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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期间对开展主题
教育提出明确要求，对以学正风作出深刻阐释，强
调要大兴务实之风、弘扬清廉之风、养成俭朴之风，
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全党深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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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
书记亲临内蒙古考察，这是对我们开展好主题教育
的极大勉励和鞭策。全区各级要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贯穿到主
题教育的各方面、全过程，推动各项工作争创一
流。要推动五项重点措施贯通起来、有机融合，从
始至终把学和做结合起来、查和改贯穿起来、破和
立统一起来，全面提升主题教育效果。要在完成好
规定动作的基础上，推出富有特色的创新举措，放
大主题教育成效。

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必须扎扎实实、步步
深入抓好理论学习。要有针对性地学，把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内蒙古时的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重要内
容、优先内容，组织引导党员干部在完整、准确、全
面学习领会上下功夫，做到学深悟透。在持续抓好
中央规定内容学习的基础上，组织党员干部围绕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振兴、西部大开发、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要论述和弘扬蒙古
马精神、“三北精神”进行专题学习研讨，提升理论
学习的质量和效果。

这次主题教育把理论学习、调查研究、推动发
展、检视整改贯通起来，就是坚持学习和实践两手
抓、两结合，边学习、边对照、边检查、边整改。全区
各级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学查改相
贯通，对标党风要求找差距、对表党性要求查根源、
对照党纪要求明举措，增强检视整改实效。要从严
从快地查和改，把“改”字贯穿主题教育始终，将对
照、调研、检视出来的问题真正改彻底、改到位，确
保主题教育“不打折扣、不走过场”。

风清气正，无往不胜。人民群众看主题教育是
否有成效，最直观的感受是看党风方面存在的问题
是否得到解决、党员干部作风是否有明显进步。
全区各级要以更强的自觉、更积极的行动贯彻落
实好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兴务实之
风，弘扬清廉之风，养成俭朴之风，加快解决“三多
三少三慢”尤其是“慢”的问题，加压加力落实“规
范、精减、提速”各项要求，对定下来的事要抓紧行
动，提速提效推动落实，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推
进各项事业发展。

学之愈深，知之愈明，行之愈笃。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切实抓好主题教育，坚持不
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我们就一定能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
得新成效，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内蒙古实践的道路
上步履铿锵、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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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仲夏的乌珠穆沁草原绿草如茵、
鸟语花香。

沿着小吉林河的潺潺流水走过牧
民丛培国的草场，顺着洪格尔敖包脚
下的乡间小路，走进巴彦宝拉格嘎查，
路两旁或多或少的白牛群映入眼帘，
成为这片草原独具特色的美景。

“我们全旗有 5.8 万头白牛，其中
90%以上在我们镇里，我们镇也是目前
全国最大的白牛养殖区，所以说，这蓝
天、绿草、白牛融为一体的景色绝对是独
一无二的。”同行的浩勒图高勒镇综合保
障和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额尔敦巴特说。

“这种白牛是从夏洛莱牛繁衍而来
的，我们当地的牧民叫做‘乌珠穆沁白
牛’。要说起它的历史渊源，那可是有一
段佳话……”站在自家草场上，白牛养殖
大户朝鲁门格日乐骄傲地介绍道。

这头牛，大有来头——
它见证了中法两国的友谊，
更寄托着周恩来总理对北
疆草原的深切关怀

朝鲁门格日乐说的一段佳话得从

50年前讲起。
1973 年 9月，时任法国总统蓬皮

杜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周恩来总理
陪同蓬皮杜，并向他赠送礼品。同年
10月，蓬皮杜总统回赠给周恩来总理
50头纯种的夏洛莱牛，其中17头交由
内蒙古自治区繁育。

当时，自治区党委、政府经过综合
考量，认为西乌珠穆沁旗与法国纬度
相同，水资源较为丰富、畜牧业发展历
史悠久，适合养殖，便将17头牛全部送
至该旗达青宝拉格牧场。

“当年，这批牛是我表姨父宝音贺希
格等4个人去上海接过来的。据我表姨
父回忆，当时这些牛从法国空运到上海，
隔离期结束后，由当时的牧场副场长带
队，从上海用火车运到赤峰，再用大卡车
拉到我们场部的。”在达青宝拉格牧场土
生土长的哈达巴特尔接受采访时向记者
如是还原当时接牛的情景。

在齐伯益主编、2001 年出版的

《锡林郭勒盟畜牧志》大事记中，对
此 次 引 进 夏 洛 莱 牛 有 如 下 记 载 ：
1973 年 10 月 30 日，从法国引入 17
头夏洛莱牛，其中公牛 3 头，母牛 14
头，饲养于西乌珠穆沁旗达青宝拉
格牧场。

这与宝音贺希格老人的记忆完全
契合。“表姨父后来给我们讲，当时，达
青宝拉格的人们把这些牛当贵宾一
样迎接。表姨父也把去上海亲手将
牛 群 接 过 来 这 件 事 视 为 一 生 的 荣
耀。”哈达巴特尔告诉记者，当时，自
己只有 10 岁，还在上小学，大人们根
本不让他们这些小淘气靠近牛棚。

