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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精神家园

【一家言】

坚决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加快建设农牧业强区，内蒙古使命在
肩、责无旁贷。见行见效完成好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把国家重要农
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得量大质优，内蒙古义不容辞、一往无前

■画里有话

近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
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强老字号与历史文化资
源联动促进品牌消费的通知》（简称《通知》），
围绕加强老字号历史文化资源挖掘、促进老
字号历史文化资源利用以及激发品牌消费潜
力 3个方面，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和具体任务，
明确相关工作要求，着力提升老字号与非物
质文化遗产、文物、博物馆等历史文化资源联
动、融合、发展水平，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老字号饱含着百姓对“烟火气”的挚爱，
是传承历史文化与探寻历史印记的重要载
体。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和实体产业的深
度融合，老字号掀起数字化转型热潮。但也
要看到，当前老字号数字化转型仍面临不少
挑战，还存在品牌意识欠缺、创新乏力、人才
断档、保护力度不足等制约因素。因此，推
动老字号数字化转型，既需要老字号自身增
强守正创新的强劲动力，也需要以消费为轴
心推动其焕新升级。

推动老字号数字化转型，应紧跟时代发
展节奏。老字号所传承的独特产品、精湛技
艺和经营理念，具有不可估量的品牌价值、
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要增强老字号企业
的经营管理意识、品牌意识、风控意识，坚持
以需求为导向，拓展品牌的现代表现力和吸
引力。积极推动老字号依托历史底蕴和文
化精髓开发创意产品、营造消费场景、提升
消费者体验，才能进一步顺应国潮消费趋
势，释放品牌消费潜力，丰富品牌消费供给。

推动老字号数字化转型，应着力优化发
展环境。2022 年，商务部等 8 部门印发《关
于促进老字号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加大
保护力度、健全传承体系、激发创新活力、培
育发展动能 4 方面提出支持举措。在此基
础上，应着力提升老字号与历史文化资源联
动、融合、发展水平，包括支持有条件的商业
街、步行街吸引老字号入驻；引导老字号在
景区开设旗舰店、专卖店；鼓励老字号与文
化馆、博物馆联动，打造特色新业态和消费
新场景等。

推动老字号数字化转型，应不断激发消
费潜力。老字号无论是营销还是传播，都需
要与数字经济、社交媒体紧密结合，扩大品
牌影响力，打开新消费者圈层。在这方面，

《通知》提出了诸多支持措施，如支持老字号
参加境外专业展会，支持新媒体举办“直播
探店”等专题活动，支持老字号传承人、相关
企业负责人参与电商直播，支持各类媒体开
设老字号专题专栏，同时办好“老字号嘉年
华”“非遗购物节”等消费促进活动，带动品
牌消费。

推动老字号数字化转型，不仅需要老字
号积极拥抱数字化，不断创新技术与经营管
理、产品与服务，也需要政策的保护和支持、
制度的完善和规范、环境的优化和赋能。只
有多方合力，才能加速老字号焕新升级，做
优做精做强，让老字号更具生机与活力。

让老字号焕发生机与活力
◎付彪

民以食为天，粮稳天下安。不久前，国家统计
局传出好消息：2022 年内蒙古粮食产量再创新
高，达到 780.1亿斤，迎来第十九个丰收年！

不止于此，作为农牧业大区，内蒙古有着太多
光环：国际公认的优质畜牧区、黄金奶源带，全国耕
地保有量过亿亩的 5 个省区之一，羊肉、牛肉、牛
奶、羊绒产量分别约占全国的 1/5、1/10、1/5、1/2，
国家重要的“粮仓”“肉库”“奶罐”“绒都”……坚决
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加快建设
农牧业强区，内蒙古使命在肩、责无旁贷。见行见
效完成好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
把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得量大质优，
内蒙古义不容辞、一往无前。

地为粮之本。实现量大质优，离不开对耕地
的保护和建设。近年来，内蒙古采取“长牙齿”的
硬措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为粮食丰
收夯实“耕”基。2022 年秋收以后，全区各地更

是抢抓施工窗口期，提前完成 2022 年全区新建
400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新征程上，需要
我们守住耕地数量，提高耕地质量，强化底线约
束，把撂荒地、盐碱地、沙地等丰富的耕地草地后
备资源改造好，不断扩大农牧业生产面积，不断
提升粮食综合产能，为中国人的饭碗装上更多

