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个大起底”在行动
北 疆 文 化 论 坛 特 刊

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 近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美国华盛顿州

“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和各界友
好人士。

习近平感谢美国华盛顿州“美中
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和各界友好人
士对中国举办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和亚洲运动会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
出，体育是增进人民友谊的纽带。在
各方共同努力下，“简约、安全、精彩”
的成都大运会成功举行。中国政府和
人民充满信心，将在杭州举办一届精
彩纷呈的亚运会。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希望

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
希望更多中美青年相知相亲、携手
同行，成为两国友好的新一代使者，
为中美关系发展接续注入动力。相
信“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和
各位朋友，将会继续为中美青年友
好交往以及两国关系稳定发展贡献

力量。
此前，美国华盛顿州“美中青少年

学生交流协会”和各界友好人士致信
习近平主席，祝愿中国举办世界大学
生夏季运动会和亚运会取得成功，表
示将致力于不断增进中美青年合作和
人文交流。

习近平复信美国华盛顿州“美中青少年
学生交流协会”和各界友好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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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方的工作，
成在干部作风，败也在
干部作风；一个地方的
事业，兴在干部作风，

衰也在干部作风。去年以来，自治区党委态度坚决、旗
帜鲜明，深入开展“三多三少三慢”问题专项整治，持续
推进“规范、精减、提速”，完善正向激励和反向惩戒机
制，犒赏“快马”，鞭打“慢牛”，就是要努力消除作风建设
中的顽疾和陋习，驰而不息狠抓作风建设、快马加鞭推
进事业发展。

狠抓作风建设，首先要解决“慢”的问题。“慢”的工
作作风，如“温水煮青蛙”，其害不浅。领悟精神慢半拍、
执行新规慢半拍、工作效率慢半拍，最终结果慢了好几
拍。小事慢办、急事缓办，今天不办明天办；瞻前顾后、
犹豫不决，好事最后变坏事；裹足不前、观望等靠，能拖
一时是一时，拖失发展机遇……如此拖拖拉拉、慢慢腾
腾，怎能激活“动力源”、跑出加速度、干出新业绩？

作风“慢”病如何治？犒赏“快马”、鞭打“慢牛”就是
一剂良方。2022年以来，内蒙古将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提
高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评选表彰“担当作为好干
部”、建立能上能下机制、进一步推进容错纠错工作等
等，打出一整套“组合拳”，目的就是要让“担当者”“实干
家”露头角，让“闪躲者”“混事官”没出路。犒赏“快马”、
鞭打“慢牛”，上有“台阶”、下有“滑梯”，干与不干、干多
干少、干好干坏不一样，更好激励广大干部在新时代新
征程奋勇争先、担当作为、建功立业。

俗话说，不怕巨浪高，就怕桨不齐。完成好习近平
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全方位建设好“模范自
治区”，闯新路、进中游，需要我们“九牛爬坡，个个出
力”，赶早赶先、激情开跑。树好“风向标”、备好“加油
包”、用好“练兵场”，让“快马”蹄更疾；拿出硬措施多抽
鞭再压担，让“慢牛”不敢慢，真正汇聚起干事创业的强
大能量，就一定能跑好新时代的接力赛、跑出高质量发
展的新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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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20日讯 （记者 刘志
贤）8月 18日至 21日，自治区教育厅
举办全区中职学校国家统编教材骨干
教师培训班，进一步提高全区中职学
校国家统编教材教学质量。

据了解，全区中职学校语文、历史
及思想政治学科统编教材培训班分别
在赤峰和呼和浩特开班。培训班邀请
中职国家统编教材编写组核心成员对
统编教材的编写思路、主要内容和教
学要求进行全面细致的解读。同时，
自治区教学研究室组织教研员分享他
们的工作经历，帮助参训教师理解领
悟国家统编教材的使用方法，实现从
教材到教学的顺利转变，全面提升教
学能力和水平。

全区中职学校共530名各科骨干
教师及“名师工作坊”成员参加培训。
赤峰市教育科学研究中心历史教研员
唐志刚说：“经过本次专家培训，我对
国家统编教材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

今后的工作中，我要更加坚定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以课程标准为依据，
科学合理设计教学内容，全面落实课
程目标，培育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激发学习兴趣，引导学生通过学习中
国历史，增强文化自信。”

“培训帮助我们进一步掌握了国
家统编教材课程标准的理念精神，了
解了教材的主要内容和要求。回去
后，我还要给学校其他教师传达培训
精神。开学后，我就要带新一届高一
学生了，教学中我要将教材内容与中
职学生实际结合起来，讲好学生爱听
的思政课。”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综
合高中思政课教师许廷彦说。

自治区教学研究室副主任赵斌介
绍：“开学后，自治区还将组织中职学
校国家统编教材集体备课、入校指导
和示范课展示交流等活动，进一步引
导帮助中职学校的教师，更好地适应
国家统编教材的教学工作。”

