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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9日，在乌兰察布市兴和县

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工作人员刘佳伟

正和同事们忙着给县里各个乡镇和行

政村发放“帮办代办工作证”，如今，兴

和县政务服务便民体系正在不断向基

层延伸，通过在全县各乡镇、村（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开设“帮办代办”便民服

务窗口，使更多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就

近可办、多点可办、少跑快办。

张文娟是兴和县卫健委设立在政

务服务大厅代办窗口的工作人员，一

上午就接待了 20多个前来办事的居

民，小到医护人员手册变更，大到医疗

机构许可证办理，都能一站式解决。

在兴和县农牧和科技局代办窗

口，张辉霞正忙着给一位农民办理生

鲜乳准运证。

“这次县里给60周岁以上老年人

办理优待证，坐在家里，就拿到了优待

证。”兴和县鄂尔栋镇鄂卜坪村村民李

来换说。

在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米”的过

程中，兴和县推行“三个一”工作法，村

级帮办代办的优质服务，把政务服务送

到群众家门口、送到田间地头，实现了

群众办事“零跑腿”，帮办代办全覆盖。

年初以来，为助力群众办事“一次

办好”，兴和县不断推出新举措，推动

帮办代办切实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

题。“一队工作专班让帮办代办正规

办，一套工作制度让帮办代办高效办，

一个典型示范让帮办代办热情办。”政

务服务中心主任朱瑞说，“探索构建起

由政务服务部门牵头，乡镇直接负责，

有关部门参与，多位一体、密切协作的

村级帮办代办服务体系，效果明显。”

政务服务局局长侯佐民介绍说，

通过树立“不为不办找理由、只为办好

想办法”和“跑一次是底线、一次不用

跑是常态、跑多次是例外”的服务理

念，便民服务真正实现了从“人找服

务”到“服务找人”的转变。

目前，全县所有乡镇和村（社区）

全部达到“八有”标准，已经确立赛乌素

镇李茂村、店子镇卢家营村、城关镇西

官村3个村为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的

示范村，同时将自助服务终端设备下沉

至村镇站点，全县1288项事项实现“早

晚弹性办”，785项事项实现“六日预约

延时办”、线上线下“好差评”服务模式。

帮办代办全覆盖 政务服务暖人心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武峰 王林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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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淑珍，女，汉族，内蒙古欣洋
瑞知识产权研究所所长。始终扎
根在知识产权服务第一线，从事
知识产权管理咨询，科技成果评
价，标准体系建设等工作。近 30
年来，参与了上千件发明专利的
咨询和指导工作，组织和领导专

业团队参与农产品行业标准制定
工作，为内蒙古众多企业提供科
技成果登记 100 余项、科技成果鉴
定 10余项，为管理体系建设、标准
体系打造及科技成果登记作出积
极贡献。

(内蒙古科协供稿)

何淑珍：打造自治区企业
知 识 产 权 管 理 体 系

吴秀花，女，汉族，中共党员，
内蒙古自治区林业科学研究院森
林经营和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在
林业生态建设领域，长期致力于
森林经营和保护的科研与推广工
作。科研成果解决了林草有害生

物绿色防控的部分难点问题，对
促进林果安全生产、提高林果品
质、保障林果食品安全、保护生态
环境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为农民增收致富和现代林果业发
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吴秀花：解决林草有害生物
绿 色 防 控 难 点 问 题

统分结合 链式发展
典型引路添活力 农户增收见“薯”光

“希望广大企业呼朋唤友、成群结伴
来考察调研、投资兴业、扎根落户，一道
推动以马铃薯为代表的优势特色农畜产
品做得更强、卖得更好。”4月24日下午，
内蒙古绿色农畜产品加工产业专题推介
会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举行，乌兰察布
市副市长李建军在会上重点推介了马铃
薯产业。

目前，乌兰察布市已形成250公里
的马铃薯产业带，种植面积和产量分
别达到 300万亩、400万吨，均居全国
地市级首位。建设了从茎尖脱毒、组
培快繁微型薯生产到原种繁育的完整
体系，现有种薯企业16家，组培室面积
10万平方米、居全国第一。

四子王旗宏宇马铃薯种植专业合
作社就位于马铃薯黄金产业带。合作
社于2013年成立，主营马铃薯种植、仓
储、销售等业务，创新“合作社+合作
社”“合作社+农户”“合作社+企业订
单”“合作社+公司”等发展模式，有效
延伸了马铃薯产业链条，增加了种植
收益。

技术创新 打造绿色高产先进典型

合作社创办以来，大力集成应用
良种覆盖、机械化作业、水肥一体化、
病虫害绿色防控、轮作倒茬等新技术，

取得了显著成效，全程机械化率提高
到96%，良种覆盖率、绿色防控与统防
统治覆盖率、高效节水灌溉率均达到
100%，带动了周边农户从种植低端薯
向种植高端薯迈进，从种植市场薯向
种植加工薯转型。

