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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作家，出版过 100 多部书。我写我
的家乡，写内蒙古，写蒙古马，写草原上的人，
写内蒙古各族人民建设家乡的故事，其中有
一本散文集获得鲁迅文学奖，书名和马有关
系，叫《流水似的走马》。走马是经过训练的，
走得很优美很平稳，蒙古语叫它“矫绕”，牧民
称之为流水似的走马。

我每年都会回到内蒙古采访。在牧区，
总能感受到牧人对于马的深情。说到马的时
候，牧民们喜气洋洋。倾听蒙古族民歌，你会
发现很多是歌颂母亲的，然后是河流，在内蒙
古的干旱草原、荒漠化草原上，河流特别重
要，仅次于母亲，还有就是马。蒙古族民歌把
优美的词汇都献给了马，表达对马的喜爱。
在牧区采访，跟普通百姓交流，你会被他们
那种热爱生活、热爱草原的态度所感染。延
伸来讲，蒙古马精神还意味着质朴，意味着善
良。劳动精神和人的质朴、诚恳、实事求是的
品格是一致的。

蒙古马这种“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
目的绝不罢休”的精神是没有止境的。按照
地理学家的说法，内蒙古自然条件实际上不
算好，属于荒漠草原、干旱草原。但是内蒙古
各族人民把它建设成了一个美好家园，这本
身就诠释了蒙古马精神。

我记得，有一次看央视的音乐节目，采访
一位嘉宾辛沪光，是内蒙古高校的艺术教师，
著名作曲家。她说，我到了牧区之后，发现牧
区的生活并不是通常我们想象的那样田园风
光、诗情画意，牧民冬天跟风雪搏斗，夏天在
烈日炎炎下劳作。她在内蒙古生活了一辈
子，深深地热爱着草原和牧民。她创作的交
响曲《嘎达梅林》，至今是中国交响乐顶峰上
的明珠。在内蒙古，还有很多像她这样践行
蒙古马精神的人。

在新时代取得新的成绩，仍需内蒙古各
族人民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勇往直前、不懈
奋斗。

马背上的梦想

10 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时，
号召干部群众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如今，

“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
蒙古马精神在内蒙古大地上转化为办好两件
大事的强大动力。新征程上，蒙古马精神是各
族人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造民族振
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新辉煌的强大动力。

以都贵玛为代表的草原人民养育“国家
的孩子”的事迹，就是蒙古马精神的集中体
现。这种奉献精神，堪称民族团结的典范，体
现了内蒙古人民的宽阔胸怀和高尚品格。爱
心助学过程，也是广东热心人与内蒙古人民
精神交流和文化交融的过程。资助草原上的

孩子完成学业、到草原上看望受助学生，也是
我们向内蒙古人民学习蒙古马精神的好机
会。每到一地，都被内蒙古人民的品格和工
作学习态度感动，也为受助孩子的淳朴、好
学、奋发图强感到欣慰。可以说，我们也是受
蒙古马精神的教育和鼓舞，把助学活动进行
下去的。

新时代，仍需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以此
激励各族人民接续奋斗，加大内蒙古与其他
省区之间交流的力度，搭建更好的合作平
台。用好省区之间协同发展的人力、物力资
源，将会为内蒙古发展带来更多更好的经济、
文化、社会、生态效应。加大内蒙古与广东文

化交流的力度，加深两地人民的文化认同和
感情。文化交流可以增进认知和感情，促进
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从而带
动经济、社会管理等方面的交流合作。特别
是广东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文湾区建设中，
具有独特的引领作用，可以助力内蒙古与湾
区三地的联系和共同发展。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目
标的实现，需要代代相传、接续努力。以蒙
古马精神激励更多青年人积极参与到建设
国家、建设家乡的事业中去，为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伟业贡献智慧和力量，是我们这一
代人的责任。

蒙古马精神是我们的精神财富

有一种精神，贯通历史、现在和未来；有一
种精神，凝铸勇气、干劲与力量，这种精神，就是
蒙古马精神。我们时常思索，究竟什么是蒙古
马精神？蒙古马精神，又从何处来？在一次次
深入探讨、采访和交流后，蒙古马精神的样貌，
在我们心中逐渐清晰起来——它历史悠远又生
机勃勃，它启迪当下又昭示未来，它是值得深入
挖掘的“富矿”，也是离我们最近的“钙源”。

蒙古马精神从哪里来？它从历史深处来！
只要一声令下，蒙古马就会义无反顾踏上征程，
向着目标纵横驰骋。只要祖国需要，内蒙古各
族干部群众就会挺身而出、勇担使命。在北疆
大地上，“国之大者”的担当，历经沧桑，感人至
深；攻坚克难的勇气，穿越岁月，历久弥坚。

在新时代伟大征程中，蒙古马精神不断发
扬光大、焕发华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三次赴内蒙古考察、五次参加全国两会

