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责任编辑：哈丹宝力格 版式策划：王宝林 制图：王霞

2023年11月10日 星期五 / 要闻 /

相约十四冬

本 报 乌 兰 察 布 11 月 9 日 电
（记者 郭奇男）11月 9日，第十四届
全国冬季运动会倒计时 100天誓师
动员仪式在凉城滑雪场举行。

“‘十四冬’是我国一项具有重大
标志性的体育活动，也是乌兰察布市
举办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影响最
深的一次体育盛会。”乌兰察布市政
府副秘书长王舒伟表示，承办好此次
赛事，对于加快乌兰察布经济社会发
展、提高综合竞争实力、展现城市形
象是一次十分难得的机遇，我们将全
力以赴做好各项赛事筹备及保障工

作，为“十四冬”在内蒙古自治区成功
举办助力添彩。

誓师动员仪式上，乌兰察布市执
委会各工作部、部门（单位）相关负责
人分别作表态发言，大家一致表示，
要同心协力、各司其职、全力冲刺，继
续完善设施建设，强化服务保障，扎
实推进安保工作，全力保障食药安
全，稳步推动志愿工作，周密安排接
待工作，切实做好医疗保障工作，高
质量完成竞赛筹备各项工作，努力向
全国呈现一场精彩的体育盛会。

据悉，“十四冬”冬季两项、越野

滑雪、障碍追逐的 2个大项 3个分项
38个小项将于 2024 年 2月 14日至
2月 27日在凉城赛区举行。在比赛
进入倒计时 100 天阶段，凉城赛区
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12月 23日将在越野场地进行“十四
冬”预赛。

为进一步扩大“十四冬”的宣传
辐射面，当天，还在集宁区大河湾滑
雪场和万达广场同步开展以“点燃冰
雪激情 放飞中国梦想”为主题的“十
四冬”倒计时 100天宣传活动，持续
推动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

乌兰察布举行“十四冬”倒计时100天誓师仪式

本报赤峰 11 月 9 日电
（记者 肖璐）激情在雪场
绽放，梦想在冬运飞扬。11
月9日，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
动会喀喇沁赛区倒计时100
天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东方
雪源圣地”赤峰喀喇沁美林谷
滑雪场举行。

傲雪凌霜的初冬时节，
美林谷滑雪场热闹非凡，25
台造雪机齐声轰鸣，响彻山
谷，白色雪柱喷涌而出，雪
花飞扬落在山体。舞台上
热烈的旗鼓表演大开大合，
百名青少年挥舞红旗，表达
出喀喇沁人民对党的热爱，
对祖国的祝福，对“十四冬”
的赞美。

“即日起‘十四冬’喀喇
沁赛区赛前系列活动就此拉
开序幕，这是喀喇沁旗展示
形象、集聚人气，助推文旅产
业发展的一个爆点。”喀喇沁
旗委书记房瑞说，喀喇沁赛
区将以一流的设施、一流的
环境、一流的服务、一流的氛
围，迎接冬运会的到来，并将
以此为契机，充分挖掘冰雪
旅游潜力，继续开发更具吸
引力的冬季旅游项目，进一
步让“冷冰雪”撬动“热产
业”，不断擦亮“国家级滑雪
旅游度假地”这张名片，为全
区冰雪产业发展贡献力量。

启动仪式结束后，场地
还举办了由投壶比赛、拔河
比赛、旱地龙舟、龟兔赛跑等
四项比赛组成的全民趣味运
动会，让更多市民参与冰雪
运动、感受冰雪魅力、共享冰
雪乐趣。

截至目前，喀喇沁赛区
美林谷滑雪场场地内医疗
救护中心、兴奋剂检测中
心、警务指挥中心等 20 个
功能室的设备和器材等物
资全部配备完成，场地造雪
工作正在加足马力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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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冬”，我们准备好了！
11 月 9 日，运动员代表信心满满。当日，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倒计时 100 天誓师动员大会在呼和浩特市举行。

“十四冬”定于 2024年 2月 17日至 27日在内蒙古自治区举办，比赛项目全面对标 2026年米兰冬奥会，预计参赛运动员将
达到 3700余人。“十四冬”将是历届全国冬季运动会中规模最大、项目最多、标准最高的一届。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本报 11月 9日讯 （记者 徐
跃）连日来，各盟市坚持把深入贯彻
落实《国务院关于推动内蒙古高质
量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
章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作为
开展主题教育办实事、促发展的重
要内容，第一时间传达学习全区重
点工作推进会议精神，与深入学习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的重要
指示精神融会贯通起来，研究贯彻
落实举措，抢抓机遇、真抓实干，以
强烈的感恩之心和奋进之志抓好
《意见》贯彻落实，切实把主题教育
成效体现到办好两件大事和闯新
路、进中游上来。

