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座座横亘绵延在崇山峻岭、黄河
岸边的长城关隘，见证了走西口人吃苦
耐劳、坚韧不屈的精神品质。

“循迹西口”采访组以明长城为路
标，在内蒙古、山西、陕西三地，沿路探
卫城、访老牛湾、走偏头关……寻访走
西口先人足迹，探寻西口文化，感受长
城精神。

东胜卫：紫塞争辉 见证融通

托克托县，午后的阳光明亮而炽
热。位于县城边上胡服骑射主题公园
内，保存尚好的东胜卫古城呈现沧桑之
美，引人注目。

曾经，卫城作为明长城防御体系的一
部分，在明朝前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
用。走进新时代，它又和谐地融入现代城
镇中，凝固为一座城最厚重的历史记忆。

“明朝初年，朱元璋在长城以北地
区修筑了329座卫城，其中在明洪武二
十 五 年（1392 年）、二 十 六 年（1393
年），为了扼守黄河水道，先后在托克托
修筑了东胜卫、镇虏卫，在和林格尔修
建了云川卫、玉林卫等卫城，东胜卫规
模最大，驻军 5600人。”托克托博物馆
馆长石磊介绍，明嘉靖后期，明朝收缩
防线，退回到长城以内，卫城被遗弃，东
胜卫则成了蒙古族首领阿拉坦汗义子

脱脱（又名妥妥）的驻牧之地，并改名为
脱脱城，这也是托克托名称的由来。彼
时，脱脱和明朝在此易马互市，进行边
界贸易，长城两边的人民定期在脱脱城
交易瓷器、茶叶、皮毛等生活日用品。

其实，因地理位置重要，托克托县在
战国、秦、汉、北魏、隋唐、辽、金、元等时
期就筑有城池，是匈奴、鲜卑、契丹、女
真、蒙古、满、汉等多民族融合共居之地。

明朝到民国时期，又有无数的山
西、陕西人从“口里”来到“口外”，到此
定居生活，发展生产。

托克托县郝家窑村，全国乡村旅游
重点村。

“我的祖辈是山西省河曲县郝家沟
人，清乾隆年间，郝家先辈两兄弟来到

托克托县，凿窑洞而定居一溜湾，随着
人口的增多，形成了郝家窑村。”60岁
的郝家窑村原党支部书记郝争平说。

郝争平的骨子里既有先辈的开拓
胆 识 ，又 有 大 漠 汉 子 的 果 敢 勇 毅 。
2005 年，依托地处黄河边、一溜湾葡
萄、窑洞遗址等优势，他带领汉、蒙、满
等各族村民广开农家乐，大力发展旅游
业，至今，村里 200多户村民的农家乐
年创收1000余万元。旅游业成为托克
托发展县域经济的一张烫金名片。

老牛湾：黄河古渡 再现生机

托克托县的东南方，是清水河县老
牛湾村。作为两道保卫明朝的防御体
系，托克托县卫城和老牛湾明长城遥相

呼应。
明朝称长城为边墙，为了防御，明

政府沿着黄河构筑了一道边墙，这段边
墙与黄河并肩同行百余公里，被形象地
称为黄河边。老牛湾是明长城和黄河
交汇之地，离蒙入晋最后一段，历代兵
家必争之地。

清代，边境兵戈休止，大量晋商走
货经过清水河黄河段，当地 14个黄河
渡口商贸兴盛，其中老牛湾渡口成为黄
河边上重要的商品集散地、物流大动
脉，周边买卖兴隆，西北的皮毛、药材，
中原的瓷器、茶叶等，通过老牛湾这条
黄金水道行销各地。

“最高峰时，老牛湾渡口靠港停泊
的船只达 300多艘。”清水河县文史专
家刘建国说。

登上老牛湾堡，极目远眺，残缺的
边墙、烽火台依地势高低起伏，它脚下
的黄河水蜿蜒曲折、川流不息。

老牛湾渡口的繁华一直延续到新
中国成立后。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
始，因陆上交通业发展，老牛湾渡口开
始败落，加之耕地稀少，老牛湾村村民
生活困难。2005年起，当地政府依托

