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视界

□本报记者 刘志贤

前不久，自治区财政厅的 130 余名工作
人员在内蒙古警察职业学院普通话水平培训
测试工作站参加了普通话水平测试。经过候
考、信息采集和机房测试等环节，他们有序完
成了测试。

去年 6月，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党委组织部、教育厅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全区
各级机关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使用工作的
通知》，要求各级机关积极发挥引领示范作
用，形成全社会大力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
字的良好氛围，实现机关工作人员普通话水
平全部达标的目标。

一段时间以来，全区各地各机关单位集
中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政策及语言文
字应用能力提升学习培训，并组织普通话水
平测试。据统计，2023年全区各级机关共有
8.9 万余名工作人员参加了普通话水平培训

测试，极大扩大了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的社会影响力。

“《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规定，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普通话水平应当达到三级甲等以
上。作为推普工作四大领域之一的党政机
关，在全社会推普工作中应当发挥带头作
用。”国家语委语言文字督导专家、国家级普
通话水平测试员、内蒙古警察职业学院公安
管理系语言学教授英君介绍，“内蒙古警察职
业学院普通话水平培训测试工作站受自治区
语委办委托，承担了统筹协调全区区直机关
单位普通话水平测试任务，直接完成了 30多
家区直机关单位的培训及测试任务。区直机
关各单位普遍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从测试
结果来看，绝大多数公务员普通话水平都能
达标，一多半的公务员普通话水平都超过国
家法定标准。”

参加完普通话水平测试后，自治区财政厅
资产管理处处长娄旭深有感触地说：“机关工

作人员是国家政策的贯彻者，也是各项工作的
组织者和推进者，公务员的语言文字形象也代
表着政府政务形象，所以在这个群体中推广普
通话是非常有必要的。同时，推广普通话对于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非常重要。”

汪轶群是自治区财政厅国库处的一名工
作人员，工作中经常需要与其他单位联络，她
深切体会到推广普通话的重要性：“我这儿涉
及一些资金转入转出的重要工作，用普通话
交流能最大限度减少因语言问题造成的沟通
障碍，让我更加高效地完成工作。”

“我们要求各地各单位要将推广普及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重要内容,纳入本地区、本单位重点
工作之中，充分调动机关工作人员学习、使
用、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积极性和自觉
性，认真做好推广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
作。”自治区教育厅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处处长
杨冬梅介绍，“具体来说，各地、各单位要将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政策及应用能力提升培

训纳入机关工作人员培训内容，并组织普通
话水平测试。我们的目标是，2025年底前全
区在职公务员普通话水平要全部达标。另
外，今后新入职公务员应持普通话水平测试
等级证书上岗。”

据了解，目前，自治区区直机关工作人员
均已完成线下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政策
学习、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提升学习培训及普
通话测试。近期，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
会、教育厅又面向全区机关工作人员开展了
普通话水平线上开放式培训，培训内容包括
国家语言文字政策、普通话基本理论知识、普
通话语音知识、普通话发音训练、普通话测试
流程内容及应试技巧、普通话模拟测试等，全
区各级机关工作人员均可报名线上培训。

“测试不是最终目的，而是手段。通过测
试旨在增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使用普通话的
自觉意识，优化公务沟通方式，提升政务管理
和服务形象，从而形成强有力的社会带动作
用。”英君说。

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

全区8.9万余名公务员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
◎万象

□本报记者 马芳

“他们纯洁友善、憨厚朴实，是由南方飞来的一群
小鸿雁，扎根在内蒙古的沃土上繁衍生息，他们早已
融入这里的山山水水，他们的子子孙孙将永远与内蒙
古共生共荣。”日前，由资深媒体人潘永明主编的报告
文学集《三千孤儿入内蒙古》出版发行，在该书序言
中，潘永明这样写道。