加快工作节奏，推动能见效的
尽快见效。呼和浩特市聚焦生物育
种、草业等优势领域，布局建设国家
级创新平台，推动由“中国乳都”向

“世界乳业科技之都”“中国奶业育
种之都”迈进。阿拉善盟围绕亿千
瓦级新能源大基地建设，加快建成
以风光为主要电源，氢能、储能等灵
活负荷的新型电力系统。呼伦贝尔
市围绕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建
成阿荣旗等 4个旗县级试点，率先
在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区推进林业
碳汇开发交易，并逐步向草原、湿地
等领域拓展。锡林郭勒盟加快电力
外送通道建设，积极谋划推动一批
绿电制氢等项目前期开工建设，着
力打造绿氢生产应用示范基地。

研究配套措施，把具体政策落
实落细。赤峰市紧紧围绕加快建设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打造蒙东产
业新高地这一目标，不断完善承接
产业转移平台，在更高水平、更高层
次上谋求合作发展。 ■下转第6版

各盟市坚持以学促干 把深入贯彻落实
《意见》作为主题教育的重要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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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呼和浩特 11月 9日讯 (记
者 皇甫秀玲)11月 9日，“感党恩、听
党话、跟党走”自治区宣讲团在首府开
展宣讲。“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自
治区宣讲团成员、自治区党委党史和
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杜轶鑫，围绕主题，
从深刻领会把握“五句话”的事实和道
理，深切领会体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内
蒙古的关怀厚爱和期望重托，深入学
习领会、全面准确把握《国务院关于推
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
现代化新篇章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精神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通
俗易懂的宣讲。当日下午，杜轶鑫赴
赛罕区金河镇舍必崖村都市现代农业

园与村镇干部群众面对面互动交流。
整场宣讲接地气、聚能量、增动

力、振士气，让大家收获满满。与会人
员一致表示，将把对总书记和党中央
的感恩之情化做奋进动力，对标要求，
结合实际，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真正落
到实处。“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呼
和浩特市宣讲团成员、市委党校经济
教研室主任向荣说：“通过聆听宣讲,
进一步加深了对‘五句话’的事实和道
理的理解，更深入地了解了《意见》的
主要内容，我将继续完善丰富宣讲内
容，把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内蒙
古人民的关心支持传达到广大党员干
部群众中。”

聚能量 添动力 振士气

“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自治区宣讲团在首府宣讲

□本报记者 刘志贤

“现阶段，我们已经学习了很多中
华文化经典篇目，比如流传千古的古诗
词等，我和同学们的文学素养不断提
升，学习兴趣也越来越浓。在学校举
办的读书活动、演讲比赛中，我还积极
参加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呢。”呼和浩
特市第三十中学高二1班学生娜荷芽
骄傲地说，“读书使我快乐。学好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为我们今后走出内蒙
古、走向全国甚至全世界，打开了一条
更宽阔的道路，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

一直以来，呼和浩特市第三十中学
坚持把语言文字规范化要求纳入学校、
教师、学生管理和教育教学、评估评价
等各环节。4300余名在校的各民族中
小学生共学、共进，不断交往交流交
融。各民族教师同室办公、同桌备课、

同堂听课、同步教研，探索出了一套切
实可行、可借鉴的经验做法，学校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水平不断提升。

“早在2020年9月，我们学校就成立
了推行使用统编教材研究中心，以实现
国家统编教材的全面、高效推行使用。”
呼和浩特市第三十中学校长董双龙介
绍，学校还积极开展专项课题研究，及时
发现和分析原民族语言授课学生在使用
国家统编教材时的困难，解决不同版本
教材的快速、有效衔接问题。同时着力
提高教师专业素养，组织教师就推行使
用国家统编教材方面申报自治区规划课
题7项。此外，学校高效组织教师参加各
级各类培训，要求教师通过高频次朗读
教材提高文字理解能力、锻炼口头表达
能力，建立校内一对一帮扶关系，不间断
开展教研“四个一”活动、参加校外教研
活动、开展结对协作教研等方式，提升使
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能力。

开展课题研究 提升使用国通语教学能力

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特别报道

□本报记者 霍晓庆

在一个又一个沙漠治理项目区，大
片已经打好的草方格里正被种上灌木。
秋季造林黄金期，内蒙古“三北”工程三
大标志性战役各个战区掀起了造林种草
热潮，待明年春天，将是满目新绿。

在河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大批南
迁候鸟停歇逗留、觅食嬉戏，为内蒙古
增添了无限生机。各地也纷纷开启了
候鸟“护航”行动。随着生态环境的改
善，内蒙古成为候鸟的乐园，与鸟共
舞、与鸟相伴在多地成为常态。

