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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7月 8 日讯 （记者 冯雪
玉 柴思源）“ 相 约 北 疆 文 颂 中
华”。7月 8日晚，第二十届中国·内蒙
古草原文化节开幕。

7 月的北疆大地，天蓝、水清、山
绿、草原壮美，118.3 万平方公里的辽
阔土地，犹如一幅如诗如画的青山绿
水写意画卷。第二十届中国·内蒙古
草原文化节开幕式暨“青山绿水踏歌
行”主题音乐会，为诗意画卷再添浓墨
重彩一笔。在世界马头琴大师齐·宝
力高的精彩演奏中，开幕式正式拉开
帷幕。一首首经典歌曲、一声声深情
讲述、一段段绝美舞姿将内蒙古各族
儿女守望相助，全力以赴建设好中华
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奋力书写中国式
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的决心、信心，展
现得淋漓尽致。

本届文化节聚焦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时代主题，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主线，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自觉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坚持

“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办节宗旨，
打造主题突出、精品丰富、群众认可、
交流互鉴、文化共享的盛会，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文
化需求。

本届文化节将持续到8月6日，设
置了开幕式、区内优秀作品展示、区域
间文化交流互动、特邀作品展演、展览
展示活动、闭幕式暨舞蹈专场共6大板
块、28项活动。本届文化节规格高、阵
容强，引进中国歌剧舞剧院等多个国
家直属院团的经典剧目、保留剧目，满
足广大群众高水准的精神文化需求。
歌剧《白毛女》、交响乐《中外名曲音乐
会》、昆曲《牡丹亭》、豫剧《程婴救孤》、

舞剧《青衣》、京剧《穆桂英挂帅》《四郎
探母》、话剧《瞎画艺术家》《哥本哈根》
将逐一在今年的中国·内蒙古草原文
化节期间与观众见面；内蒙古原创舞
剧《骑兵》、舞蹈剧场《如见》、话剧《玉
龙街9号》等优质文艺作品也将登上此
次文化节的舞台，一展风采。这些活
动不仅营造了浓郁的中华文化艺术氛
围，增强观众的沉浸式体验，更树立和
突出了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
中华民族形象。

让北疆大地因文化而璀璨，因文
化而瑰丽。今年是中国·内蒙古草原文
化节连续举办的第20年，新的征程，内
蒙古各族儿女必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
气，打响“北疆文化”品牌，努力完成
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
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两件大事。

相约北疆 文颂中华

第二十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开幕

本报7月8日讯 （记者 章奎）
7月 8日晚，自治区第十届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在乌兰察布开幕。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王
莉霞宣布开幕。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
部部长胡达古拉，自治区副主席奇巴
图，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出席。

20时 30分，开幕式开始，12个盟
市体育代表团载歌载舞步入会场，现

场不时响起掌声和欢呼声。随后，一
场精彩的文体表演拉开帷幕，通过“再
唱赞歌献给党”“千里草原多秀美”“多
彩绚丽民族风”“不负时代正扬帆”“团
结奋进向未来”五个篇章，展示了壮
美、和美、善美的内蒙古，表达了全区
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埋头苦干，奋力书
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的豪情
壮志。

自治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自 1985 年至今已成功举办了 9 届。
本届以“多彩乌兰察布·和谐民族盛
会”为主题，为期 6 天，设有搏克、赛
马、赛骆驼、蒙古射箭、布鲁等15个竞
赛项目和搭建蒙古包、驼球、沙嘎、波
依阔4个表演项目，全区12个盟市的
1700余名运动员参赛。期间，还将举
行民族大联欢和旅游那达慕活动。

自治区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
王莉霞宣布开幕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朱基钗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何聪

江苏，汇通江淮之气概、畅达黄海
之辽阔，以占全国 1%的陆域面积、6%
的人口，创造了 10%以上的经济总量，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全局中具有重要地位。

今年 3月 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开幕当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他
所在的江苏代表团参加审议，发表重要
讲话，勉励江苏“在高质量发展上继续
走在前列”。

时隔4个月，7月5日到7日，习近平
总书记赴江苏苏州、南京等地考察调
研，并听取了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
这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第四次
来到江苏。

“江苏一直是我的关注点、调研点和研
究点，早在正定工作时，我就曾到江苏调研
过。我对这里的关注，始终是进行时。”

此次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江苏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
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
章，同时要求各地全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
的科学内涵和本质要求，立足实际，发挥
自身优势和特色，稳步前进，把中国式现
代化的美好图景一步步变为现实。

“中国式现代化关键
在科技现代化”

苏州城东，金鸡湖畔，苏州新地标

“东方之门”高耸入云，见证了这座古老
历史名城的现代蝶变。

5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刚刚抵达
苏州，即乘车前往苏州工业园区。车窗
外，视野所及，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生动
诠释着这座“创新之城，非凡园区”的澎
湃活力。