“塞外粮”。
科技当家，土地生金。实现量大质优，必须

向科技要效益。事实也向我们证明，连续多年
的五谷丰登，不仅仅来自风调雨顺的自然馈赠，
更得益于农牧业科技的支撑。进一步推动科技
与农牧业生产深度融合，大力开展种业振兴“揭

榜挂帅”专项行动，在现代生物技术育种、牛羊
优良品种本土化选育、高端乳制品加工等领域
攻克一批“卡脖子”技术，转化一批先进适用成
果……给农牧业生产注入更多科技含量，推动
更多科技要素向广袤田野牧场聚集，方能全面
提升我区农牧业发展质量，让现代农牧业变得
更有竞争力。

实现量大质优，追求的是产业的发展和群众
的增收，不是搞低水平的盲目扩张。面向未来，
我们要不断推动农牧业全产业链发展，大力发展
农畜产品精深加工，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
合，跑出奶业振兴“加速度”，做大做强玉米、奶

业、肉牛、肉羊、饲草等优势产业集群。要培育壮
大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健全完善农企利益联
结机制，让广大农牧民更多嵌入到产业链条中
来、更好分享全产业链发展收益。要实施农牧业
品牌提升专项行动，推动更多优质产品走向全国
市场特别是高端市场，让更多“蒙字号”产品飘香
万里、誉满全球。

耕耘才能收获，实干赢得未来。建设国家重
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是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
古的五大任务之一。始终把这一重大任务放在心
上、扛在肩上、落在干上，按照全产业链思维、工业
化思维推进现代农牧业发展，做好扩大数量、提高
质量、增加产量的文章，推动农牧业规模化、集约
化、产业化经营，我们必将把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
产基地建设得量大质优，更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带动全区农牧民增收致富，在希望的田野上实现
更大丰收。

奋力在希望的田野实现更大丰收
◎安华祎

前不久，自治区党委召开各民主
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代表 2022
年重点课题调研成果汇报会，自治区
党委书记孙绍骋在讲话中指出，调研
必须动真格的，管用才是真道理，有
用才是硬道理，一定要实打实提出解
决问题的办法，不能为了调研而调
研；要在现实生活中、实战中锤炼调
查研究的真本领，不要“在健身房里
练肌肉”，更不能玩虚的、把调研搞成
表演。

调 查 研 究 是 谋 事 之 基 、成 事 之
道。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一以贯
之的优良传统。回望百年，党领导人
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所取得的伟
大成就，无一不与深入调查研究密切
相关。新时代新征程，谋发展、解难
题、抓落实，更要用好调查研究这个
传家宝。瞄准真问题，下足真功夫，
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才能使调
研的过程成为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

领悟的过程，成为保持同人民群众血
肉联系的过程，成为推动事业发展的
过程。

“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
如足践之”。调查研究不是当看客、
赏风景，只有变“走马观花”为“下马
观 花 ”，才 能 获 取 真 实 的 第 一 手 材
料。锤炼调研真本领，就要在“深”字
上下功夫，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接地
气、通下情，保持“泥土味”，走进农村
解农民之困、走进社区解治理之急、
走进企业解经营之难、走进群众解民
生之忧，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

得感、安全感。
锤炼调研真本领，就要在“实”字

上做文章，力戒形式主义和官僚主
义，轻车简从，不搞层层陪同，问政于
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摸实情、出
实招、办实事，发现群众面临的问题，
把群众的意见反映上来，把群众创造
的经验总结出来。

锤炼调研真本领，就要在“真”字
上抓落实，不打招呼、不说目的、不走

“经典路线”，拿出“打破砂锅问到底”
的决心，保持“一竿子插到底”的韧劲，
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

方研究问题，原汁原味听真话、原原本
本察真情，避免“盆景式”调研。

“不深思则不能造于道，不深思
而得者，其得易失。”没有调查，研究
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研究，调
查所得的材料如一盘散沙 、一堆乱
草。调查研究不仅要发现问题，更要
解决问题。将“群众满意不满意，群
众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标准，做实
做深做细调研“后半篇文章”，抓好调
研成果转化运用，解决棘手的难题、
拿下“烫手的山芋”、啃下“难啃的硬
骨头”，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内蒙古提
供有力保障。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
躬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
没有决策权。广大党员干部要练好
调查研究这个“真本领”，在工作中创
造新业绩，真正让调查研究成为听民
意、做决策、查实效的得力手段。

【洞见】

在实战中锤炼调研真本领
◎苏盈

全国国内旅游出游 5271.34 万人
次，新年档电影总票房突破 5亿元，不
少知名商圈客流创历年同期新高……
刚刚过去的元旦假期，国内文旅休闲
市场活跃，一组组数据见证着消费回
暖的良好势头。