2019年，合作社引进以色列耐特
菲姆智能滴灌技术，采用智能水肥一
体化控制，实现了马铃薯种植“节水、
无膜、省工、增产、控肥、减药、智能、增
效”的绿色生产目标，当年种植的2800
亩马铃薯，亩均单产从 4000斤提高到
1万斤，为当地马铃薯种植创新技术模
式、提高亩均单产树立了标杆。

加强服务 引领农业发展新思路

2019年，合作社提出“农业不是做
大而是做精的”发展思路，将原有的
9000亩流转土地分为3个独立农场经
营，打造3个示范型农场。各农场整合
农机具，组建农机服务队，在为自己农
场作业同时也为周边农户代耕代种，
当年每个农场盈利100余万元。

2022年，合作社兴办四子王旗联
合盛农农业服务有限公司，打造了专
业服务团队，邀请2名国内知名教授指
导，整合马铃薯全程作业设备 3套，为
周边 6000 亩马铃薯提供全程作业服

务，带动周边2万亩马铃薯实现标准化
种植。

合作共赢 探索出集约化经营新路子

合作社实行统一土地流转、统一
生产资料采购、统一技术服务、统一种
植、统一田间管理、统一仓储、统一定
价销售的“七统一”经营管理模式，实
现了保护耕地土质、农业增产、农民增
收、产业发展的“四赢”效果。

2021 年，合作社联合其他 6个合
作社、1个家庭农场、18家会员，直接带
动周边 206户农户种植马铃薯 2万多
亩，辐射带动马铃薯种植 5万多亩，极
大提升了马铃薯种植集约化、标准化、
规模化水平，亩均单产从 4000斤增加
到 8000斤。同时，合作社提供季节性
用工岗位630个，固定用工岗位30个，
种植户人均年增收6000元以上。

链式发展 打造产业融合新平台

合作社创新发展理念，不断完善
产业链条，致力打造产业融合发展新
平台。目前，已联合其他 6个合作社、
1个家庭农场和 30余户农户，与蓝维

斯顿、辛普劳、雪川等马铃薯加工企业
建立了稳定的订单种植合作关系，保
障了种植户每亩 800元以上的稳定盈
利。

2021年，合作社与合作伙伴打造
了“蒙绿净土”品牌，共同出资 1400万
元建成万吨现代化冷藏保鲜库，马铃
薯仓储期由6个月延长到9个月，实现
反季节销售和均衡上市，降低了市场
风险，提升了产品溢价。

统分结合 创新合作社发展模式

为调动成员和其他种植户的积极
性，破解“大锅饭”的问题，采取合作社
统一调配、种植分户管理的模式，并加
大按交易量分红的比例，真正实现了
辐射带动小农户且小农户抱团发展、
降低投入、增加收益的目的。

目前，已有20多户中小农户加入，
在大黑河乡土格木行政村周边逐渐形
成自投自建的标准化种植农场 20 多
个，实现了马铃薯和其他作物的统一
标准化种植、统一标准销售，为推进乌
兰察布市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探索
了路子、作出了表率。

6 月 20 日，在广西融
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党鸠
村，小学生向村里的妇女
学习包粽子。当日，广西
融水苗族自治县在杆洞乡
党 鸠 村 举 办“ 民 族 团 结

‘粽’有情”传统文化进校
园主题活动，通过包粽子、
学习端午文化等，让孩子
们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魅力。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摄

民族团结
“粽”有情

□新华社记者 王子铭 孙少龙 张研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深入阐释“两个结合”的重大意
义，指明“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产
生“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
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
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
的文化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道出了
“两个结合”的运动规律和成果形态，为
新时代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
明了方法、路径和目标。

“ 让 马 克 思 主 义 成 为
中国的”

2020年9月，正在湖南考察的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岳麓书院。望向讲堂上高
悬的“实事求是”匾额，总书记语重心长
地说：“一定要把真理本土化。”

真理本土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
主义成为中国的”的过程。当科学理论
植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
义真理之树愈发根深叶茂，牢牢扎根在
中国大地。

马克思主义这一肇始自西方的学说
自传入之初，便与中华文明产生了共振。

回望百年前，国家蒙辱、人民蒙难、
文明蒙尘。救亡图存之际，中国共产党人
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让那些“以前没有听
说过”的道理，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开
辟出一片新天地。

对古老的中华文明而言，缘何发轫
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能在东方热土展
现光明前景？

习近平总书记给出答案：“马克思主
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
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
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
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
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

这看似是思想的偶遇，实际上却是
文化的融通、历史的必然。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时代化进程
中，不断生根发芽、实现理论飞跃。

