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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25日讯 （记者 白丹）
8月 24日至25日，由中宣部《党建》杂
志社和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研讨会在呼和浩特召开，全
国各省(区、市)宣传文化系统130余名
代表汇聚一堂，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二十大精神，深入研讨交流，统一思想
行动，明确努力方向，凝聚起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
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林建华，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党委委员科
研处处长二级研究员刘国祥分别作了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担负起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的新的文化使命》《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
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专题辅导讲座。来自北京、内
蒙古、江苏、山东、广东的 5位参会代
表作交流发言。

大家纷纷表示，本次研讨会主题
突出、内容丰富，既为科学精准把握党
的创新理论和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提
供了契机，也为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相
互借鉴搭建了平台。要坚持不懈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
心铸魂，将其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
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赴呼和浩特
市武川县、内蒙古博物院、伊利现代智
慧健康谷等地调研考察基层党建和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讨会召开

本报8月25日讯 近日，“永远跟
党走、建功新时代”自治区理论学习轻
骑兵示范宣讲团第二小分队走进锡林
郭勒盟、二连浩特市、赤峰市开展多场
互动式宣讲。

8月 19日至 22日，第二小分队来
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锡林浩特
市、二连浩特市的军营、社区、企业、牧
区开展了7场宣讲。

“眼睛要看得见群众，鼻子要嗅得
到群众的困难，耳朵要听得见群众的呼
声，嘴巴要不断宣传党的政策，肩要扛
得起重担，心要始终和群众在一起，为
群众带出一支素质过硬的队伍……”在
锡林浩特市宝力根苏木希日塔拉嘎查
党员中心户敖特根家的蒙古包里，小分
队队员、党的二十大代表、巴彦淖尔市
临河区干召庙镇民主村党支部书记张
三明，结合工作实际率先为希日塔拉嘎
查的牧民们进行宣讲。

接下来，魏嘉、蒋桂芝等小分队队
员从自身的体验出发，围绕生态文明建

设、提高民生福祉等内容，将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内蒙古重要讲话精神送到基
层群众身边。此次宣讲以小故事折射
大道理，声声入心，催人奋进。宣讲员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生活的实例，
赢得在场牧民的阵阵掌声。

在4天的分众化宣讲中，第二小分
队的队员们分别以《习近平总书记把人
民放在心上》《在草原唱响生态乐章》《擦
亮“蒙字号”让内蒙古味道香飘万里》《解
码中国式现代化新图景》等为题，用基层
百姓听得懂、能领会的话语，生动鲜活地
把党的方针政策传递到基层。

一场场宣讲既有理论阐释又有故
事陈述，既全面准确又通俗易懂，受到
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二连
浩特市瑞元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热
源站司炉班长刘金龙深有感触地说：

“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过上了好日子，我
们要扎根工作岗位，勤勤恳恳为百姓输
送热源，温暖千家万户。”

在苏尼特左旗，宣讲团深入到供电

分公司、达日罕社区、恩格尔社区开展
宣讲。苏尼特左旗供电分公司党群管
理室主任潘海丽说：“聆听了宣讲，我感
触特别多，受益匪浅。今后，我们要立
足自己的工作岗位，为全旗的电力用户
做好供电服务。”

第二小分队队长、乌海市委讲师团
副团长蒋桂芝说：“这几天，我们把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内蒙古重要讲话精神送到
锡林郭勒盟各族群众的身边，推动各族
群众凝心聚力以办好两件大事为牵引，
在各自的工作和生活中，为内蒙古更美
好的明天贡献一份力量。”