街头巷尾“重燃”烟火气，让人颇
为感慨。自疫情发生以来，文旅餐饮
等行业一直是受冲击最严重的领域
之一。如今随着防疫政策调整优化，
复工复产全面提速，消费市场也逐渐
迎来各方期盼的“春天”。从统计报
告看，今年元旦消费呈现人气普涨、
多点开花的特点。跨省游、中程游全
面复苏，周边游、近程游热度不减；线
下商场餐饮人气攀升，线上购物同样
热闹。在“买买买”的同时，跨年敲钟
等文化体验活动也备受青睐。这一
幕幕，再次彰显了中国内需的韧性与

活力。
烟火气升腾，传递的是信心，释

放的是活力。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
马车之一，消费不仅对接着老百姓过
日子的大事小情，也是经济社会发展
活力的重要来源。经过多年转型升
级，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越来越
高。虽说一度受到疫情影响，但消费
规模扩大、消费结构升级的总体趋势
没有改变。只要将暂歇的消费需求
唤醒，消费对经济循环的牵动能量就
会进一步释放。盘点今年元旦假期，

社会消费明显反弹，很大程度得益于
政策的因势利导。从推出各类主题
消费季，到举办灯光秀点亮夜经济，
再到发放多品类消费券，为抓住岁末
年初这个消费窗口，各地打出了一整
套政策组合拳。新潮有趣的消费场
景，暖意融融的消费氛围，激发起许
多人阖家出游、购物的热情。

元旦消费热开了个好头，但市场
全面复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数
据来看，这个元旦假期全国国内旅游
出游人次，按可比口径计算，只相当

于恢复至 2019 年元旦节假日同期的
42.8%。而据专家研判，由于疫情冲
击依然存在变数，居民消费信心相对
而言仍处低位。特别是经历过疫情
带来的不确定后，作为消费市场的新
生力量，许多年轻人的消费理念悄然
转变，不但支出愈发理性，也更愿意
为 兴 趣 爱 好 等 个 性 化 体 验 活 动 买
单。种种形势新变，都是进一步做好
消费复苏工作的“指南针”。继续深
挖消费复苏潜力，提振大众消费信
心，除了重视对关键节点的把握，更
需摸清不同群体的消费特点，把握大
众消费习惯的变化。

热闹的元旦，让我们更有理由期
待一个红红火火的 2023。让我们珍惜
生产生活秩序的全面回归，珍惜来之
不易的繁荣烟火气，一起把失去的时
间抢回来，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来论】

为 消 费 回 暖 再 加 把 劲
◎雨馨

【出处】
（唐）黄檗禅师《上堂开示颂》

【原典】
尘劳迥脱事非常，紧把绳头做一场。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释义】
黄檗禅师是唐代著名高僧，《上堂

开示颂》是其所作的一首偈诗。诗人借
梅花傲雪迎霜、凌寒留香的风骨，勉励
世人迎难而上、砥砺拼搏，实现人生之
志。上两句“尘劳迥脱事非常，紧把绳
头做一场”，意思是摆脱尘念劳心并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拉紧绳子、俯下
身子拼命干。下两句“不经一番寒彻
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其意为：如果不
经历一番透彻心骨的严寒，又怎能有梅
花如此扑鼻的芳香呢？

寒梅一冬，成就花香一季。风霜中
的寒梅，与冰雪抗争、与命运拼搏，或许
一时零落凋败，但风过后又有花苞夺香
吐蕊、雪停后又有新梅顾盼生辉。其中
所蕴含的恒心与韧劲，古往今来不知成
为多少人心中的那盏明灯，在人生遭逢
困境、逆境甚至丧失前进动力时指引方
向。

【启悟】
三九寒冬，百花凋零，唯独梅花傲

然而放。小小的花朵，在冰封的大地上
凝霜留香，或含蓄或怒放，天愈寒冷，她
愈多姿。她开得那般娇美，又是那般清
雅，迎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将璀璨写在
枝头。至柔至弱的花颜，战胜至寒至烈
的风雪，给人以无限震撼。

在中国文化里，有很多歌颂寒梅傲
雪、不畏严寒的诗词文赋。人们将梅与
兰、竹、菊并称为“四君子”，又将梅与
松、竹并称为“岁寒三友”，这都是在赞
扬梅花高洁的品格、顽强的斗志、拼搏
不屈的精神以及苦尽甘来的结果，赋予
寒梅清正之气、坚韧之德、强劲之骨、奋
进之态。