据史料记载，1973年法国赠与我
国的50头纯种夏洛莱牛中，只有14头
为母牛，其余均为种公牛，而达青宝拉
格牧场分到的17头牛中包含了全部的
14头母牛。

“显而易见，把母牛都放在我们这
里是让我们搞繁育的，是要努力实现

周恩来总理让中国人吃上好牛肉的心
愿的。”后来，毕业后回到牧场与白牛
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哈达巴特尔深有感
触地说。

当这批牛运到达青宝拉格牧场
时，已近寒冷的冬天。虽然说，纬度上
和法国一样，但在气候上，乌珠穆沁草
原与之相差很大。从温暖的故里来到
寒冷的内蒙古高原，如何让这些牛安
全过冬成了达青宝拉格人们面临的第
一个大难题。

“我们为这些牛盖起了专门的牛
棚，里面生炉子，为了防止冻腿，地上
还铺了木板。为了跟上营养，给它们
喂鸡蛋、胡萝卜，反正人们吃不上的
好东西都给牛吃，就这样，这些牛都
好好地适应下来了。”1974 年到达青
宝拉格牧场参加工作的白音孟德老人
如是回忆。

再后来，在达青宝拉格人们的精
心呵护下，这些夏洛莱牛的后代体现
出了世界名牛的优良基因与适应能
力，光滑的毛皮里慢慢长出了绒，完全
适应了当地的气候条件。

就这样，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
年代，这些寄托着周总理亲切关怀的
17头“国礼牛”成功在锡林郭勒草原上
安家落户，成了“草原牛”。

■下转第3版

从法国落户锡林郭勒草原，跨越半个世纪，从17头夏洛莱牛繁育到5.8
万头“乌珠穆沁白牛”，为牧民增收致富立下汗马功劳——

“乌珠穆沁白牛”为何这么“牛”？

本报通辽 6 月 21 日电 （记者
郭洪申 通讯员 尤伟）近日，国家新
一轮铁路大调图开启，中国铁路沈阳
局集团公司通辽站将新开行三趟旅客
列车：通辽-上海K668/7次、通辽-佳
木斯D164/3次、通辽-绥芬河D168/7
次旅客列车。

自2023年6月30日起新开行的通
辽-上海K668/7次旅客列车，于11：38
分从通辽站始发，途经甘旗卡、彰武、新
立屯、阜新南、义县、锦州、葫芦岛、兴城、
绥中、山海关、秦皇岛、昌黎、唐山、天津、
沧州、德州、邹城、徐州、蚌埠、南京、无

锡、苏州等站，次日16:00分终到上海
站，全程运行28小时22分。K668/7次
旅客列车的开行，结束了通辽没有始发
进沪列车的历史。

自 2023年 7月 1日起新开行的通
辽-佳木斯D164/3次高铁列车，于6：47
分从通辽站始发，途经甘旗卡、彰武、沈阳
北、长春西、哈尔滨西、宾州、胜利镇、双龙
湖、方正、得莫利、高楞等站，当日13:33
分终到佳木斯站，全程运行6小时46分。

自 2023年 7月 1日起还将开行通
辽-绥芬河 D168/7 次高铁列车，于
15：03分从通辽站始发，途经甘旗卡、

彰武、沈阳北、长春西、哈尔滨、牡丹江
等站，当日 21:53分终到绥芬河站，全
程运行5小时43分。

D164/3 次、D168/7 次高铁列车
开行后，通辽到长春只需2小时53分，
较普通旅客列车压缩 3小时 25分；通
辽到哈尔滨只需 4小时 01分，较普通
旅客列车压缩4小时20分。

至此，通辽真正融入东北三省省
会“四小时经济圈”，这对加强内蒙古
东部地区与东北经济社会交流，推进
蒙东地区、东北三省协调发展必将发
挥积极的作用。

铁路大调图 首开三趟车

通辽融入东三省省会“四小时经济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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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6月 21 日讯 （记者 陈春
艳）6月 20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
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 2023年第 7次集
体学习会，领导班子成员围绕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以学正风的重要要求和大力
弘扬蒙古马精神进行研讨交流。

会议强调，要始终保持“作风建设

永远在路上”的清醒认识，引导党员、
干部在“求真”上下功夫、在“务实”上
做文章，涵养清正廉洁的新风正气，保
持锐意进取、敢为人先、迎难而上的奋
斗姿态，以良好工作作风和实际工作成
效为自治区办好两件大事提供坚实法
治保障。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
学习中心组召开集体学习会

□本报记者 高敏娜 通讯员 周新育

兴安盟位于我国东北经济区，与黑
吉辽地缘邻近、人缘相亲，区域文化、自
然风光互补，经贸交流频繁。

6月 20日—21日，兴安盟近 30人
的党政考察团走进吉林省长春市考察
学习、签约座谈。短短 2天内，两地围
绕装备制造、现代农牧业、保护生态环
境、保障能源安全、文旅资源共享以及
教育医疗合作共建等领域达成了合作
框架协议。