8月 23至 25 日，自治区理论学习
轻骑兵示范宣讲团第二小分队来到赤
峰市，深入乡村、社区、学校开展了5场
宣讲，耐心地与村民、居民、师生进行互
动交流。

在喀喇沁旗锦山镇牛头沟门村、河
南街道樱桃沟村，蒋桂芝、张三明、魏
嘉、张文旭、张雨薇、孟慧敏6位宣讲团
成员用“身边事”讲清“大主题”，宣讲冒

热气、接地气、聚人气，让村民听得懂、
乐意听，奋进的力量在现场涌动，掌声
不时响起。

在翁牛特旗全宁街道玉龙社区，小
分队队员、乌海市委党校教师张雨薇以

“大哥大”变“智能手机”这一细微变化
作突破口，用乡言俚语让居民感受神州
大地的巨大变化，将理论观点变成朴实
道理，宣讲员讲得有声有色，群众听得
有滋有味。

队员们在赤峰市重点突出、深入浅
出、生动活泼的宣讲，受到广大党员干
部群众热烈欢迎。

喀喇沁旗锦山镇牛头沟门村党支
部书记张国刚深有感触地说：“乡村治
理的宝贵经验让我受益匪浅，我将带领
乡亲在乡村振兴道路上阔步前行，切实
提高村民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庭对
于人的影响至关重要，在日后的生活
中，我要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家庭谋幸福、为
他人送温暖、为社会作贡献。”翁牛特旗
紫城街道富兴社区居民孙亮亮表示。

（综合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肖璐 张璐 报道）

自治区理论学习轻骑兵示范宣讲团第二小分队走进盟市宣讲

本报包头 8 月 25 日电 (记者
蔡冬梅)8月 25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二
届氢能产业发展论坛在包头开幕，主
题是“氢动内蒙古 氢启新未来”。

自治区党委常委、包头市委书记
丁绣峰，自治区副主席么永波致辞，
中国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葛海蛟
出席。

丁绣峰在致辞中表示，大力发展
现代能源产业，做好现代能源经济文

章，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
地，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内蒙古的重
要使命。包头将努力构建规模更大、
链条更长的氢能产业集群，为内蒙古
经济发展增添更多“氢动力”。

么永波在致辞中说，发展绿氢产
业，内蒙古有丰富的绿电资源、应用场
景和良好的政策环境，真诚期盼各位
企业家朋友，到内蒙古落子布局、投资
兴业，共享氢能产业发展机会。

内 蒙 古 第 二 届 氢 能
产 业 发 展 论 坛 开 幕

丁绣峰么永波致辞 葛海蛟出席

本报巴彦淖尔8月25日电 （记者
张慧玲 王皓）8月 25日，全区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西部片区）现场会在巴彦
淖尔市召开。自治区副主席代钦出席
会议并讲话。

代钦指出，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
革是国务院部署的重要任务，是自治
区破解水资源约束的重要举措。目

前，全区累计完成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任务 4289万亩，占总任务的 90%，但
下一步改革任务依然艰巨。

代钦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这次考察内蒙古时的重要指
示要求，聚焦解决“大水漫灌”问题，
进一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走深
走实。

内蒙古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累计实施面积4289万亩

代钦出席全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西部片区）现场会并讲话

□本报记者 蔡冬梅

八月的内蒙古，秋风送爽。8月 25
日，来自国内氢能源领域知名专家学
者、企业家以及各大商协会、金融机构
代表齐聚包头，共同参加内蒙古自治区
第二届氢能产业发展论坛，共策氢能产
业发展新动能，共研氢能产业发展新模
式，共享氢能产业发展新实践。

新能源是内蒙古建设国家重要能
源基地的主战场。在新能源中，氢能特
别是绿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作
为全国清洁能源最为富集的地区之一，
内蒙古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广
阔的市场前景。

据了解，当下，自治区正在全力推
动绿氢“制储输用”全产业链发展，努力
建设全国重要绿氢生产输出基地、氢能
装备生产制造基地、燃料电池重卡示范
基地、绿氢多元应用基地、氢能技术研
发基地。目前，全区已批复实施风光一
体化制氢项目31个，绿氢规模54万吨、

占比超过全国的 50%。万吨级鄂尔多
斯准格尔旗纳日松光伏制氢示范项目
成功在全国率先产出第一方绿氢。在
氢能装备制造方面，已引进20个项目，
2项已经投产，形成了 150台套制氢电
解槽和300吨储输氢管材的生产能力，
为发展绿氢产业奠定了基础。

2023年是内蒙古自治区绿氢发展
元年，发展绿氢产业，内蒙古拥有三大
优势:

