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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1月 15日
讯 （记者 李晗）11
月 15日，自治区党委
书记孙绍骋在呼和浩
特市调研北疆文化建
设工作并主持召开座
谈会。

孙绍骋先后来到
昭君博物院、多松年
烈士纪念馆、内蒙古
文学馆（文学院）、呼
和浩特雕塑艺术馆和
内蒙古社科院，听取
有关情况介绍，仔细
参观有关展陈，详细
了解北疆文化建设推
进情况。他说，内蒙
古不仅有草原文化，还
有红色文化和农耕文
化、黄河文化、长城文
化等多种文化形态。
北疆文化是内蒙古大
地上各种优秀文化的
系统集成，是在各民族
不断交往交流交融中
形成的。打造好北疆
文化品牌，对于我们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对内蒙古的重要指示精神，办好两件大
事，传承和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关方面要在前期
工作基础上，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
引，持续深入做好研究、阐释、宣传工作。

座谈会上，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负责
同志作了工作汇报，李大龙、纳日碧力
戈、康建国、李莉、宁才、艾平等6位专家
学者代表作了发言。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孙绍骋
说，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六次全会提出打
造北疆文化品牌以来，各有关方面都动
起来了，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积极成
效。现在这项工作已经有了良好的开
端，下一步要不断拓展研究的深度和广
度，更加深透地阐释好北疆文化的内涵

特质特别是核心内容，切实把北疆文化
品牌全面立起来。

孙绍骋说，做好北疆文化研究阐释
工作，要把握好六个方面的要求。一是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和指引，
完整、准确、全面学习领会这一重要思
想，切实将其全过程地落实到北疆文化
品牌打造的各环节，确保不跑偏、不走
样。二是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这条主线，使“三个离不开”、“四
个与共”、“五个认同”和“七个作模范”
充分融入北疆文化建设。三是深度观
照内蒙古大地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的历史和现实，用史料说话，用发展说
话，展现好北疆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和
现实基础。四是充分挖掘守望相助理

念的丰富内涵，讲好优良传统，讲好历
史佳话，阐释好北疆文化蕴含的家国情
怀。五是深刻研释蒙古马精神和“三北
精神”，提炼和升华好精神中的精神，赋
予北疆文化更加鲜明的精神特质，激励
干部群众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锚定目
标一干到底。六是从办好两件大事的
实践中汲取精神养分，以闯新路、进中游
的目标任务激发北疆文化建设的活力，
以文化建设的大提升支撑经济发展的大
跃升。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文化建
设最忌形式主义、更当虚功实做，要再加
一把劲，立竿见影、有形有感地把能做的
事情做起来，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自治区领导包钢、郑宏范、于立新
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孙 绍 骋 调 研 北 疆 文 化 建 设

新华社旧金山11月 14日电 （记
者 刘华 杨士龙）当地时间11月 14
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美
国旧金山，应邀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中
美元首会晤，同时应邀出席亚太经合

组织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旧金山国际机

场时，受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纽森、
财政部长耶伦等美方代表热情迎接。

习近平乘坐的车队离开机场前往

下榻饭店途中，许多华侨华人和中国留
学生代表等候在沿途街道，挥舞中美两
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也到机场迎接。

习 近 平 抵 达 旧 金 山 举 行 中 美 元 首 会 晤
同时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1 月 15 日，自治区党委书记孙绍骋在呼和浩特雕塑艺术馆参观“守望北疆”主题雕塑展。
本报记者 马建荃 摄

当地时间 11月 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美国旧金山，应邀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中美元首会晤，同时应
邀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旧金山国际机场时，受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纽森、财政部长耶伦等美方代表热情迎接。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新华社北京 11月 15日电 11月
16日出版的第 22期《求是》杂志将发
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需要处理好几个重大关系》。

文章强调，随着新时代生态文明
建设实践的深入推进，我们对生态文
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深化。总结
新时代 10年的实践经验，分析当前面
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继续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正确处理
几个重大关系。