“长城和黄河第一次握手”的自然景观
优势，修筑了老牛湾码头，家家户户购
买了船只、快艇， ■下转第4版

长 城 内 外 是 故 乡
□本报记者 周秀芳 韩继旺 哈丹宝力格 高瑞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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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走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学员谈认识

坚 持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始 终 如 一
——新征程上满怀信心开新局展新貌系列述评之六

本报2月 11日讯 （记者 白丹）
2月 10日，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张延昆到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
党、九三学社自治区委机关，看望各民
主党派区委班子成员，详细了解党派历
史沿革、组织建设、参政议政等情况，听
取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工
作情况和意见建议。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张延昆
肯定了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
人士对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

突出贡献。他说，今年是全面贯彻落
实中共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各民
主党派区委要牢牢把握习近平总书
记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完善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制度的工作要求，通过加强自身建设
提升参政议政能力，努力在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上体现新担当、作出新
贡献。

胡达古拉、白清元、安润生、孙俊青
参加走访座谈。

张延昆走访各民主党派区委

■详见第3版

■详见第4版

本报 2月 11日讯 （记者 王坤）
2月11日，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2023年
坚持稳中快进稳中优进推动产业高质量发
展政策清单》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四场——

“促进服务业提质提效”专场发布会了解
到，我区今年将新增婴幼儿托位2万个。

发布会上，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副主
任邸星介绍，养老托育事业和产业发展
是促进服务业提质提效的重要内容。下
一步，我区将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体系，

持续落实国家和自治区托育服务及老年
健康政策措施。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
系，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招收 2-3
岁幼儿，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制定公办
医疗卫生机构发展托育服务政策措施，
选取部分盟市开展社区托育服务试点工
作，规范提升托育机构服务质量，不断补
齐托育服务短板。做好项目储备，积极
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增加普惠性托育
服务供给。

今 年 全 区 将 新 增 婴 幼 儿 托 位 2 万 个

本报 2月 11日讯 （记者 李永
桃）记者从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
行获悉，2023年我区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贸易往来延续 2022 年增长势
头，1月份全区进出口额合计 10.01亿
美元，同比增长 8.28%，其中进出口金
额分别增长9.46%和 6.89%。

统计显示，进口方面，煤炭进口增长
对全区进口贸易增长形成拉动效应。在
口岸通关流程简化、智能化通关等有利
因素助力下，1月份我区自蒙古国进口额
达2.96亿美元，同比增长35.99%。出口

方面，设备类出口大幅增长对全区出口
贸易增长拉动效果显著，如1月份出口自
卸车金额达0.98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
8.91倍，出口牵引车金额达0.24亿美元，
是去年同期的9.61倍。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年来，我
区不断深入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
2022 年，我区与 100个沿线国家发生
贸易往来，朋友圈越来越大。2022年，
我区对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金额达
132.74 亿美元，同比增长 29.99%。同
时，进出口品类更加丰富，■下转第2版

1 月份我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贸 易 进 出 口 额 同 比 增 长 8.28%

推动五大任务见行见效

□人民日报评论员

党和人民事业是人类进步事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
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

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
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
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
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
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
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
形态”，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为广大发展
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

范，为其提供了全新选择”。
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

追求。在追求现代化的艰苦卓绝奋斗
中，我们党领导人民不仅创造了世所罕
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
奇迹，而且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 ■下转第4版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创 造 了 人 类 文 明 新 形 态
——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丁小溪

致力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总有一种
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春刚过，北京西郊
的中央党校校园里，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研讨班如期开班。

这个班开在“关键时刻”，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开局之年的开
春之时。

这个班面对“关键少数”，学员是新进
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
要领导干部。

这个班聚焦“关键课题”，如何“正确
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审定办班方案并
出席开班式，发表了十分重要的讲话，深
刻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系列重大理
论和实践问题，极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
式现代化理论。