据介绍，报告文学集《三千孤儿入内蒙古》创作团
队历时 8年，跨越内蒙古 12个盟市，行程数万公里，
寻访 500余位“国家的孩子”，选取 68位“国家的孩
子”以及他们养父母的故事，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全景
式呈现“三千孤儿入内蒙”的往昔今朝。

在该书出版发行座谈会上，与会人员一致认为，
“三千孤儿入内蒙”是跨越民族的大爱，是跨越地域的
大爱，是跨越血缘的大爱，是跨越世纪的大爱，应该持
续不断地挖掘创新，用各种题材、体裁、媒介表现形式
进行传播，使全国人民感受到内蒙古人民的博大胸
怀，让这段感人至深的红色经典文化历久弥新，为全
力打响“北疆文化”品牌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三 千 孤 儿 入 内 蒙 古》
讲述68位国家孩子的故事

□本报记者 冯雪玉 见习记者 孙柳

“这个是什么？怎么卖？”在满洲里中俄边境旅
游区，几位俄罗斯游客和中国摊主连比划带猜，交易
着中国商品。

“从去年 9月恢复中俄免签团体旅游业务起，我
们接待了近万名游客去往俄罗斯，这段时间我们几
乎每天都有中俄往返的旅行团，‘红石一日游’‘金秋
贝加尔湖八日游’等路线都很受欢迎。”1月 4日，扎
兰屯市柴河之旅旅行社负责人龚丽春说。

中俄互免团体旅游签证业务全面恢复以来，内
蒙古的边境旅游“火”了，一批批游客通过满洲里国
门往返于中俄，一众旅行社在寒冷的冬季忙得热火
朝天。

为做好跨境旅游这篇文章，去年 11月，自治区
文旅厅围绕打造“万里茶道”跨境旅游国际品牌、推
进边境旅游试验区和跨境旅游合作区创建、加强特
色边境旅游目的地建设、以政策引导提升边境旅游
竞争力四个方面，发布了内蒙古自治区加快发展跨
境旅游10条措施。

满洲里作为对俄最大的陆路口岸，其独特的地
理位置和丰富的旅游资源优势，成为中俄两国人民
友好交往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内蒙古财经大学副教
授冯守宇说，满洲里市边境旅游的恢复将吸引大量俄
罗斯游客到满洲里，带动满洲里市交通、通讯、商业、
边贸、人文等相关领域的发展，也为内蒙古旅游业发
展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带动旅游服务、产品、行业良
性循环。

内蒙古边境旅游“火”了

□本报记者 李存霞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生活在江苏省无锡市的
视力残疾人郭良凤正张开双臂迎接自己的新生活。

这几天，郭良凤正忙着与导盲犬肯扎一同进行
常用路线训练，在内蒙古导盲犬训练基地教官的陪
同指导下，她与肯扎的配合越来越默契，感情也越来
越深。

29岁的郭良凤是一个全盲女孩，日常出行时有
诸多不便。肯扎是由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福利基金
会向郭良凤捐赠的导盲犬。

去年 12 月，郭良凤来到内蒙古导盲犬训练基
地，和肯扎完成了基本人犬亲和训练、市区道路训练
等适配训练。顺利通过考核后，郭良凤和肯扎返回
无锡市进行居住地常用路线训练，待完成训练任务
后，肯扎便可以正式“持证上岗”，日夜守护在郭良凤
的身边，为郭良凤的日常生活保驾护航。

“肯扎在我身边，让我觉得安全感满满。我相信
肯扎会成为我的得力助手，帮助我更好地融入社会、
独立生活。”郭良凤说。

去年 12月 1日，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福利基金
会向包括郭良凤在内的 3名视力残疾人捐赠了导盲
犬，并邀请他们来到内蒙古导盲犬训练基地，与导盲
犬共同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适配训练。