丰富的绿电资源。全区风能资源
技术可开发量14.6亿千瓦、占全国一半
以上，太阳能94亿千瓦、约占全国五分
之一。在严格红线管控前提下，除了已
开发、拟开发之外，具备规模化开发的
新能源资源还有高达10亿千瓦。与大
部分省份不同，内蒙古大规模开发新能
源，关键制约因素不在于资源量，而在
于消纳能力，在于新增负荷。大规模绿
电制绿氢，形成二次能源，可以变储电
为储氢，正好可以拓宽新能源消纳场
景，带来大量的新增负荷。据专家估
算，以一年为单位，在内蒙古25万千瓦

新能源可生产1万吨绿氢，如果全区10
亿千瓦的新能源资源全部用来制氢，每
年就可以生产 4000万吨绿氢，远超过
了全国现有3300万吨的氢气产能。

丰富的应用场景。内蒙古传统煤
炭、冶金、工业等领域可为氢能提供更加
丰富的应用场景，每年需要煤制氢（灰
氢）超过 700万吨，如果全部用绿氢替
代，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过1.5
亿吨。我区重型柴油机车、矿用重型卡
车、矿山机械保有量超过100万辆，可以
逐步用氢燃料电池车替代。内蒙古大力
发展绿氢制甲醇、绿氨、高端煤油、汽油
等，在传统煤化工和石油化工之外，开辟
全新的绿色化工应用新场景，推动新技
术向下游延伸。我区充分利用区位优
势，积极开拓区外市场，实施“绿氢进京”
战略，为首都和周边省市提供更多清洁
能源。目前，中石化“西氢东送”项目，即
内蒙古乌兰察布至北京输氢管道工程已
经纳入国家规划。自治区内部也正在规
划设计以鄂呼包乌为核心，横贯东西、面
向华北和西北的输氢管网，输氢设计能

力超过600万吨/年，系统性提高输氢的
安全性，降低输氢成本。

良好的政策环境。我区已制定了
清晰的发展战略和完备的政策体系，出
台了“十四五”氢能产业发展规划、关于
促进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风光
制氢一体化项目实施细则等一揽子政
策。在风光制氢项目方面，内蒙古明确
提出，离网制氢优先、技术先进的优先、
下游有消纳场景的优先、前期准备充分
的优先，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受
理申请，随报随批。为培育新市场，对
冲目前制氢环节的高成本，我区及时出
台政策，按1.2倍超配新能源指标，允许
20%电量上网。

在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氢能产
业发展论坛上，内蒙古向来自全国有
志于投身绿氢事业的有识之士发出
邀请——

把前瞻目光投放到内蒙古，把创新
事业布局到内蒙古，把研究成果转化到
内蒙古，让更多的“科技之花”在内蒙古
结出丰硕的“产业之果”！

内蒙古发展绿氢产业的底气是什么？

□本报记者 赵曦

“真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我
就领上了低保金。”近日，呼伦贝尔
市新巴尔虎左旗 65岁的独居老人
苏乙拉图说。

苏乙拉图因患病导致生活陷入
困境，当地民政部门通过急难救助
程序，协助老人办理了低保，让老人
生活看病有所保障。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民政
厅紧盯群众所需所盼，聚焦基本民生
保障、基层社会治理和基本社会服
务，用心用情用力办好解民忧、惠民
生好事实事，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中
展现民政担当，贡献民政力量。

在基本民生保障方面，自治区
民政厅指导各地民政部门持续推进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兜底保障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对 37.7万
名脱贫人口和 5.4万名防返贫监测
对象实施分类救助。健全低收入人
口主动发现、联动风险预警、研判处
置等机制，保障 161.8万名低保、特
困人员的基本生活。在社会救助领
域组织开展“提能争优、实干惠民”
行动，累计排查困难群众 16.4万人
次，为失能、空巢、独居等老年人提
供实物救助19.6万人次。

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鼓励引
导各盟市在增强城乡社区服务能
力、激活自治活力、创新治理模式等
方面积极破题，组织实施城乡社区
治理“2121”工程，安排资金 4000