春启生机，春雷阵阵，激荡起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的铿锵足音。

坚定历史自信——“中国式现
代化，是我们为如何唤醒‘睡狮’、实
现民族复兴这个重大历史课题所给
出的答案”

位于中央党校校园中央的礼堂，拱形

屋顶，黄砖贴面。这座陕北窑洞风格的
建筑，彰显着始终高度重视理论武装的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基因。

礼堂内，“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
研讨班”的横幅格外醒目，上下两层，座无
虚席，高级领导干部，济济一堂。

7日上午10时，一场关于“中国式现
代化”的思想盛宴在这里拉开帷幕。

3个多月前，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
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

“开局之年第一课”，为何聚焦这个
主题？

习近平总书记开宗明义：“我认为，概
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
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
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

知所从来，方明所往。现代化，这是
近代以来，多少仁人志士的苦苦求索。

从洋务运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
戊戌变法的“改良图强”，再到辛亥革命的

“资产阶级共和国”“振兴实业”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拉开时间的长镜头，追溯中
国现代化的历史，“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
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

百年风雨跋涉，百年壮歌以行。
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

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就是为了把我国建设
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实现现
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到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时期“为现代化建设奠定根
本政治前提和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
基础”，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
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
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
件”……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回顾了不同
历史时期，党团结带领人民推进现代化
的光辉历程和作出的卓越贡献。

谈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建设现代化
的艰难，总书记感慨：“当时，我国一穷二
白，连日用的煤油、火柴、铁钉都称为洋
油、洋火、洋钉。”

一位来自中部地区的学员对此感触尤
深：从当年忧虑“我们能造什么？”，到如今
建造自己的高铁、大飞机、航母、空间站，成
为拥有全球产业门类最齐全、产业体系最
完整的制造业第一大国，用几十年时间走
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
程，百年回眸，百感交集，更加深刻感受到
中国式现代化求索之路的艰辛与伟大。

一代又一代的奋斗，一棒又一棒的接
力。历史，总是在前人的肩膀上书写。

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在已有基础上继
续前进，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
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认识上不断深化——
明确“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5个
方面中国特色、9条本质要求和必须牢牢
把握的5个重大原则，揭示中国式现代化
的独特优势、实践指引、光明前景……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回
答重大时代课题中应运而生。

战略上不断完善——
确定分“两步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铺展“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入实施
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乡村振兴
战略……高瞻远瞩的战略擘画，为中国式
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实践上不断丰富——
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

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消除
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扎实推
进共同富裕……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
革，镌刻在江山壮丽、人民豪迈的巨变里。

抚今追昔，学员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
新时代十年非凡变革，书写了中国式现代化
的崭新篇章。我们党不仅初步构建起中国
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也使中国式现代化变
得“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更
加雄辩地证明“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
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

■下转第4版

开 启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的 新 长 征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侧记

本报 2 月 11 日讯 （见习记者
杨柳）记者从自治区政务服务局获悉，
今年，全区政务服务领域紧紧围绕企业
群众的办事需求，进一步提高“一网通
办”水平，持续提升政务服务质效。

今年，自治区政务服务局将按照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
规范化便利化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一件事一次办”打
造政务服务升级版的指导意见》等相关
要求，配合自治区各牵头部门共同推动
政务服务事项集成化办理工作，确保

2023年底前实现相关事项的“全程网
办”。要升级内蒙古政务服务网3.0版，
推动线上办事从“能办”向“好办”升级；
提高电子证照数据质量，推动更多事项
实现“免证办”；推广企业、非企业法人
和个人电子印章应用工作；推广运行全
区统一的网上中介服务超市，实现“一
网选中介”。

据悉，截至目前，共有41个区直部门
业务系统与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对接，政
务服务网接入特色应用1080项，设置特
色专题服务2400多个， ■下转第2版