据了解，导盲犬的培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
要专业的训练和严格的管理，训练一只导盲犬的费
用大约是 16万元到 20万元，训练合格的导盲犬将
免费供给申请人使用。申领导盲犬的视力残疾人提
交资料后，专业人员会上门进行评估，如评估审核通
过，申请人需排队等待适配，适配成功后需要和导盲
犬进行共同训练。目前，导盲犬的数量还远远不能
满足视力残疾人的需求。

为了给更多视力残疾人的出行和生活提供方便，
在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联
合会的共同推动下，2021年 11月，内蒙古自治区残
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了内蒙古积德辅助犬科研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致力于辅助犬的培训、繁育、研
究及推广工作，并着力打造建立导盲犬训练基地。

2022年 3月，内蒙古导盲犬训练基地正式投入
使用，这是内蒙古唯一一家导盲犬培训基地，也是全
国第 6家导盲犬训练基地。该基地位于乌兰察布市
卓资县旗下营镇那只亥村，使用面积1.53万平方米，
办公楼、训练馆、犬舍等各类设施一应俱全，具备训
犬的各项条件。去年，该基地开通了导盲犬公益捐
赠通道，已经有上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视力残疾人
提交材料申领导盲犬。

“内蒙古导盲犬训练基地现有存犬 38条，其中
在训导盲犬 13条，目前已捐赠 6条。2024年我们计
划培训导盲犬 50条，并继续面向全国开展导盲犬使
用者征集活动，为更多的视力残疾人提供便利和安
全保障。”内蒙古积德辅助犬科研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齐富栓说。

导盲犬温暖盲人前行路

◎潮音

□文/图 本报记者 王磊 通讯员 杜泽

近日，走进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吉日嘎朗
图镇智慧农牧业大棚，映入眼帘的是长得葱
葱郁郁的一片西瓜苗，一株株绿油油的嫩芽
整齐有序地排列，展现出勃勃生机。工人正
在忙碌着运苗、覆膜，棚里呈现出一派繁忙
的景象，传递着“甜蜜”的希望。据介绍，吉
日嘎朗图镇借助数字化手段发展现代设施
农牧业，在设施大棚内安装了集自动灌溉、
施肥和调节温度、湿度等技术于一体的远程
控制系统。该系统可在智能手机上进行自
主操控，实现自动化运行，不仅提升了肥效
和养分利用率，还可以节约肥料和灌溉用
水，从以前的“春种秋收”变为现在的“四季
丰收”，实现集体经济收入“不断茬”。

智慧大棚助农增收

□本报记者 李存霞

一起动手包饺子，欢声笑语拉家常，
欣赏居民文艺队带来的精彩表演……前
不久，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迎新路街道团结
小区社区开展“喜迎元旦包饺子 温情暖
人心”主题活动，各族居民欢聚一堂，共度
佳节。

“饺子很好吃，节目也好看！这样的活
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更增进了邻里
之间的感情，我们社区就是一个民族团结、
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团结小区社区居民王
女士激动地说。

团结小区社区有 6000 多名居民，是一
个典型的多民族聚居社区。该社区组建了
居民文艺队等8支“石榴同心”志愿服务队，
2023 年共开展了 180 余场志愿服务活动，
各族群众积极参与各类志愿服务，共同参
与社区建设，在各类活动中不断增进感情，
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去年 11
月，团结小区社区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社区。

团结小区社区党委书记乌云塔娜介绍
说，社区的各族流动人口较多，我们专门设
立了“红石榴驿站”服务窗口，为流动人口
在登记办证、劳动就业、困难救助、法律援
助等方面提供“一站式”服务，着力解决各
族流动人员急难愁盼，向他们普及宣传党
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相关法律法规和各
项惠民政策，不断增强各族流动人员的归
属感。

团结小区社区依托“石榴籽”议事厅，
及时发现群众所需，数次化解邻里矛盾，通

过各族群众的共商共议，推动了基层的共
建共治，增强了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整合志愿服务队资源，以“构建
和谐民族关系、共创团结进步”等为主题，
广泛开展民族团结宣传实践活动，使民族
团结一家亲的理念深入人心；围绕春节、中
秋节等节点，社区积极组织“我们的节日”
系列活动，让各族群众在各类活动中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