我区开展培训助力中职
教师用好国家统编教材

本报8月20日讯 （记者 马芳）8
月20日，记者从内蒙古职工互助保障协
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上获悉，内蒙古职
工医疗互助保障行动开展4年来，全区累
计490万人次职工参加，18.4万人次职工
领取补助、从中受益，有效帮助广大职工
减轻了住院医疗产生的经济负担。

自治区总工会于2019年在全区实
施职工医疗互助保障行动，2022年增设
女性馨康互助保障项目。4年来，坚持为
参加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的会员，每人
每年补助10元，目前已投入6000多万

元。期间，将在职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
项目最高补助金额由25万元提高到50万
元；将3个报销段增加到6个，报销比例提
高10—20个百分点；出台最低报销金额
规定，住院一次最少报销200元；出台住
院补贴制度，根据入会年限，分别给予每
天10—30元的补贴；重点解决门诊特殊
疾病长期花销的问题，将其纳入补助范
围；报销有效期由原来出院结算后90天
延长至本单位保障期结束后90天；将女
性13种特殊疾病纳入互助保障范围，最
高可领取互助保障补助金3.2万元。

内 蒙 古 职 工 医 疗 互 助
保障行动惠及18.4万人次

本报8月20日讯 （记者 阿
妮尔）据呼和浩特海关统计，前7个
月，自治区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050.8
亿元人民币，外贸进出口规模在历史
同期首次突破1000亿元，同比增长
29.8%，高于全国外贸整体增速29.4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409.5亿元，同
比增长18.3%；进口641.3亿元，同比
增长38.3%。

据了解，前7个月，自治区民营企
业进出口值 791.3亿元，同比增长
44.7%，占全区外贸进出口总值的
75.3%，比重提升7.8个百分点。同
期，国有企业进出口190.6亿元，同比
下降3.5%；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65.6
亿元，同比增长1.4%。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出口718亿元，同比增长
48.5%，占全区外贸进出口总值的
68.3%。此外，前7个月，自治区机电
产品、农产品、钢材等传统重点商品出
口显著增长，出口值分别为148亿、
47.2亿和45.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43.5%、22.3%和7.3%。矿能产品
继续保持进口主力，煤炭、铜矿砂、原
油进口值分别为253.9亿、140.5亿和
12.4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35%、
32.6%和35.5%。据呼和浩特海关
统计分析处有关负责人介绍，总体来
看，前7个月内蒙古外贸进出口规模
取得新突破，结构持续优化，展现了
较强的韧性，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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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8月 20日讯 （记者 李永
桃）“内蒙古深入开展待批项目、‘半拉
子’工程、闲置土地、沉淀资金、开发区
闲置资源要素‘五个大起底’行动，有效
盘活了一批闲置资源资产，有力破解了
全区经济社会领域长期存在的低质低
效、闲置浪费等问题。”近日，自治区发
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焦秉智介绍。

2022年 8月 15日至 19日，内蒙古
连开 5 场新闻发布会，宣布对待批项
目、“半拉子”工程、闲置土地、沉淀资
金、开发区闲置资源要素五个方面进行

大起底。如今，内蒙古“五个大起底”不
断走深走实，并交出亮眼“答卷”。

内蒙古待批项目大起底从去年 7
月底启动，今年3月底结束。各地各部
门推动待批台账8061个项目实现了应
批尽批、应报尽报，补批台账1265个项
目实现了全部办结。同时，负责待批项
目大起底行动8个主要审批事项的6个

审批厅局及12个盟市均已出台相应的
审批长效机制。建立了全过程记录机
制、通报督办机制、审批红绿灯预警机
制，从机制上去解决问题，杜绝待批项
目大起底行动之后再出现“先上船、后
补票”、拖延审批等同类问题。针对拖
延审批、线下审批等问题，所有审批事
项全部上网审批，责任清晰。

截至目前，全区纳入“半拉子”工程
台账的 387个项目已盘活 359个，盘活
率92.8%。未盘活项目28个，其中自治
区本级 18个、盟市级 10个。剩余未盘
活项目计划本月底盘活8个，9月份盘活
19个，剩余1个项目预计年底前销号。

土地既是资源也是资本，是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对批而未供、闲
置土地大起底行动中，自治区自然资源
厅按照“一地一策”台账和问题分类处置
台账模板，认真填报，确保每一宗地有针
对性的消化处置措施， ■下转第3版

“五个大起底”行动有效盘活一批闲置资源资产
有力破解低质低效、闲置浪费等问题

本报8月 20日讯 （记者 阿妮
尔）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周年。据呼和浩特海关统计，2013
年至 2023 年 6 月，内蒙古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外贸进出口值达 6902.1
亿元，占同期内蒙古外贸进出口总值
的 62.9%。其中，出口 2341.8亿元，进
口4560.3亿元。

10年间，内蒙古积极参与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持续深化经贸交流合
作，“朋友圈”不断扩大，已经与64个沿
线国家有了贸易往来。其中，对蒙古
国进出口3162.8亿元，增长15%；对俄
罗斯进出口1995.8亿元，增长5.1%，合
计占内蒙古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
贸进出口值的74.7%。同期，对中亚的