2022年 10月 27日，党的二十大后
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延安
杨家岭中共七大会址，瞻仰革命旧址，
感悟历史的启迪。

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
指导地位，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为我们
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开
辟了正确道路。

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重大论断。他指出，“马克思
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
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
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中国共产党这个“行动的马克思主
义者”，既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又以
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展现出更强
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法兰克福、伦敦、纽约等各大国际
书展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深受读者
青睐，成为当之无愧的精品图书。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这本书为
了解一位领袖、一个国家和一个几千年的
文明打开了一扇清晰而深刻的窗口。”

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
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
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坚持“人民至上”，汲取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民本理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
群众观；

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吸
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多元一体”的民
族史观，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闪耀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一家”的智慧，发
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特质的融会贯通，
充盈着浓郁的中国味、深厚的中华情、
浩然的民族魂，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
现代的”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马
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
的基因，使之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
代社会相协调。

这是对中华文脉的传承发展——
2019年 8月，初秋的河西走廊，祁

连雪山和沙漠绿洲相映成辉。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第一站来到
敦煌莫高窟，察看历史悠久的彩塑、壁画，
了解历史沿革和文物保护研究情况，强调

“要加强对国粹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的支持和扶持”。

从重视敦煌文化、良渚遗址保护到推
动中国国家版本馆等文化殿堂相继落成，
从关注传统街区、古建筑保护到推动大
运河文化带建设，习近平总书记以护文
明之火种、传永续之文脉的崇高使命
感，身体力行推动中华文化保护传承。

从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到强
调“在世界文学艺术领域鲜明确立中国气
派、中国风范”，再到要求“加强城乡建设
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习近平总书记围
绕文化传承保护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
观点新论断，推动文脉传承历久弥新。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推动下，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收藏在博物馆里的历史文物、
广阔大地上的文化遗产、书写在古籍里
的中国文字活了起来，中华文化日益彰
显出穿越时空的深邃智慧和永恒价值。

这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开拓创
新——

时间回到十年多前，彼时的中国，
虽已高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经济长
期高速增长过程中积累的一系列深层
次矛盾不断积聚，旧的问题解决了，新
的问题又产生。

改革进入深水区，涉及问题之多、
领域之广、矛盾之深，前所未有，靠几项
改革举措零敲碎打已行不通。

古人云：“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
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全面深化改革是关系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不是某个
领域某个方面的单项改革。”习近平总书
记把古老的智慧诠释出新的时代内涵。

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为目标，波澜壮阔的全面深改背
后，正是“谋全局者”的胸怀与眼界。

进入新时代，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
新论断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
蕴与智慧，为治国理政提供丰富滋养：

汲取“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政治
传统，全党上下“如身使臂，如臂使指”，
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

秉持“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
的清醒，绘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
图谱，筑牢长治久安的制度根基；

立足“以战止战、以武止戈”的战略
视野，人民军队实现整体性革命性重
塑，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

……
新故相因，一脉相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融入国家治理方方面面，焕发勃
勃生机。

这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不竭精
神动力——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
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
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

中华文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
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
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泉所在、
根脉所系。

立文化之根，铸精神之魂，吸吮着
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滋养，中国人民
的精神世界愈发充盈。

阔步新时代，亿万中华儿女赓续深
入骨髓的精神血脉，汇聚起深厚蓬勃的
中国力量，以无比坚定的历史自信和文
化自信，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
征程上昂首奋进。

“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
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
文化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
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
特色。”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
书记道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

回望来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每
一步开拓，都闪耀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光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

中华文化传承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联系起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
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铸就
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在“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实践
中，传递着“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的人
文思想；

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不懈追
求中，可见“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的
治理理念；

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
的统筹谋划中，展现出“独阴不成，独阳
不生”的辩证思维；

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扎实行
动中，体现“万物并育”“天人合一”的发
展理念；

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抉择
中，读懂“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社会
理想。

博大精深、辉煌灿烂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
供了肥沃土壤，为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
面的中国特色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资源
和精神动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
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描绘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广阔图景。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
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
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
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出时代强音。

中国式现代化代表人类文明进步
的发展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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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5日晚，以“现代化道路：政党
的责任”为主题，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
党高层对话会在北京举行，全球150多
个国家 5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
导人齐聚“云端”，共同参会。

高朋满座，源自中国式现代化成就
的吸引力，也源自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全
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所具有的借鉴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
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必将极
大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习近平总书
记深刻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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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
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展现了不
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

今天，带着坚定的历史主动和广阔
的全球视野，“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
社会发展描绘出文明新篇章，万千气象
展现在新时代的宏阔舞台上。

文以化人，文以载道；文明立世，文
化兴邦。

面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指明方
向：“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
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
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造 就 新 的 文 化 生 命 体
——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系列述评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