梅花是坚强的斗士，“墙角数枝梅，
凌寒独自开”“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
自苦寒来”“狂飙过尽绝胜处，凌寒飘香
九千里”……让人看到她逆境中的不
屈，苦寒中的挺拔；梅花是清正的雅士，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冰雪
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让
人品到她氤氲弥久的清香，坚毅唯美的
风姿；梅花是春天的使者，“俏也不争
春，只把春来报”“来日绮窗前，寒梅著
花未”“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
春”“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让
人感受她传递生命的萌动，孕育春来的
希望。

冰心说：“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
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
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花
如此，人亦然。没有任何成功的微笑不
是由失败的泪水与辛勤的汗水叠加而
得，没有任何人前的掌声不是经人后的
孤独与绝望的苦闷体尝而来。彩虹会
懂得感谢曾经的风雨，陶瓷会明白烈火
窑烧的必要。对于身处苦难的人，与其
责难苦厄命运，不如踏平坎坷成大道；
对于当下不满的人，与其抱怨眼前泥
泞，不如耕耘未来待花香。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
香？人类的美好理想，都不可能唾手可
得，都离不开筚路蓝缕、手胼足胝的艰
苦奋斗。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从
积贫积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发展繁
荣，靠的就是一代又一代人的顽强拼
搏，靠的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
精神。当前，我们既面临着重要发展机
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
梦在前方，路在脚下。自胜者强，自强
者胜。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需要我们
继续在披荆斩棘中探路前行，在闯关夺
隘中风雨兼程。 （哈丽琴）

不经一番寒彻骨
怎得梅花扑鼻香

网络上，曾经有一个“A4 纸上看人生”
的热门帖子。这个帖子说的是，以 75 岁的
平均年龄计算，人生不过短短的 900 个月，
用一个 30×30 的表格来呈现，一张 A4 纸就
足够了。如果人生每过一个月，就把一个格
子涂上颜色，许多人会突然发现，原来自己
的人生已过大半。一张 A4 纸、900 个方格，
把时间量化，为人生建模，难免让人产生“盛
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的感慨。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
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时间是伟大的书写
者，而手握人生时间巨笔的，从来都是我们
自己。让时间成为成功者的“加持”，则取决
于对待时间的态度。因为，那些把生命长度
按天计算的人，无不惜时如金、奋发有为。
颜真卿的“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
时”，岳飞的“莫等闲，白了少年头”，齐白石
的“不教一日闲过”，杨绛的“每天进步一点
点”等等，都是极好的佐证。

每个人的一天都是 24 小时，但拉开距
离的是对时间的管理。在转瞬即逝的时
间之下，我们最该做的就是珍惜时间，让
我 们 的 时 间 一 分 一 秒 都 变 得 有 意 义 起
来。要惜时、守时、用时，不要让等靠坐要
思想麻痹了自己，坐等等不来发展，坐等
更等不来进步，在任何时候都要有时间观
念 ，坚 决 不 浪 费 时 间 。 既 要 学 会“ 挤 时
间”，干工作时全神贯注、心无旁骛，提高
时间利用效率；也要学会“偷时间”，在有
限的时间里多去为人民谋取福利，多做一
些有益于人民的事。

新时代展示给吾辈的舞台足够宽广，能
不能展现出刚劲优雅的舞姿，关键在真抓实
干。要走出“事务主义”的事无巨细、“命令
主义”的上传下达，“不饱食以终日，不弃功
于寸阴”，脚踏实地做好当下的每一件工作，
敢于挑重担子、涉深水区、啃硬骨头，咬定青
山不放松，在急难险重中建功立业。下足绣
花功、画好工笔画，把解决具体问题与解决
深层次矛盾结合起来，把眼前需要与长远谋
划统一起来，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时间
自会为我所用，站到自己这一边。

“勿谓寸阴短，既过难再获”，只争朝夕、
不负韶华，是对未来最好的宣示。奋进新征
程、建功新时代，唯有摈弃“弱者等待机会”
的惰性，秉持“勇者创造机会”的信念，在追
赶时光中踔厉奋发、接续奋斗，才能超越自
我、写就奇迹，顺利抵达梦想的彼岸。

最好的时间是现在
◎向河

1月 7日，2023年春运正式开启。铁路、道路运输、民航等部门采取多种举措，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强化
春运服务和安全管理，确保广大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 新华社发 程硕 作

多措并举护春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