这不仅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内
蒙古考察时提出的“要加强与东三省的
联通，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
要指示精神的务实举措，更拉开了两地
构建互利共赢的区域发展新格局的大
幕，为“北国春城”和“岭上兴安”的合作
与发展再添新节点。

兴安盟林业和草原局同中国科学
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的合作签
约是本次长春之行的重头戏，此次合作
将充分发挥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科技成果、人才培养和学科资源方面的
优势，依托兴安盟自然资源禀赋和地缘

优势，重点围绕荒漠化防治和湿地资源
保护建立“所地联盟”产学研共建机制。

“我们要通过开展联合研究，提出
荒漠化沙化生态治理修复战略对策与
措施，为科学组织‘三北’六期工程提供
技术支撑，为东北地区荒漠化沙化治理
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兴安盟林
草局局长耿天良说。

两位“近邻”成功“牵手”，其实早见
端倪。

近年来，兴安盟不断加强与东三
省的联通，加快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
圈。 ■下转第2版

畅通经济“内循环”“入圈”迈出新步伐

兴安盟积极融入长春经济圈

本报6月21日讯 （记者 冯雪
玉 于欣莉 郝飚）端午节是中国首
个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
传统节日，今年端午节期间，全区各
地推出一系列文旅活动，提升我区端
午假期人气和消费。

端午节当日，内蒙古博物院要推
出“粽情内博”活动，邀请游人现场制
作粽子，品尝清甜凉糕，在清凉中了解
端午习俗与节日文化。同时，博物院

假日期间还推出“家乡文物我来绘 小
小井盖展乾坤”——文物主题井盖涂
鸦、琵琶古乐话端午等精彩活动。

正值“毕业季”，自治区文旅厅联
合同程旅行发布“相约草原·金榜题
名—送你一场毕业旅行”系列盲盒活
动。畅游景区、优惠乘火车、线上红
包、免费机票、农特产品……打开“相
约草原·金榜题名”盲盒优惠大礼包，
会发现不同的惊喜。

这个季节的北疆大地，从东到
西，由南至北，气温舒适，景色宜人，各
盟市也纷纷开展了多姿多彩的活动，
迎端午、庆佳节。6月16日晚，呼和浩
特市小草公园里，多支乐队轮番登场，

“赛罕区第二届草坪音乐节”激情开
唱。据了解，今年小草音乐节的主题
是“潮游赛罕，惬意生活”，7月30日前
的每周五、六、日晚将举办本土乐队演
出、青少年音乐专场、红色歌舞、绘画

公益展等文艺活动，丰富市民业余文
化生活，促进夜间经济发展。

6月18日，第33届鄂伦春族篝火
节在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阿里
河镇开幕。活动当日，当地群众和游
客前往乌力楞景区、库图尔其广场等
地观看民俗文化表演、体验传统射箭
文化、品尝民族特色美食、欣赏岭上
花园书画作品展、走进林间感受自然
之美。 ■下转第3版

看民俗表演 品特色美食

我区各地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喜迎端午

本报6月21日讯 （记者 杨帆）
自治区统计局最新消息：今年 1-5月,
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主要能源产品产量
平稳增长,且位居全国前列。其中，全
区规模以上发电量、液化天然气产量稳
居全国之首。

从发电量看，1-5月，全区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发电量2838.1亿千瓦时,占
同期全国发电量的 8.3%,位居全国第
一；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发电量同比
增长10.4%,增速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

平6.5个百分点。其中, 全区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火力发电量、风力发电量分别
占同期全国发电量的 9.1%、14.9%,均
位居全国第一。

从液化天然气产量看，1-5月,全
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液化天然气产量
227.1万吨（同比增长 11.9%）, 占同期
全国液化天然气产量的29.9%,位居全
国第一。

与此同时，内蒙古原煤产量、焦炭
产量均位居全国前列。1-5 月,全区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原煤 5.09 亿
吨, 占同期全国原煤产量的 26.6%,
位居全国第二；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生产原煤同比增长 2.2%,拉动同期
全国原煤产量增长 0.6 个百分点。1-
5 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焦
炭 2122.6 万吨, 占同期全国焦炭产
量的 10.4%,位居全国第二；全区规模
以 上 工 业 企 业 生 产 焦 炭 同 比 增 长
9.4%,拉动同期全国焦炭产量增长 0.9
个百分点。

前 5 月内蒙古规模以上发电量
液化天然气产量均居全国之首

（二版）

内蒙古出版集团：

“破题”“解题”塑造出版
发 展 新 动 能 新 优 势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缝 制 香 包 ，乐 在 其
中。6 月 21 日，为培养广大
市民的爱国情怀，传承和发
扬中华优秀文化和传统美
德，呼和浩特市委宣传部、市
文明办、市妇联等部门，围绕
传承端午传统民俗和优良
家风家训主题，开展“端午
话 家 风 共 筑 家 国 情 ”呼
和浩特市家庭文明建设主
题活动。
本报记者 皇甫秀玲 摄

““端午话家风端午话家风
共筑家国情共筑家国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