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16日讯 （记
者 张慧玲）5月16日，记者
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汛期
将至，我区各级水利部门开
展全覆盖防洪隐患排查，对
水毁水利工程修复、已建水
利工程运行、在建水利工程
防汛准备、山洪灾害预警设
施运行等方面进行重点排
查。截至目前，我区修复完
成 75处水毁水利工程，开展
13座病险水库、5座淤地坝除
险加固，对11座淤积严重、功
能丧失水库实施降等报废，开
展5条重要支流、21条中小河
流和4条重点山洪沟治理。

3月份以来，我区各级水
利部门开展水利安全隐患排
查整改，实施了244座小型水
库雨水情设施建设和248座
小型水库大坝安全监测项目。

据悉，今年以来，我区
已出现9次大范围雨雪、寒
潮、大风沙尘天气过程。根
据气象部门预测分析，今年
汛期黄河流域中下游、嫩江
流域内蒙古段降雨较常年偏
多2-5成，辽河流域降雨比
常年略偏多，降水可能时空
分布不均，呈旱涝并重，区域
性、阶段性旱涝灾害明显，极
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

针对汛期可能较为复
杂的气候形势，我区重点盯
防呼伦贝尔市东南部、兴安
盟、通辽市、赤峰市东部和南
部、锡林郭勒盟偏南部、乌兰
察布市东部和南部、呼和浩
特市、包头市南部和鄂尔多

斯市东部的水库安全度汛、山洪灾害防
御、超标洪水防御3大风险，重点加强对
水库汛限水位的监控，精准做好山洪灾
害的防治和监测预警，强化堤防工程观
测巡查和出险抢护，同时对我区在建水
利工程进行全方位排查，确保安全度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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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丽琴

突出问题导向，是这次主题教育的
一个鲜明特点。衡量主题教育成效如
何，既不看形式整得多花哨，也不看动
作搞得多热闹，更不看报告写得多精
彩，就看是否真解决问题、解决真问题。

有问题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不
敢正视问题。有的党员干部放不下

“思想包袱”，检视问题搞“朦胧主义”；
有的查摆问题避重就轻，讲一半留一
半，或是从纸上来到纸上去；有的看似
找出问题一箩筐，实际上鸡毛蒜皮没
分量；有的以上级指出的问题代替自
身查找的问题、以他人问题代替自身
问题……找不到问题、找不准问题、找
不着要害问题，本身就是最大的问题，
直接影响着主题教育的成效。推动主
题教育走深走实，就要把能不能精准
查摆问题、认真解决问题作为“试金
石”，奔着问题去、对着问题改，在学、

研、查、改各方面都突出问题导向，向
问题开刀、为发展开路。

查摆问题就如同“诊疾”，只有找
准找实“病症”“病因”，才能精准施治。
抓问题抓精准，就不能有“遮丑心态”，
更不能“讳疾忌医”。遮丑不能去疾，
只会把小问题拖大、大问题拖炸。要
敢于、善于用“放大镜”和“显微镜”，多
从细处找、多往深处挖；要调准焦距、
对准焦点、瞄准要害，把问题找出来；
要动真碰硬、敢下狠手，以刀刃向内检
视查摆，以壮士断腕、刮骨疗毒深入剖
析、除“瘤”治“疤”；要开门纳谏、问“病”
于民，到群众中去了解、收集问题。

找准问题实质、深挖问题根源，
才能把问题清单变成效果清单。问题
发现得越精准，整改措施就能越务实，
问题解决就会越有效，促发展也就越
有力。广大党员干部要立足实际、躬
身入局，直面堵点、抓准痛点，把情况
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主动

“领题”、精准“破题”、根上“解题”。

抓 就 要 抓 精 准
——学思想见行动系列谈③

推动五大任务见行见效·我在现场

本报5月 16日讯 （记者 康
丽娜 陈春艳 见习记者 李存
霞）为扎实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
育，连日来，我区各部门、各单位组
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
题党日活动，努力在以学铸魂、以学
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方面取得
实实在在的成效，凝聚起干事创业
的强大奋进力量。