上世纪 90年代，一项中国和新加
坡政府间的重要合作项目——中新苏
州工业园区落地苏州。

近 30年来，姑苏城外的水田鱼塘
发生沧桑巨变，成为一座现代化高科技
园区：集聚近 2500家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62家上市企业，累计创造近 1.5
万亿美元的进出口总值，在商务部国家
级经开区综合发展水平考评中实现“七
连冠”。

三十而立，巨变之中，亦有不变。
工业园区展示中心，一块展板吸引

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目光。
展板上印着三张图片 ：一张是

1994年园区成立时的手绘规划图，另
外两张分别是 2012年和 2022年拍摄
的园区实景。今昔对比，实景照片同规
划图惊人地相似。

“我们在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过程
中，始终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园区负
责同志介绍说。

180吨级新能源电驱动系统，可折
叠卷曲柔性屏，硅立方浸没液冷计算
机，纳米真空互联实验站……展厅里，
苏州在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
术、纳米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的“明
星产品”琳琅满目，总书记边走边看。

在一款国产人工心脏——“植入式
左心室辅助系统”前，总书记停下脚步，
仔细察看运行原理。当听到已有 100
多位病人用上了这个设备，最早一例患
者目前已使用 6 年多，总书记十分高
兴。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
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寄语江苏要

“着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
创新中心”。如今，苏州工业园区瞄准
这个目标，细化了到 2025年的行动方
案和具体指标。

总书记勉励道：“我国经济要往上
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一个经济
强国，就要靠科技。我曾讲，要把苏州
工业园区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中心。你们承担着这样的历史使
命，既重大又光荣。”

位于园区内的苏州华兴源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科创板第一家上
市企业。精耕于半导体检测设备，这家
企业在细分领域赛道上跑出了核心竞
争力。

走进企业研发车间、光电实验室，
尖端仪器设备旁一张张年轻面孔让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欣慰：“都很有朝气
啊！”

“是什么学校毕业的？”“工作几年
了？”“学什么专业的？”总书记亲切询
问。

企业负责人介绍，公司员工平均年
龄只有32岁。他们还以年轻人为主力
成立了一个“珠峰事业部”，加快核心技
术攻关，勇攀科学技术高峰。

“你们在这里做的正是攀登高峰的
工作，很有意义。年轻人可以施展你们
的才华，好啊！”

听到总书记的鼓励，大家报以热烈
掌声。

面对朝气蓬勃的企业员工，习近平
总书记说：“国家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你们生逢其时，正是大显身手的时候，
一定要把握历史机遇。将来，你们一定
会为自己对民族复兴所作的贡献而自
豪！”

7日上午，在听取江苏省委和省政
府工作汇报时，习近平总书记谈及此行
感受，认为苏州工业园区在科技创新、
高质量发展上确实是走在前列：“值得
看，看了让我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有了底气。”

“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
化。”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寄予厚望，希
望江苏在科技创新上率先取得新突破，
打造全国重要的产业科技创新高地，使
高质量发展更多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
型增长。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必然要求”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
承发展座谈会上，首次阐释“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命题。

一个多月后，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古
城苏州，实地考察古城保护和文化传承
并深刻指出， ■下转第3版

“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
图 景 一 步 步 变 为 现 实 ”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苏纪实

剧院之内、广场之上、展馆之中，优秀
文艺作品集中呈现；免费门票、惠民演出、
基层巡演，场场文化佳宴丰富多彩……在
辽阔草原最美的季节，第二十届中国·内蒙
古草原文化节如期而至。

相约北疆，文颂中华。连续举办 20
年的草原文化节赓续文脉、坚守传承，精
益求精、佳作频出，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促进“北疆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
平台，是展示亮丽草原之美、昂扬内蒙古
正面形象的绝佳窗口。20 年的成长与磨
砺，20 载的积累与沉淀，草原文化节推出
了一大批具有鲜明特色的优秀作品，持
续彰显着内蒙古文化底气、文化自信和
文化自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
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成为内蒙古打
造“北疆文化”品牌的生动实践。

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让更多
群众共享文化盛宴，一直是草原文化节
的执着追求和鲜明特色。本届草原文化
节，优秀剧目精彩纷呈，活动安排亲民务
实，丰盛的“艺术大赏”全部向广大群众
开放，目的正是要让文化节不仅成为遴
选、荟萃、展示、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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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7 月 8 日讯 （记者 李国
萍）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获悉，截
至 6月底，全区经营主体达到262.89万
户，同比增长7.03%；上半年全区新增经
营主体22.67万户，同比增长11.57%，平
均每天新增经营主体1252户。

今年以来，我区聚焦利企便民，着
力破难题、促发展、办实事、解民忧，全
方位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让经营主体

“生得下、长得大、活得好”。
全区通过开展“局处长走流程”，在

登记注册环节上持续提速度、减流程、
缩时间，让经营主体“生得下”。目前企
业开办实现一窗受理、一网通办、一次
采集、一套材料、一日办结；着眼“长得
大”，全区出台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 3
年成长计划，制定便捷市场准入9条措
施，精简优化26项行政审批事项，积极
想办法把因疫情影响的歇业户唤醒、休
眠户激活；着眼“活得好”，将监管与服
务有机融合，推进审慎监管和柔性执
法，探索实施承诺容缺、承诺免查等信