近期，也正是森林草原防火期，各
地加强对重点地区的巡护，严格管控
进出山人员，严禁在戒严管制区域野
外非生产用火，护林员加强巡护，林草
防火专业队伍随时待命，守护来之不
易的绿水青山。

……

持续加强生态保护建设，山水林
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综合治理，内蒙
古大地的绿色交响激越而又和谐。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内蒙
古的生态文明建设，在对内蒙古的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中，关注最多、论
述最多、部署最多的就是生态文明建
设，赋予内蒙古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
态安全屏障、构筑祖国北疆万里绿色
长城的战略定位。2023年6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巴彦淖尔考察并主持召开加
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
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亲自部署了

“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发出了
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
的号召。

牢记嘱托，勇毅前行，内蒙古主动
扛起责任，坚持不懈保生态、治污染、
促转型，努力把祖国北疆这道万里绿
色屏障构筑得更加牢固。

北疆大地的绿色交响，正是内蒙

古不负嘱托、全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有力见证。

这绿色交响里，鸣奏出一个追求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蒙古。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深入实施天然林保护、京津风沙源治
理等国家重点生态建设工程，科学开
展大规模国土绿化，全力打好“三北”
工程攻坚战和三大标志性战役，坚持
把黄河大保护大治理挺在前面，以更
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
战。截至 2023年 9月底，全区已完成
造林 438 万亩、种草 1437 万亩、防沙
治沙 787万亩，均提前超额完成年度
任务。

这绿色交响里，印刻着一个胸怀
“国之大者”的内蒙古。

坚决把生态环境保护挺在前面，
坚决不干为了“仨瓜俩枣”损害长远利
益、吃祖宗饭砸子孙碗的事情。全区
超过一半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

线、72%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空间，红
线内不搞打破自然生态平衡的开发，
不建超出环境承载能力的工程，不上
突破资源承受能力的项目；坚决遏制
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发
展，把牢产业、项目准入门槛；坚决改
变粗放型的资源开发模式，全力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型。

这绿色交响里，展现出一个吃苦
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
内蒙古。

在浩瀚沙海，一代又一代治沙人
与沙魔抗争，在茫茫大漠种下绿色希
望，将“死亡之海”变成绿色家园；在大
兴安岭茫茫林海，一个个“青山卫士”
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孤独，日夜与
山林为伴、执着坚守；在山野荒滩，上
至耄耋老人、下到孩童，全民参与义务
植树，在内蒙古大地写下绿色诗行、建
起绿色屏障。

■下转第6版

北 疆 大 地 的 绿 色 交 响

在明信片上加盖一枚特色
印章作为打卡凭证，是当下年
轻人热衷的新玩法。呼伦贝尔
古城步行街是国家级夜间文化
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在这里，就
有一家每年邮寄 3万多张明信片的主
题文创店。

这家主题文创店的印章，包括呼伦
贝尔市地标建筑、市域公用品牌宣传
Logo等。店内还有3枚“特殊”打卡印
章，展现的是“齐心协力建包钢”“三千
孤儿入内蒙”“乌兰牧骑”等故事。来这
个店“打卡”的，民族团结故事印章的选
择率达到80%。

美食是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
体。这家店内的文创产品销量冠军，当

数内蒙古美食系列文创产品。他们将
烧麦、涮羊肉、手把肉等传统特色美食
与冰箱贴相结合，每款销量都达一万件
以上。

在这家店内，呼伦贝尔繁花似锦书
签独具特色。繁花似锦形容美好景色
和美好事物，其寓意具有中华文化的共
性。结合呼伦贝尔市花兴安杜鹃、额尔
古纳市花野百合、海拉尔区的韭菜花，
还有具有地域特色的芍药花开发的文
创产品，使地域文化得以推广。

每一件文创产品、文化元素、创意
思想的背后，都蕴涵着厚重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将其与呼伦贝尔深厚的民族
团结进步底蕴相融合，从中挖掘中华民
族共有的文化记忆和价值内涵。

这些文创产品设计，全部来自呼伦
贝尔蒙兀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作

为自治区唯一一家集文创
产品开发、生产及销售一
体化的企业，蒙兀文化传
播公司通过文创产品的传
播，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物质形态融到现代
人日常生活当中，在保护和传承了传统
文化的同时，推动了当地文化消费提档
升级。

目前，蒙兀文化传播公司已设计研
发千余款文创产品，包括红色文化主题
系列作品、 ■下转第6版

让 文创融入百姓日常生活
□本报记者 李可新

弘扬北疆文化 赓续中华文脉

□本报记者 李佳雨 通讯员 永梅

北方的冬天寒冷干燥，一进入冬
季，生活用火用电用气用油量大幅增
加，火灾隐患尤为突出。为有效加强
居民的防范意识，提高应急处理能力，
通辽市科尔沁区多措并举，强化火源
管控，加强隐患排查，提升居民防火意
识，全力以赴做好冬季防、灭火工作，
全面筑牢冬季防火安全屏障。