4月 26日，自治区残联联合自

治区体育局共同开展“学思想、强党
性、重实践、建新功”主题党日活
动。双方紧密联系当前工作实际，
就全民健身志愿服务进机关、残疾
人参与全民健身活动和第六届全区
残疾人运动会组织筹备等事宜进行
了充分商讨，就当前残疾人体育工
作开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分
析探讨，并就推动残疾人体育事业
发展达成共识。下一步，双方将继
续加强交流互动， ■下转第4版

筑 牢 思 想 根 基
凝 聚 奋 进 力 量

——我区各部门各单位
推动主题党日活动走深走实

5 月 12 日，2023 年第 2 期内蒙古统一战线
“同心学习·立德圆梦”专题读书会暨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读书会在内蒙古社会主义学院举行，邀请中央党
校教授、博士生导师郝永平深入系统解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治区党委统
战部和系统单位党员干部、全区统一战线各领域
代表人士 300余人共同参加学习。

大家纷纷表示，读书会统战特色鲜明，解读
高屋建瓴、深入浅出，接下来将继续在读原著、学
原文、悟原理上下功夫，为自治区办好“两件大
事”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作为自治区党委统战部着力打造的统一战
线学习交流平台，“同心学习·立德圆梦”读书会
创办以来已举办 15 期，成为引领广大统战成员
同学共进的一项有效之举。通过开展专题读书
会、座谈会等形式，带动各领域统战成员深入学
习党的创新理论，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集智聚力。

窥一斑而知全豹。从班子成员交流研讨到
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主题教育第一期读书班、第一期青年干部专
题读书班，从刊发处级干部学习体会到举办“立
足岗位建功立业”青年干部座谈会……连日来，
自治区党委统战部科学谋划、周密部署，结合统
战工作实际，把规定动作做到位，让自选动作有
特色，确保主题教育各项工作任务高标准、高质
量推进。通过建立领导班子带头学、聆听讲座深
入学、专题培训集中学、读书班系统学、青年干部
跟进学等机制，强化学习教育，深化理论武装，真
正做到聚焦重点学、联系实际学、带着问题学，为
主题教育打牢思想基础。

党委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统战工作就铺
排到哪里，智慧和力量就汇聚到哪里。自治区
党委统战部坚持主题教育与工作融合联动，精
心细化工作任务，审议通过了有关调查研究的
实施方案，确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
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等 11 个方向的调研课
题，明确了具体任务、工作要求等。同时，坚持
问题导向，对短期能够解决的，立行立改、马上
就办；对一时难以解决、需要持续推进的，明确
目标，紧盯不放，一抓到底，做到问题不解决不
松劲、解决不彻底不放手，确保调查研究不走过
场、不搞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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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时间，同一片流域，不同的光景。
4月末，走在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察

汗淖尔国家湿地公园，机电井都已被覆
上50公分见方的水泥块封停，草场还未
返青。令人欣喜的是，所有土地都在植
被的覆盖下，入眼已无“白地”；一弯月
牙形的水面，静静躺在草原上。就在刚
刚过去的 3月份，53只小天鹅来这里

“做客”了11天。
与记者临湖而立，望着眼前的山水风

光，商都县湿地保护中心主任冀宏深有感
触地说：“这些年，我见证了察汗淖尔的变
化，察汗淖尔也见证着我们治理的过程。”

察汗淖尔治理是一个深度“重塑”
的过程。察汗淖尔属季节性湿地，史称

“漠南盐池”，在生态安全、涵养水源等
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她是京津冀地区
抵御浑善达克沙地南侵的最后一道防
线，是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地图上看，察汗淖尔湿地横跨内
蒙古、河北两省区。流域总面积7359平
方公里，其中，内蒙古境内4925平方公
里，占流域总面积的67%。