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期间多次提到蒙古马精
神，并深情勉励大家要发扬“吃苦耐劳、一往
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蒙古马精神，努
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牢记嘱托、弘扬精
神、深化实践，迈步新时代，我们在蒙古马精
神的引领下，经济社会发生了历史性跨越——
地区GDP从万亿跨过了 2万亿大关。生态
建设十年磨一剑，北疆焕新颜，不仅为我国
北方披上风沙的防护服，还为全国人民打造
了超级“碳库”、纯净“氧吧”。粮食生产“二
十连丰”，成为全国闻名的“粮仓”“肉库”“奶
罐”。能源经济创造了10个全国第一，外送
电量连续19年领跑全国，温暖了千座城，点
亮了万家灯。

时光流转，今天的我们，又该如何践行和
弘扬蒙古马精神？这些年，内蒙古面临的挑战
一个接一个。面对困难和挑战，我们弘扬蒙古

马精神更要历久弥坚、持续深入，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要以快马加鞭、只争朝夕的状态干事创业，
要以刀刃向内、自我革新的觉悟推陈出新，要以逢
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勇气攻坚克难。要像蒙古马
那样，一路驰骋、不畏艰辛、奔腾向前。

历史回响，启迪未来。弘扬蒙古马精神，
贵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实干品质，贵在

“甘于奉献、勇担使命”的奉献品格，贵在“坚定
执著、久久为功”的恒心毅力。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我们要一马当先、攻坚克难，快马加鞭、
全速奔跑。脚踏实地地干、求真务实地干、担
当尽责地干，为完成好两件大事，向着闯新路、
进中游目标奋勇前行。

北疆奔腾蒙古马，快马加鞭未下鞍。让我们
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成为一匹匹纵横天地的蒙
古马，在激流勇进的时代洪流中，以万马奔腾的气
势，奔向高质量发展的美好未来。

像蒙古马那样一往无前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把握历史主动”

“增强历史主动”。这既是过去取得成就和实
现变革的精神承载，也是面向未来继续成功
的精神密钥。历史主动精神是在主动把握历
史规律过程中充分发挥思想主动建构的体
现。蒙古马精神既植根于历史，也扎根于现
实，作为一种主动建构性的历史主动精神，它
只有彰显思想建构的理论效力，才能释放出
主动作为的实践伟力。

蒙古马精神的思想建构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实践作为存在论基础。本质上而
言，蒙古马精神作为人民群众在推动历史进
步中所表现出来的主体精神品质，外显为一
种精神状态，是一种理论形态，一种思想建构
性的存在。同时，蒙古马精神体现在人的精
神创造的实践过程中，凝聚在人的精神创造
的实践结果中，离不开实践场域。70 多年
来，内蒙古把一个“轻工业皮毛匠、重工业钉
马掌”的边疆落后地区，变成数十种产品产量
居全国前列的能源原材料和农畜产品基地，
创造一个个沙漠“死亡之海”变绿洲的人间奇
迹，靠的就是这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实践
干劲。

蒙古马精神的思想建构以实现人民的美
好生活需要为价值关切。从“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到“以人民为中心”，从“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到“满足人民的美好
生活需要”，中国共产党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
力量源泉是坚定的人民立场，实现了历史观
和价值论的结合。美好生活既是人民群众的
向往期盼，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奋
斗目标。蒙古马精神秉持了中华民族的奋斗
基因，始终致力于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
要。过去，内蒙古依靠蒙古马精神绘就了人
民幸福安康的美好画卷，真正做到了脱贫路
上一个农牧民都不落、全面小康一个民族都
不少；未来，我们也要依靠这种吃苦耐劳的蒙
古马精神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蒙古马精神的思想建构以把握历史规
律、坚持主动作为为主体要求。发扬历史主
动精神，既要尊重把握客观规律，也要发挥
主观能动性。完成好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
蒙古的五大任务，需要伟大的历史主动精
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构
筑牢不可破的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与
坚不可摧的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建设势
强劲足的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与量
大质优的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打造
巍然蓬勃的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这是
发扬蒙古马精神，提振踔厉奋发、团结奋斗精
气神的主体要求，更是致力于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动担当。

蒙古马精神的思想建构

小庙子村位于赤峰市西部，距离市区 90
公里，是松山区大庙镇下辖的19个行政村之
一。小庙子村是两山夹一川的典型丘陵地形
地貌，人多地少，资源匮乏。2009年，我担任村
党支部书记时，小庙子村是松山区确立的“软
弱涣散村”，全村没有一项主导产业，基础设施
落后。正因如此，让我上任不到一个月就参加
了“内蒙古东部相对落后嘎查村支部书记培训
班”。这个培训班令我触动很大。在培训班
上，优秀的村党支部书记现身说法。我一边听
一边想，为什么他们的资源禀赋不如我们，但
发展得那么好，是不是我们也得做点啥？