余万元，创建2个市域、10个县域社
区治理创新实验区，创建100个“北
疆示范社区”，推动100个城乡社区
完成综合服务设施达标建设。完善

“五社联动”机制，指导全区各地重
点围绕“老小困残”、基层社会治理、
乡村振兴等领域，整合社会资源，为
特殊困难群体和有需求的群众提供
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和志愿服务，打
造鄂尔多斯市“一核四化”、呼伦贝
尔市“一站一品”、锡林郭勒盟“社工
包裹”、阿拉善盟“空巢不空”等典型
经验和优秀品牌项目。引导社会组
织立足自身特点和优势助力乡村振
兴，“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平台
登记乡村振兴帮扶需求项目 220
个，社会组织认领帮扶项目108个，
提供帮扶资金1541.94万元。

在基本社会服务方面，巩固拓展
城市“一刻钟养老服务圈”功能，推进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提质增效，全区累
计建成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站）
等设施 1685个，社区为老餐厅 629
个，完成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
改造 3.76万余户，建成家庭养老床
位7525张。截至8月16日，全区已
累计建成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347个、村级养老服务设施4489个，
拓展提升农村互助养老幸福院150
个。全面启动婚姻登记“跨省通办”
全国试点工作，深入推进殡葬领域
改革，加快补齐旗县级殡葬设施空
白点。扎实做好残疾人福利保障工
作，为62.5万名困难和重度残疾人发
放“两项补贴”共3.94亿元。

自治区民政厅

聚焦“三基”扎实办好民生实事

□本报记者 张璐

初秋的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多伦诺
尔镇新民村满山苍郁、林深清幽。樟子
松、黄柳、野山杏等40多万棵树组成的
3700 亩绿色海洋，谱写着一个荒山变
绿洲的治沙奇迹。

多伦县地处浑善达克沙地南缘，是
内蒙古距北京最近的旗县，据 2000年
卫星遥感监测显示，全县风蚀、水蚀、沙
化面积达 3365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
积的 87%，其中严重沙化面积 1400平
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 36%，形成东
西走向的Ⅰ、Ⅱ、Ⅲ号三条大沙带分布
在县境中。马云平是多伦县多伦诺尔
镇新民村的农民，他的家正处于Ⅰ号沙
带腹地。

“每当沙尘暴来临，遮天蔽日的黄
沙伴随着大风吹进屋里，黄沙堆积的有
一人多高。从小我就被这样的场景所
折磨，打心里害怕、抗拒。”马云平回忆
道。也是从那个时候起，“绿色”梦想的
种子在他心底深深埋下。

“2000年，国家启动实施京津风沙
源治理工程。县里也随之号召承包五
荒，可当政策下来后，没有一个人愿意

承包。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从小
生活的家园被沙子毁了，和妻子多次商
量后，我毅然决然地签下了 3700亩的
《荒沙荒地承包合同》。”从此“绿色”梦
想激发了马云平的斗志。

在漫漫黄沙中，谋求绿色生存空
间，是物质的角力，更是精神的对垒。
2000年的春天，马云平开始真正地和
黄沙“鏖战”，他和妻子在沙窝子里搭了
一间简易棚，餐食就着风沙黄土咽下，
像战士一样守在沙坨子里，开始了慢慢
治沙路。

黄沙莽莽，寸草不生。治理沙漠，
谈何容易！条件艰苦算不了什么，最大
的困难是前期的治沙路因为没有经验，
他们用黄柳、杨树枝和农作物秸秆剁成
一尺长的短棒，在流动沙丘上扦插网格
沙障，再在网格内种上草籽，然后在沙
带上种植柠条、黄柳等防风固沙植物。
但是由于风沙大，辛苦栽植的沙障在春
天里几乎全被掩埋，可是他们从未气

馁，埋了栽，栽了埋，埋了再栽，周而复
始。功夫不负有心人，马云平在起早贪
黑的“鏖战”中，第一个沙丘终于治住不
再流动。

马云平看到流动的沙地被稳固
住，便开始在沙地上植树造林。每年
春天，都会刮数场沙尘暴，他就等风势
减弱时抢时间栽种，常常累得直不起
腰，坐在地上歇一会继续栽；夏天是树
木补水的季节，从赶着马车到2公里以
外的家里拉水升级到用四轮车拉水，
他一趟趟拉水浇灌每一棵树苗，乐此
不疲；秋冬时节，马云平重点加强管护
工作和为树木修枝打杈，每天都扛着
铁锹一遍遍地巡查，像呵护自己的孩
子一样上心。