多年前，为了增收，这里进行了“旱
改水”。小海子镇董家村71岁的刘富国
说：“2021年以前种的都是甜菜、葵花，
而且都是大水漫灌。”村里40多户人家
基本都和刘富国一样，种着甜菜等高耗
水作物，还不改变灌溉方式。

长此以往，由于干旱少雨、地下水
超采等多重因素叠加，察汗淖尔“病倒
了”——流域湖面萎缩，湿地几乎消失，
草原功能退化，次生盐渍化，风沙危害

多发，生态遭到破坏。严重到察汗淖尔
一“翻脸”，与其直线距离240公里的北
京就会遭受沙尘之扰。

作为察汗淖尔流域湿地面积最大
的县域，2020年，商都县开始“重塑”察
汗淖尔，察汗淖尔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
全面推开。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
和系统治理，以自然修复为主，以‘治尘’
为重点，分区布局、保护优先、分类施策、
标本兼治。”商都县副县长王虎俊说。

察汗淖尔湿地退化根本原因在于
地下水位下降，治理重点在增绿抑尘，

恢复出路在调整作物。
我区建立了蒙冀两省区察汗淖尔

湿地保护和修复专项协作机制，积极推
进察汗淖尔湿地公园建设，同时对流域
内高耗水企业实行限批政策，严禁扩建
项目增加取用地下水。

同时，将乌兰察布境内 4885平方
公里察汗淖尔流域划分为湿地保护修
复区、地下水超采重点治理区、流域涵
养保护区3个区域进行治理——湿地保
护修复区内，严禁违法占用、开采、开
垦、放牧等人为活动；地下水超采重点
治理区内，机电井全部封停、喷灌圈全

部拆除，禁止取用生产用水；流域涵养
保护区内，以地下水保护和流域生态修
复为首要任务，注重提高用水效率，全
面调整种养业结构。

“流域内耕地 90%已经进行了‘水
改旱’，引导合作社和农户扩大燕麦、杂
粮等低耗水和耐旱作物种植比例，压减
蔬菜、甜菜、马铃薯等高耗水作物种植
面积。”冀宏说。

“‘水改旱’之后，农户的收入反而
增加了。”刘富国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旱
地减少了人工、水费等费用的支出，自
家打的井封停了还有500元的补贴，综
合下来收入比以前高。

十八顷镇丰韩村种植大户夏长青也
算了一笔账：“2016年到2020年，我种玉
米的年平均纯收入是12.79万元，水改旱
当年我的年平均纯收入是12.35万元，没
有相差多少。但是意义大不一样，种植结
构改变节约了地下水，保护了生态环境。”

在七台镇商都县中心林场，记者看到
榆林间的山桃与丁香开得正盛。“以前这里
是榆树林，我们在这里实施了退化林改造，
将死亡的榆树砍伐后种了山桃等树木。”商
都县林草局工程师李全说，这是“增绿抑
尘”5项措施之一的生态保护工程。

3年过去，经过深度“重塑”的察汗
淖尔如今山川秀丽——2022年，植被覆
盖度达到 49.6%；草地地上生产力达
44.85公斤每亩；浮沉日、扬沙日数量减
少；遗鸥、赤狐等6种动物首次出现；赤
麻鸭、鹤等鸟类数量增加……

（本报记者 红艳 皇甫美鲜 张
慧玲 徐跃 刘墨墨 金泉）

察汗淖尔生态修复实现深度“重塑”

昔日增收“旱改水”今朝护水“水改旱”

治理后的察汗淖尔。 本报记者 金泉 摄

5 月 16 日，通辽市霍林郭勒市的内蒙古联晟新能源材料公司内，工人在高端铝箔生产线上操作机械臂作业。近
年来，霍林郭勒市立足区位优势，持续优化铝产业结构，做足做好铝产业链延链、补链、强链“文章”，瞄准高端铝箔、
高性能铝合金、高纯铝、汽车轻量化铝材等方向，手握“拳头产品”，为推动绿色低碳铝基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
强劲动力。 本报记者 王晓博 摄

