逐渐撤出，多占的分给缺地的
……每个人6亩地，1亩自留，其他5亩
整合到合作社作为集体资产，最终，边
墙村的土地完成了调整分配。

把多占的清出来，把缺地的加进
来，把荒废的用起来……在王文成上任
后的第一个春天，变化每天都在村里发
生，“捆绑”起来的土地成了发展产业的

资本，大伙看在眼里、服在心头。
苏醒的不仅是沉睡的土地资源，还

有村民们的观念。大伙逐渐意识到，只
有土地真正流转起来，从地里刨食才能
变成从地里掘金。

随后，王文成带领着村民，把过去
废弃大坑拉土填平后建了80座大棚，
不仅完成了对环境的治理，出租后也为
村集体带来每年16万元的收入。

与此同时，他牵头成立了太仆寺旗
昌祺红养殖专业合作社，以肉牛育肥和
风干牛肉加工为主，生产的牛肉干十分
畅销。在合作社的带动下，边墙村涌现
出一些养殖大户，发展牛羊养殖，有效
促进了农牧业增效，同时吸纳入社村民
114户、340人，年人均增收4000多元。

有了产业支撑，王文成带领村民改
造危房、硬化路面、安路灯、垒院墙、建
公园……累计投资2100万元，建起了
文体广场、文化活动室、卫生室、公共厕
所，街巷硬化12公里，安装路灯85盏，
改建院墙32000米，580户农民危房改
造并通了自来水。短短几年，硬是将一
个贫穷闭塞的后进村，变成了一个生活
富裕、村风文明的先进村。

近两年，善于捕捉商机的王文成又
把眼光聚焦到旅游业上。如今，走进边
墙村， ■下转第2版

王文成：两副担子“一肩挑”

□新华社记者 高敬 潘旭
徐海涛 李琳海

6月，金银滩草原的夏天来了。绿
草茵茵、白云低垂，让人仿佛淡忘了这
里曾经轰鸣的炮声。

金银滩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
州，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
国营二二一厂旧址。我国第一颗原子
弹、第一颗氢弹均诞生于此，这里被称
为中国原子城。

如今，这里已安全退役，成为旅游
景区。曾在这里奋斗过的核工业人被
安置到全国27个省份的532个县市。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二二一厂
离退休职工，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要求解决离退休人员生活上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

已是耄耋之年，这些老同志带着自
己的“二二一故事”，带着烙印在身上的

“两弹一星”精神，依然在祖国各地发光
发热。

以身许国，在那遥远的地方
6月 2日，西宁市德令哈路的中核

集团二二一小区内歌声嘹亮——《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
量》……歌声来自二二一厂退休职工和
家属。

85岁的杨翠英老人特意打扮了自
己，“经历了苦日子，今天的日子比蜜还

甜。”她说，感谢党中央没有忘记我们。
老人们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

下，这两年待遇好了，看病就医更省心，
中核集团等还组织对职工住房进行修
缮，美化了社区环境，生活舒心多了。

1958年，面对西方核讹诈的威胁，
党中央决定在青海金银滩建立中国第
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对外称“青海省
第五建筑工程公司”“青海矿区”。

金银滩地处高原，高寒缺氧，一年
里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袄。西部歌王王
洛宾在这里写下了经典歌曲《在那遥远
的地方》。

1961年，杨翠英带着当时只有4个
月大的女儿，从河南老家追随丈夫到了
二二一厂工作。

“那时吃的多是青稞面和黑豆面，
面黏性太大，刚开始咽不下去，需要拿
热水送。粮油限量供应，我们只能自己
种一些土豆充饥。”杨翠英回忆说。

今年80岁的董殿举住在安徽合肥
团安新村。话起当年，老人的眼神一下
子亮了起来——

1959年，只有18岁的他进厂工作，
一干就是几十年。

“当时条件艰苦，我们只能临时住
进牧民搬走后留下的牛棚、羊圈里，有
时就在山上挖个洞睡觉，晚上还能听见
狼叫。冬天睡觉时戴着棉帽，第二天被
子、帽子上都是冰霜。”

今年86岁的刘兆民曾在二分厂研

制炸药。“当年我们也不知道自己要从
事什么工作，拿着车票，提着木箱就来
了，和我一起来的同一届校友当时就有
20个。”他说。

刘兆民后来才知道自己从事的是
一份“特殊”的事业。研制雷管、研究炸
药冲击波，曾是他的主要工作。

当年，很多科学家工作到深夜，一
个共同的信念在心中燃烧——再穷，也
要造出“争气弹”。

李富学1959年到厂，主要从事“微
秒级电雷管”的研制任务。

“以前国内都是秒级的，原子弹需要
微秒级的电雷管，没有先例也没有样品，
一切都是自主研发。”老人声音依旧洪亮。

为了造出合格的电雷管，研究人员
从试制到定型，两年多时间里做了5万
多次试验。

1962年，新型微秒级电雷管诞生
了，试爆成功的原子弹、氢弹，都使用上
了这种电雷管！如今说起来，88岁的老
人家仍充满骄傲。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
子弹爆炸成功！

1967年 6月 17日，我国第一颗氢
弹爆炸成功！

2015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就我
国核工业创建60周年作出重要指示：

“60年来，几代核工业人艰苦创业、开
拓创新，推动我国核工业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为国

家安全和经济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化剑为犁，永远为了和平
拂去岁月的尘埃，二二一的名字闪

耀着不朽的光辉。二二一厂的建设者
们为我国国防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历史的长河奔腾向前。战争的阴
影淡去，和平与发展渐成时代主题。
1987年6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作出撤
销二二一厂的决定。

眼含热泪、心怀不舍，但人们没有
任何怨言，一方面继续攻关、保质保量
完成研制和生产任务；另一方面遵照国
际通用核设施退役处理标准、本着对子
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对设施设备进
行永久性无害化处理。

1993年6月，退役治理工作全面完
成，厂区设施达到不加任何限制可对外
永久性开放的标准。

1995年 5月，新华社发布消息，向
世界宣布：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
全面退役。

撤厂时，二二一厂有职工近万人，
其中离退休人员4924人，加上家属子
女等总人口约3万人。在职职工被安
置到各地企业单位，中核总组建了核工
业二二一离退休人员管理局专门负责
离退休人员的服务管理。

按照“适当集中、合理分散”的原
则，刘兆民等600多人被安置到西宁市
的二二一家属院颐养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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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的功勋 闪光的精神
——访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二二一厂离退休职工

永 远 跟 党 走
草原云·百名记者万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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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跟党走·粽香话端午”活动现场。

学习茶席插花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