文章指出，一是正确处理高质量
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高质量
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是相辅相成、相得
益彰的。高水平保护是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支撑，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
高质量发展只有依靠高水平保护才
能实现。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过
程中，我们都要把握好高质量发展和
高水平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要站
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

展，把资源环境承载力作为前提和基
础，自觉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
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
限度内。通过高水平保护，不断塑造
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着力构建绿
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有效降低发展
的资源环境代价，持续增强发展的潜
力和后劲。

文章指出，二是正确处理重点攻
坚和协同治理的关系。生态环境治理
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考虑环境
要素的复杂性、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自
然地理单元的连续性、经济社会发展
的可持续性。要坚持系统观念，抓住
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对突出
生态环境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同时强
化目标协同、多污染物控制协同、部门
协同、区域协同、政策协同，不断增强
各项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当前，必须保持战略定力，持续深入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文章指出，三是正确处理自然恢
复和人工修复的关系。首先要充分尊

重和顺应自然，给大自然休养生息足
够的时间和空间，依靠自然的力量恢
复生态系统平衡。同时，自然恢复的
局限和极限，对人工修复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也留下了积极作为的广阔天
地。要把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有机统
一起来，因地因时制宜、分区分类施
策，努力找到生态保护修复的最佳解
决方案。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
保护和系统治理，构建从山顶到海洋
的保护治理大格局，综合运用自然恢
复和人工修复两种手段，持之以恒推
进生态建设。

文章指出，四是正确处理外部约
束和内生动力的关系。良好生态环境
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
生福祉。只有人人动手、人人尽责，激
发起全社会共同呵护生态环境的内生
动力，才能让中华大地蓝天永驻、青山
常在、绿水长流。必须始终坚持用最
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保持常态化外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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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处理好几个重大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
重要位置，围绕新时代文化建设提出
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构成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
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
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自治区党
委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的
重要指示精神，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
统领，围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
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坚
定文化自信自强，把握文化发展规律，
紧密结合实际，提出打造北疆文化品
牌，努力书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
蒙古篇。

推进北疆文化建设，深化研究阐
释，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
和指引，要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这条主线，要深度观照内蒙
古大地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和现实，要充分挖掘守望相助理念的
丰富内涵，要深刻研释蒙古马精神和

“三北精神”，要从办好两件大事的实
践中汲取精神养分，以闯新路、进中游
的目标任务激发北疆文化建设的活
力，以文化建设的大提升支撑经济发
展的大跃升。

一、北疆文化的提出及内涵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
族多元一体是我国的一个显著特征。
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共同
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作为一个幅
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数千年来我
国不同的地域拥有不同的历史、地理、
民俗、风土人情等，形成了中原文化、齐
鲁文化、三晋文化、荆楚文化等各具特
色的地域文化，为中华文化的形成、传
承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为培育
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提供了丰厚的文
化资源。

（一）北疆文化的提出

内蒙古横跨东北、华北、西北地区，
位于我国北部边疆，是祖国的“北大
门”，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的热土，不同文化碰撞融合的舞台。
自远古以来，匈奴、乌桓、鲜卑、突厥、回
纥、契丹、女真、蒙古、汉等在这片辽阔

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在不断交往交流交
融中，各族群众共同创造了美好家园，
共同创造了多种文化形态，使这片土地
拥有红色文化、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黄
河文化、长城文化，以及西辽河文化、河
套文化等。这些多彩纷呈的文化，都是
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内蒙古的重要
指示精神中，多次讲到“北疆”这个概
念，比如“内蒙古地处祖国北疆”“把祖
国北疆这道风景线建设得更加亮丽”

“建设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在祖国
北疆构筑起万里绿色长城”，等等。在
今年 6月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的起点上
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
新的文化使命。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
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
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今年 10月，习近平总书记对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明的前进方

向，在深刻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 11个
方面的重大创新观点和16个方面的战
略部署，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
性，深刻把握“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
深刻把握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
重要要求的基础上，自治区党委立足内
蒙古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紧密结合实
际，创造性提出了打造北疆文化这一具
有内蒙古特质的地域文化品牌。