本报 5月 16日讯 （记者 阿妮
尔）5月 15日，随着一辆辆进境货车有
序驶入，满洲里公路口岸24小时货运通
关模式正式开启，成为全国首个24小时
货运通关的边境公路口岸。

据了解，5月15日早8时至16日早
8时，经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503

辆，与5月1日至14日日均数量相比，进
境和出境车辆均增加88%，口岸昼夜运
行整体平稳。为切实做好满洲里公路口
岸24小时通关保障工作，满洲里海关提
前谋划，统筹布局，建立工作专班，研究
制定了人力资源保障方案和应急处置预
案。结合“智慧海关”建设，组织口岸现

场与监管、技术部门协力开展提前申报
模式应用测试，确保各环节工作正常运
转。同时，充分发挥“青年突击队”作用，
调配人力支援口岸一线，确保口岸货运
通关监管工作顺利开展。满洲里公路口
岸24小时货运通关模式将试运行6个
月。

满洲里公路口岸成为

全国首个24小时货运通关边境公路口岸

“五个大起底”在行动

□新华社记者

灞河之滨，长安塔下。初夏的古都
西安，草木葱郁，万物并秀。

5月 18日至 19日，中国—中亚峰
会将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国家主席
习近平将主持峰会，同中亚五国领导人共

商合作大计，擘画中国—中亚关系新蓝图。
“中国愿同中亚国家乘势而上，并

肩奋斗，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
亚命运共同体。”2022 年 1月，在中国
同中亚五国建交 30周年视频峰会上，
习近平主席着眼六国人民共同福祉提
出重要倡议，赢得各方一致赞同。

一年多后，六国元首相约西安，谋划

未来。这是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以来首
次以实体形式举办峰会，在中国同中亚
国家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之际，中国同
中亚五国携手并肩、共赴未来，构建
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不断迈出坚
实步伐，必将为不确定的世界带来更
多确定性， ■下转第4版

携 手 构 建 更 加 紧 密 的
中 国 — 中 亚 命 运 共 同 体

——写在中国—中亚峰会即将举行之际

本报呼和浩特 5月 16日讯 （记
者 王雅静）记者从内蒙古青城国有资
本运营有限公司了解到，内蒙古少数民
族群众文化体育运动中心提升改造工
程已正式开工建设。

内蒙古少数民族群众文化体育运
动中心位于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保和少
镇野马图村南侧，北至生态路、南至规
划二路、东至呼和塔拉、西至规划六路，
建筑面积 81869.8 平方米，包括主建
筑、马厩、660亩标准赛道等。

在“五个大起底”行动中，内蒙古少
数民族群众文化体育运动中心提升改造
工程列为“半拉子”工程，由内蒙古青城
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负责整体提升改
造和盘活运营。

据了解，截至2023年 3月底，内蒙
古少数民族群众文化体育运动中心东
看台楼提升改造工程EPC项目设计和
施工、监理、造价咨询等招标工作已全
部完成，参建单位陆续进场施工，对东
区 2.46 万平方米看台楼按照高品质

“敕勒川酒店”进行内部二次提升改
造，酒店房间数量达到 150间以上，打
造高端酒店食宿区。目前，现场已完
成临时设施和围挡的搭建，正在进行
东看台楼 1-3层破拆工作，计划 2023
年 10月 31日前完工并投入使用。

该项目是呼和浩特市积极响应、推
进落实自治区“五个大起底”决策部署
的重要体现，是充分盘活闲置资源、丰
富文旅业态，打造敕勒川文旅综合体
的重要举措。为尽快盘活资产，内蒙
古青城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紧紧围
绕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
结合自身优势，立足内蒙古少数民族
群众文化体育运动中心这一展示民族
特色的代表性建筑， ■下转第4版

内蒙古少数民族群众文化体育运动中心改造工程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