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
坦，中东的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土耳
其，以及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
亚等国家的外贸增长迅速。

从进出口商品结构来看，内蒙古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机电产
品、农产品、钢材分别为516亿、406亿
和376.9亿元， ■下转第3版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

10 年，内蒙古对沿线国家
贸 易 值 达 6902.1 亿 元

短评

本报8月20日讯 （记者 杨柳）
记者从自治区政务服务局获悉，目前，
自治区本级38个部门的1577项政务服
务事项全部进驻自治区本级政务服务
中心，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
腿。

今年以来，自治区政务服务局聚焦
企业和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开展

“知民意 解民忧 惠民生 暖民心”专项
活动，先后推动快递业务经营许可、临
时占用体育场地设施审批等近 300项
政务服务事项进驻。同时，该局持续督

促各级政务服务中心将贴近企业和群
众生活的高频事项全面纳入周末延时
服务范围，截至目前，全区已公布延时
服务事项超过 11万项，累计为 28万人
次提供延时服务。

此外，为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新增了办结
率考核指标，今年上半年，全区 12345
热线平台共受理企业和群众诉求 300
余万件，办结率达到了 85%以上，响应
率达到了 95%以上，解决率、满意率达
到了90%以上。

38 个部门的 1577 个事项
全部进驻自治区政务服务中心
真正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初秋，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草原上，“99号公路”延伸向草原腹地，彩虹线路面将这里渲染的无
比绚烂。“99号公路”全长160公里，沿途是中国北方草原最华美的风景带，84公里彩虹线路面，结合醒目的

“99号公路”Logo以及白马之乡等抽象元素，打造出别具一格的特色公路。近年来，该旗累计投资5.2亿元，
新、续建牧区硬化道路、旅游公路16条、332公里，惠及沿线群众9000余人。 本报记者 王晓博 摄

乌珠穆沁草原上的“99号公路”

本报北京 8 月 20 日电 （记者
赵曦）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
大精深。8月 20日，由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统战部主办的第十
五期全国各民族青少年同心营活动在
北京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蒙藏学

校旧址）开展。全国 56个民族百余名
青少年走进由国家民委主办、自治区
民委承办的第二期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体验馆内蒙古体验区，近距离感知“北
疆文化”。

内蒙古体验区设置“模型群、形象

墙、品尝包、竞技台”等室外公共展区
和室内非遗文化体验区，通过实物展
品、非遗展演、表演互动、AR沉浸式互
动等多种形式展示内蒙古亮丽风采。

活动中，各族青少年或亲自参与
其中，或借助科技手段走进历史对话

现实，通过打卡“中
华 音 乐 体 验 空 间 ”

“ 中 华 医 药 体 验 空
间”“中华非遗体验
空间”共享中华高品
质文化盛宴。

各族青少年纷纷表示，通过活动
深刻感受了内蒙古这片土地的深厚历
史底蕴，以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守
望相助的历史，要自觉把爱国情、强国
志、报国行融入实践，融入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中。

齐聚北京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

全国56个民族百余名青少年沉浸式体验“北疆文化”

（五版）

本报 8月 20日讯 （记者 冯雪
玉）8月 20日，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
传来消息，“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红山社
会文明化进程子项目——松山区彩陶
坡遗址在考古发掘中出土一件龙形蚌
饰。这件蚌饰，属于红山文化早期，年
代上远远早于此前出土的玉龙，填补了
红山文化早期龙形象的空白。

据了解，松山区彩陶坡遗址位于赤
峰市，赤峰市又被称为“玉龙故乡”。
这件蚌饰出土自松山区彩陶坡遗址一
座房址的西南角，质地酥脆，考古队员
对现场进行了加固处理，将蚌饰连同
周围土块整体提取，下一步将聘请专
业的文保人员做好拼对、修复和后期
保护工作。

松山区彩陶坡遗址发掘项目负责
人胡春柏介绍，龙形蚌饰看上去似龙，
至少由头部、身部和尾部等几部分组

成，整体分布范围长 20厘米左右。这
件饰品是否为一件独立的饰品，还有待
修复工作进一步确认。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金
松表示，该房址还出土两件可复原陶
器，一件是夹砂灰陶饰划线纹筒形罐，
一件是夹砂灰陶饰字纹筒形罐，均是
典型的红山文化遗物，且年代偏早。
另外，龙形蚌饰上扬的尾翼较接近敖
汉小山遗址陶尊上所绘鹿纹的尾部，
据此推断，该房址及龙形蚌饰的年代
应该都在红山文化早期阶段。这件龙
形蚌饰与以往发现的红山文化 C形玉
龙在雕刻手法和造型设计上差异较
大。它的手法更为细腻写实，牙齿、尾
部等部位都有细微的雕琢摹写，造形
也不似C形龙卷曲的风格，而是身体舒
展开的龙的形象。

■下转第3版

填补红山文化早期龙形象空白

“玉龙故乡”发现更早的“龙”

古星象岩刻及观天台
遗 址 现 身 大 青 山 （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