11.6 万 个 行 政 权 力 事 项 和 43 万 个
公 共 服 务 事 项 实 现“ 一 网 通 办 ”

本报 2月 11日讯 （记者 赵曦）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2023年坚持稳中
快进稳中优进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
清单》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四场——“促进
服务业提质提效”专场发布会了解到，我
区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整体覆盖率已经达
到 97.3%，城市“一刻钟”养老服务圈基
本建成。

为提升养老服务水平，让社区养老
有温度、更有质感，2020年以来，我区各
地共投入资金4.5亿元，推进居家社区养
老服务设施建设工作。2022年底，我区
共建成街道养老服务中心 268个、社区

养老服务站 932个、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 373个，社区老年餐厅数量达到 347
个，为老年人提供助餐、助医、助浴、助
洁、助急、助行等便民养老服务，极大满
足了老年人的生活所需。

今年，我区将继续推进城乡社区
养老服务工作，建立健全居家社区养
老服务设施运营评价机制、推进特殊
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组织实
施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
项目、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等，不断
满足广大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
服务需求。

我区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整体覆盖率达 97.3%

□本报记者 郭洪申
通讯员 张美娜 杨景欣

通辽市开鲁县把打造标准化人畜分
离肉牛养殖小区建设作为提高肉牛养殖
规模化、规范化的有力抓手，助力农牧民
从家家户户养牛向“家家养牛、户户无
牛”转变，打造环境整洁、产业兴旺的新
农村，让集中养殖小区成为增加养殖户
收入和壮大村集体经济的“聚宝盆”。

去年 10月完工的大榆树镇红星村
标准化人畜分离肉牛养殖小区占地147
亩，可容纳养殖户33户、牛1000头。“小
区能带动整个村的牛出院，这样村屯环
境卫生就会得到很大改善，也将会给老
百姓带来很大的效益。”大榆树镇红星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闫继龙说。

开鲁县积极推进肉牛养殖标准化建
设，从养殖场选址布局、设施设备标准、
饲养管理、防疫用药、粪污处理等方面开
展技术指导，推行建设、饲料、防疫、购
销、粪污、管理等“六统一”模式，提升全
县肉牛产业标准化水平。

麦新镇富通镇村张君海养了近百头

牛，村里标准化人畜分离养殖小区建成
后，他把自家的牛全部迁入小区集中饲
养，这让他舒心又安心。“家里的地方太
小，牛多放不下，到了养殖小区，养牛方
便多了，还给提供统一的防疫，我们挺省
心的。”张君海高兴地说。

目前，全县万头以上牛场3个、千头
以上规模化牛场18个、规模以上育肥牛
养殖场 219个，养殖专业村 23个，肉牛
存栏26万头，年饲养量达到50万头，规
模化、标准化比重达到43%以上。“品种
改良、草畜结合、科技应用、集中防疫、全
程追溯、粪污还田”的循环经济养殖模
式，带动15万户农牧民嵌入肉牛产业体
系中稳定增收。

2023年，开鲁县将以肉牛产业一二
三产融合发展为着力点，补链强链并行，
在强化科技引领、肉牛生产可追溯体系
建设、良种繁育全覆盖、肉牛养殖规模
化、标准化进程以及屠宰加工和品牌建
设上持续发力。该县计划建设人畜分离
小区20个、肉牛存栏达到30万头，年架
子牛、育肥牛出栏达到10.67万头，规模
化、标准化比重达到 45%以上，推动全
县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

开鲁县牛产业新模式：家家养牛 户户无牛

2 月 10 日，国电电力达拉特旗“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20 万千瓦
风电项目正在建设中。该项目位于达拉特旗昭君镇，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向电网
提供 5.2 亿千瓦时的绿色电能，节约标准煤 17.86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43.29 万吨。 本报记者 王晓博 王鹏 摄

风电项目建设忙

重实干 务实功 求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