老旧小区由于建设时间较长，建
筑物密集，大多存在火灾防控基础薄
弱和抗御火灾风险能力低等先天不足
的缺陷。再加上消防通道狭窄、楼道
内乱堆乱放、居民私搭乱建、天外飞线
横飞等，给老旧小区的消防安全带来
巨大隐患。铁路街道世纪园小区居民
周宏说：“以前充电，每家都是从自己
家里拉电线充电，风吹雨淋的特别不
安全，现在不一样了，有了充电桩后方
便了还安全了，还有专人维护充电桩，
隐患降低了。”

“入冬后针对老旧小区，我们重点
对小区内是否存在私拉乱接的电器线
路及乱停乱放电动车，疏散通道、安全
出口是否保持完好有效，消防车通道
是否存在占用、封闭、堵塞，消防设施
配备是否齐全，物业管理人员是否熟
知消防设施，以及器材位置及使用等
情况进行了一一检查。针对检查中发
现的问题，及时给出了整改意见，督促
大家冬季做好消防安全防范，避免造
成不必要的损失。”科尔沁区消防救援
大队监督执法干部孙文博说。

今年，科尔沁区围绕居民安全责
任意识、风险意识，在提高居民自我保
护能力上下苦功夫，强化消防宣传教
育培训，加大防火巡查频次，通过以案
说法、现场讲解、敲门入户等方式，加
大群众性消防安全宣教力度。科尔沁
区消防救援大队监督执法干部孙文博
说：“从 10月 15日到目前，科尔沁区
消防大队先后开展消防知识讲座 5
次、防火演练 14次，安全排查 60次，
真正做到消防安全常抓不懈。”

筑牢防火屏障 防范“星星之火”

□本报记者 通拉嘎 阿妮尔 马骏驰

11月 9日下午，在满洲里公路口岸
旅检大厅，入境的俄罗斯游客一波接一
波。“我们21人报了免签旅游团，一同乘
坐大巴从赤塔州来满洲里观光购物，行
程3天。”俄罗斯游客斯维德拉娜告诉记
者，“通关非常顺畅，服务也非常好！”

记者从满洲里边检站获悉，9月 22
日，满洲里恢复赴俄罗斯团体旅游免签业
务；10月 27日，满洲里公路口岸恢复了
俄罗斯赴中国团体旅游免签业务。至此，
中俄互免团体旅游签证业务全面恢复。

连日来，满洲里公路口岸入境人数
大幅增加。冬日的寒冷无法阻挡外国

友人游玩满洲里、向往满洲里的热情。
这座城市的魅力，到底由何而生？

用游客们的话来说，就是开放、包容。
满洲里市位于内蒙古东北部、呼伦

贝尔草原腹地，北接俄罗斯，西临蒙古
国，是共建“一带一路”和中蒙俄经济走
廊建设的重要节点城市之一。

满洲里是一座百年名城，就像一本
珍藏的书籍，慢慢翻阅它，处处是惊喜。

走进位于满洲里国门景区的中共六
大展览馆，探寻历史印记，满洲里在那时
就是交通要道。1928年6月18日，中国

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莫斯科纳
罗福明斯克地区五一村的银色别墅开
幕。其中，一部分代表就是从满洲里出境
的。展览馆里，还原历史的会议场景、一
幅幅珍贵的资料图片，让人看到中俄两国
间历史悠长的文化交流、民心相通。

离中共六大展览馆不远处是国门，
气势宏伟、巍然屹立，一列列中欧班列
鸣笛穿梭……

“国家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推动
东北全面振兴和西部大开发等政策优势交
汇叠加，为满洲里市将政策优势、开放优势

转化为发展优势提供了不竭动力。得益于
良好的口岸资源和区位优势，满洲里市天
然具有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和中蒙俄经济
走廊建设的独特优势。”满洲里市委副书
记、宣传部部长王长春介绍说。

满洲里因口岸而生、循口岸而行、依
口岸而兴。经过多年的发展建设，满洲里
口岸已成为我国沿边集公路、铁路、航空
为一体，“三位一体”的综合枢纽口岸，承担
着中俄贸易60%以上的陆路运输任务。

11月 9 日下午，一辆辆货运车从
满洲里公路口岸鱼贯而出，驶向欧
洲。这里是全国唯一实行24小时货运
通关的边境公路口岸。据满洲里十八
里海关物流监控科科长许雪猛介绍，1
至10月， ■下转第6版

满洲里口岸数据刷出对外开放新高度
“一带一路”·内蒙古边境口岸媒体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