“我们将紧紧抓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这条主线，以服务居民为中心，以构建
团结社区为目标，进一步促进辖区内各民
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助推各民族群众嵌
入式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团结和谐幸
福家园。”乌云塔娜说。

呼和浩特市民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马坤
介绍说，2023年，呼和浩特市不断深化互嵌
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建设，推动各族群
众互嵌式发展，打造了新城区丽苑、回民区
三顺店、玉泉区清泉街、赛罕区前进巷等 13
个互嵌式示范社区。各旗县区通过实施各
族群众嵌入式发展计划，不断优化各族群
众互嵌式发展的社会条件和社区环境，创
新提升为各族群众服务的形式和方法，推
动各族群众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和心
理等方面的深度嵌入。

社区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民族团结一
家亲。近年来，内蒙古持续推进各民族人
口流动融居，各级各地着力创造更加完善
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
的社会条件，多措并举构建互嵌式社会结
构和社区环境，将社区打造成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的重要平台，推动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
在兴安盟乌兰浩特市，爱国街洮儿河社

区推动各族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共治共建，
在社区划分的13个网格建立“一员两长”机
制服务各族居民群众，即每个网格配备一
名党员、数名网格长和单元长，发挥社情民
意调研员、矛盾纠纷化解员、民族政策宣传
员、民主制度监督员、惠民便民服务员的作
用，构建起横到边、纵到底的全覆盖服务体
系，大事全网联动、小事一格处理，“人在格
中走，事在格中办，情在格中建”的工作效
果收效明显。

在包头市昆都仑区，阿尔丁 1号社区通
过开展丰富多彩的各类活动，打造建设共
学共享的文化社区、共居共事的平安社区、
共融共筑的文明社区、共生共乐的和谐社
区。该社区围绕党史、包头历史、非物质文
化遗产等主题精心打造展陈馆，建成了中
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展示阵地，向各族群众
免费开放。每到节假日，社区各族群众都
会聚在一起开展“我们的节日”“民族团结
一家亲”等主题文化活动，为各族群众交往
交流交融提供契机、搭建平台、创造场景。

在赤峰市松山区，临潢家园社区建立了
“民族团结之家”综合服务体，以“家”的服
务理念，服务于辖区各民族居民，在服务中
心内搭建了公共服务平台、理论政策宣传
平台、民族团结握手平台等 6个特色服务平
台。社区还增设了民族风情展厅、民族记
忆传承课堂、便民餐厅、健康服务站等特色
空间，并配备免费送餐、法律咨询、教授书
法绘画、传授手工技艺等特色服务，各族群
众在广泛的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

2023 年，内蒙古出台促进各族群众互
嵌式发展计划工作方案，成立工作领导小
组，明确工作举措办法，压实各地和相关部
门责任，定期调度工作推进情况，定期深入
基层开展工作调研指导，设立相关工作研
究课题，争取国家工作试点示范项目，努力
在促进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上不断探索新
思路、完善新举措。

全区各级各地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为主线，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为目标，以实施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为
抓手，丰富形式、创新载体、打造品牌，构建互
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推动各民族在空
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
入。截至目前，全区已打造各族群众互嵌式
发展试点139个。

同时，全区各地持续深化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为促进各族群众
互嵌式发展营造浓厚氛围。各地各部门
认真抓好“民族法治宣传周”“民族政策宣
传月”“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工作，线上
线下齐发力，着力打造“中华民族一家亲”

“石榴籽”培根铸魂工程、“邻里守望”关爱
行动等活动品牌，通过组织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微活动、“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
举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宣讲等
方式，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坚定中华民族共
同体理念。

自治区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聚焦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在促进各族
群众互嵌式发展上下更多实功夫、出更多
新举措、亮更多好成果，积极推动各族群众
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上全方位嵌
入，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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