用修复模式，实现信用修复“不跑路”
“不见面”、全程网上办。

截至 6月底，我区在经营成本减负
方面，全面落实检验检测费用减半政
策，全区累计为 157家中小企业 645批
次产品减免了检验检测费用；在质量管
理提质工程方面，通过不断完善“蒙检
在线”平台功能，为企业提供计量、标
准、检验检测等领域“一站式”服务。累
计服务企业 11106 家，解决技术难题
979个。

让经营主体“生得下、长得大、活得好”

上半年我区平均每天新增经营主体1252户

“党中央高度重视荒漠化防治工作，把防沙治沙作
为荒漠化防治的主要任务，相继实施了‘三北’防护林体
系工程建设、退耕还林还草、京津风沙源治理等一批重
点生态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走出了一条符
合自然规律、符合国情地情的中国特色防沙治沙道路。”

如果要选取中国沙地治理的一个切面，那么我国
四大沙地之一的科尔沁沙地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样本。

仲夏时节，从通辽市科左后旗出发，一路西行，途
经通辽市奈曼旗、赤峰市敖汉旗与翁牛特旗，可大致
看到科尔沁沙地全貌。

科尔沁沙地横跨内蒙古、吉林、辽宁 3省区。近
年来，依托“三北”防护林、退耕还林、公益林保护等重
点生态工程，内蒙古不断加大植树造林、草原修复和
生态保护力度，科尔沁沙地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

从黄沙滚滚到绿意浓浓，从风沙肆虐到绿进沙退，
科尔沁沙地治理可以说是中国沙地治理的“优等生”。

破冰——造林治沙

“过去沙尘暴一年要刮二三十次，一刮就是两三
天，风起之时，黄沙蔽日。即便门窗紧闭，屋里也全都
是沙土。”回想起过去的情景，通辽市科左后旗林业工
作站站长朝克吐记忆深刻。

科左后旗退休教师华维光至今记得2013年夏天在
科尔沁沙地拍摄到的一张照片：茫茫沙海中，只有一棵
枯树。“那种孤独苍凉的感觉让我印象深刻。”华维光说。

通辽市地处科尔沁沙地腹部，沙地面积为 4199
万亩，占科尔沁沙地总面积的54.1%。这里曾经一度
是全国沙化极度严重、生态环境非常脆弱的地区之
一。无草无树，鸟兽绝迹，沙起尘飞。

上世纪八十年代，土地沙化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在农村老百姓的心里，“吃的烧的一般沉”，而沙化严

重时百姓很难找到烧火柴。奈曼旗大沁他拉镇常胜村
64岁的赵信说：“出了家门抬眼一看全是沙，一眼望不到
边。为了找到柴火，得跑到赤峰市敖汉旗。”

敖汉旗当时的情况也并不乐观。位于赤峰市东
南部的敖汉旗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是京津冀地区和
环渤海经济圈重要生态屏障。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中期，由于人口
剧增、滥垦滥牧，土地沙化、水土流失加剧，流动半流动
沙地以每年7万亩的速度递增，每年有3万亩良田被洪
水冲成河滩、大沟，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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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8日晚，自治区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乌兰察布开幕。 本报记者 马骏驰 摄

（三版）

新华社客户端刊发《瞭望》新闻周刊文章

内蒙古“组合拳”打出干部担当作为精气神

本报7月8日讯 （记者 于欣莉）高温不减影迷的
观影热情，在众多优质大片齐冲大荧幕的刺激之下，我区
电影市场明显复苏。记者从自治区电影局获悉，上半年
我区电影票房突破3亿元，放映场次100万余场，观影人
数近800万人次。

春节档以来，我区电影市场整体呈现迅速回暖之势，
尤其是各档期表现屡创佳绩，观影人次节节攀升，影片类
型丰富、题材多样，涵盖动作、喜剧、爱情、犯罪、灾难、动
画等，满足不同年龄层次的观影需求。影片《满江红》《流
浪地球2》《熊出没·伴我“熊芯”》《人生路不熟》《速度与激
情10》位居票房前5名。

今年内蒙古电影取得多项佳绩，在第十八届、第十九届
中国电影华表奖颁奖典礼上，《片警宝音》和《守望相思树》包
揽第十八届、第十九届优秀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奖；《海的尽头
是草原》获第4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亚洲华语电影奖。

据了解，今年截至目前，我区公益电影订购9.79万场，已
放映3.83万场，惠及群众126万人次。自治区电影局常态化
开展“礼赞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优秀电影展映和“中华民族
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主题电影展映活动，并推荐展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祖国各地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各项事业取得
历史性跨越成就的影片40部。在第二十届中国·内蒙古草原
文化节期间将为广大群众精选30部优秀影片进行展映。

内蒙古电影票房
半年突破 3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