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重复劳作
中，昔日“莽莽黄沙遮天蔽日”的景象一
去不复返，沙漠中树林成荫，郁郁葱葱，
一派喜人景象。

“这些年，和妻子倾其所有家产，卖

掉家里的牛，还四处借债进行栽种，吃
尽了苦，受尽了罪，但我们坚持了下
来。我当初签了协议，那就是一份责
任，我要用一辈子坚守，不论多苦多累，
决不让沙子把家园埋掉。”马云平抚摸
着一颗树干欣慰地说道，“没想到一干
就干了 23年，这片林子就像我的孩子
一样，每天我都不厌其烦地扛着铁锹在
林地里修枝剪叶，绿色已经刻在我的骨
子里、融入了我的生活中，看到这些郁
郁葱葱的树木我无怨无悔。”

如今，3700亩沙地已经被 1768亩
樟子松，1940 亩杨树、榆树、山杏、黄
柳、柠条等披上了绿色的新衣。马云平
从未停止脚步，他在不断寻求打造防沙
治沙、植树造林的生态产业链。经过多
年的经验积累，他创造性地使用多余的
黄柳枝条生产加工养牛饲料，大大节约
了肉牛的饲养成本。

“这 20 亩赤芍是 2019 年种的，今
年已是第 4年了，明年就能收成，按照
市场价估算20亩能收入20万元左右。”
马云平说。近几年，马云平还大力发展
林下经济，在樟子松树下种植大片的赤
芍中草药，充分利用林地，让林下经济
全面开花，真正将“绿水青山”转化为

“金山银山”。

马云平：这片林子像我的孩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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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5 日，在呼和浩特市地铁新华广场站，参加演练的消防员携救援装备迅速向“事
故”发生地集结。当日，呼和浩特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展“北疆蓝光 2023”呼和浩特市地下轨
道交通综合应急实战化演练。此次演练是内蒙古消防首次针对地下轨道交通“多灾情、多
环节、多课题”综合实战演练，旨在着力破解地下轨道交通灭火与救援难题，以实战演练提
升队伍救援处置保障力。 本报记者 怀特乌勒斯 摄

开展实战演练开展实战演练 提升地下轨道交通救援处置能力提升地下轨道交通救援处置能力

“东汉时期有一个人叫陈蕃，他学识渊博，
胸怀大志，少年时代发奋读书，以天下为己任。
一天，他父亲的一位老朋友来看他……”伴随着
旁白，一位扮演父亲老友的同学徐徐走到舞台
中央，他对着布置成杂乱庭院的场景对“陈蕃”
说：“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以招待宾客呢？”

这是呼和浩特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举办的
“七彩假期，‘益’起成长”暑期托管营中一堂别
开生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表演课《一屋不
扫，何以扫天下》的片段。

“在正式表演前，我们会带领大家进行动
植物表演的热身练习，让孩子们解放天性，把
真情实感带入接下来的表演中。”该活动中心
老师李媛介绍道。

有多年语言表演课程教学经验的李媛发现
孩子们对中国古代历史故事比较感兴趣。“现在
的孩子比较喜欢半小时漫画学历史类型的书籍，
孩子们阅读后只是了解历史梗概，但缺乏对细节
的了解。我们在语言表演课程中，通过让孩子自
己扮演历史故事中的角色，让他们对历史故事、
历史人物有了更加深刻和具象的了解。”李媛说。

托管营中马欣然同学的妈妈看到孩子暑
期有所收获，给老师留言表达了感谢：“这堂课
太生动了，感谢每一位老师辛勤的付出，孩子
们增长了很多见识，也成长了很多。”

呼和浩特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组织的暑期
托管营活动以“艺术修养、科学素养、体能提
升、自主学习、身心健康”为核心，制定了一系
列包括航模制作、语言表演、儿童绘画、阅读培
养在内的暑期课程，让孩子们度过了一个充实
且有意义的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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