（二）北疆文化的内涵

北疆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内蒙古地区各族人民在中华民
族大家庭中交往交流交融，守望相助、
心手相牵，共同建设伟大祖国、共同守
卫祖国边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形成
融红色文化和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黄河
文化、长城文化等于一体，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爱国忠诚奉献
为核心理念，以共同弘扬蒙古马精神和

“三北精神”为精神标识的地域文化。

北疆文化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滋养下，在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的浇灌下孕育形成的，涵盖了目前
内蒙古所有的文化类型，是内蒙古大地
上各种优秀文化的系统集成，体现出较
为鲜明的地域特点。具体来说，包含几
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这是推动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
不竭动力。一部内蒙古地区发展史，本
身就是一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多
民族、大融合的特点在内蒙古大地上极
其鲜明。二是守望相助。这是习近平
总书记在内蒙古提出的重大理念，精辟
概括了内蒙古地区各族人民手拉手、心
连心的优良传统和生动实践。三是蒙
古马精神和“三北精神”。这寄托着
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的深情勉励，是
内蒙古各族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
四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
内蒙古各项工作的“纲”，我们推进文化
建设要始终着眼于巩固中华民族共同
体思想基础。

推进北疆文化建设，要完整准确全

面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进一步传承发
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用最新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文化血
脉，坚守文化根脉，顺应时代发展，融多
元为一体、汇古今为一脉，让根植在北
疆大地上的优秀文化在新时代活起来、
火起来，为提升内蒙古正面形象提供有
力支撑，为各民族人心凝聚、团结奋进
锻造强大精神纽带，在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中贡献内蒙古力量、展现内蒙古
担当。

（三）精神标识

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
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文
明图谱中的“身份证”和“识别码”。它
鲜明地投射出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
凝结着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流淌着
亘古亘今的精神血脉，对延续和发展
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
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内蒙古时提出
了蒙古马精神，并赋予这一精神以“吃苦
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
时代内涵。这既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
古各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宝贵品质的
充分肯定，更是对全区上下在中国式现
代化的伟大实践中谱写内蒙古发展新篇
章的激励和鞭策。 ■下转第4版

北疆文化的内涵特征与时代价值
艾北疆

□本报记者 白丹

思想之光照亮前行之路，激扬奋
进的力量。

金秋十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会议召开，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
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新征程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举旗定向、正本清源。

方向明，思路清。全区宣传思想
文化战线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文
化思想，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指示，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
办好两件大事，坚决扛起举旗帜、聚民
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
务，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三北精
神”，树立内蒙古的正面形象，为奋力
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凝聚
强大精神力量。

高擎思想之旗 让党的
创新理论镌刻祖国北疆

深情似海，厚望如山。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到内
蒙古考察调研，带来深切关怀，作出科
学指引。

全区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坚持把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作为首要政治任
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
蒙古的重要指示精神，引导全区上下
深学细悟笃行，凝聚党心民心。

筑牢思想根基，理论学习氛围愈
发浓厚——

自治区党委扛牢压实主体责任，严
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 ■下转第3版

固本培元强根基 守正创新结硕果
——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综述

本报11月 15日讯 （记者 冯雪
玉）记者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获
悉，今年我区“考古中国”重大工程取
得丰硕成果。

内蒙古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
地，是华夏文明形成发展的关键区域，

也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交融的重要舞
台，其独特多样的文化资源为考古工
作提供了广阔空间。今年以来，内蒙
古文物考古研究院持续推进“考古中
国—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
老哈河流域宁城地区先秦时期遗存考

古调查稳步推进，累计调查面积 200
平方公里，调查遗址数量 61处。柳河
流域库伦南部地区先秦时期遗存考古
调查取得突破性进展，累计调查面积
240 余平方公里，调查先秦遗址数量
168处， ■下转第4版

我区“考古中国”重大工程取得丰硕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