从2010年开始，我们申请通村路项目，打
通了通往外界的通道。在那一年，我们开始打
第一口机电井，到2017年末，我们全村一共打

了28口机电井，实现了网格状的二级地埋管路
铺设，为实现高效节水农业奠定了基础。从
2013年到 2017年，9个村民小组都陆续吃上
了甘甜的自来水，通过三次高压线路整改，我
们生产和生活用电得到了根本保障。

没有好的主导产业就谈不上富裕，当时
小庙子村年人均收入不足4000元。如今，我
们走出了一条“党组织+合作社+党员+农户”
的党建引领产业发展模式，发展中药材种植
产业，并且通过切颗粒、切饮片、去皮等延长
产业链，使群众真正实现了家门口就业。现
在，通过产业的带动，村民年人均收入由不足
4000元增加到2万多元。小庙子村先后获得
自治区级文明村、全国乡村治理先进村、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第九批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单位等荣誉。
10多年来，我们风里来雨里去，苦中作乐、

摸爬滚打、兢兢业业，使小庙子村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老百姓的心气越来越高，凝聚力
也越来越强。在这个过程中，我内心感触非常
深。我觉得我们村的奋斗故事，既有不少可以
总结推广的经验，也生动体现了“吃苦耐劳、一
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蒙古马精神。
经验不一定能复制成功，但是这种积极向上的
蒙古马精神是一定会被复制成功的。

我作为老百姓的领头雁，作为村党组织
负责人，更有责任和义务不忘初心、砥砺前
行，一马当先保持和发扬蒙古马精神，毫不
懈怠带领群众一起奋斗，向着富民强村的梦
想大步前行。

向着富民强村梦想前行

许晓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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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精神不立，事无精神不成。一个企业
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强大的精神动力。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期间亲临伊利
集团，叮嘱伊利要把好产品质量关，确保消费
者舌尖上的安全。作为从内蒙古走出来的企
业，伊利要以“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
绝不罢休”的蒙古马精神赋能企业发展，以龙
头担当助力内蒙古经济高质量发展。

内蒙古是中国奶业的主产区，是国家的
“奶罐”。多年来，伊利踔厉奋发、笃行不怠，
“从一棵草到一杯奶”全链条部署产业链与创
新链，助力内蒙古奶业全链条升级。目前，伊
利位列全球乳业五强，连续 10年蝉联亚洲乳
业第一。2023年，伊利前三季度营业总收入
近千亿元。

优质的产品品质是伊利产品享誉全球的
关键所在。在质量管理方面，伊利积极践行

“伊利即品质”的企业信条，视品质如生命，将

质量管理工作战略从“质量领先3210战略”
升级为“品质领先 3310战略”，从聚焦食品
安全风险管理到关注消费者品质体验，从
卓越质量管理到引领消费者品质观，从质
量管理向品质管理升级，整合全球优质资
源，持续升级全球质量管理体系，将严苛的
质量管控标准贯穿于全球产业链，保证零食
品安全事件。

在农牧民利益联结方面，伊利集团
通过技术联结、金融联结、产业联结和风
险联结等解决农牧民的实际困难，带动
整个产业链共赢发展。通过技术服务帮
扶，伊利帮助合作牧场的奶牛日单产平
均增幅突破 12.2公斤；通过优质饲草联结，
伊利带动了全国近640万亩饲草料种植，其
中带动420多万亩青贮玉米种植，为种植户
带来了超过25亿元的收益；通过金融联结，
伊利让上下游合作伙伴无资金之忧。截至

2023年 11月 30日，伊利累计为 12232户产
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提供金融扶持，累计融
资金额为1429.17亿元；其中扶持内蒙古产业
链合作伙伴154.08亿元。

为提升中国乳业在全球阵营的影响力，
伊利坚持推进国际化战略。截至目前，伊利在
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等乳业发达地区构建
了一张覆盖全球资源体系、全球创新体系、全
球市场体系的骨干大网。伊利的全球合作伙
伴总计2000多家，遍及六大洲，分布在39个
国家。伊利在全球拥有15个研发创新中心、
81个生产基地，产品销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时光见证前行步伐。如今的伊利已建成
一流种源、一流饲草料、一流奶源基地，打造
出一流加工企业，创建出一流品牌和一流品
质，引领全国奶业发展。未来，伊利将继续传
承和践行蒙古马精神，继续发挥龙头企业引
领作用，助力奶业振兴。

以蒙古马精神赋能企业发展

为 大力弘扬和践行蒙古马精
神，使之成为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强大精神动力，1 月 12 日，由内
蒙古日报社主办、伊利集团支持的

“万马奔腾向未来——弘扬‘蒙古马

精神’系列主题活动”启动。在弘
扬“蒙古马精神”研讨会上，来自区
内外的理论专家、文化学者、基层
先进典型、媒体工作者等，从不同
视角阐释蒙古马精神的丰富内涵，

分享践行蒙古马精神的体验感悟，
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本
报今日推出“圆桌会”专栏，摘登本
次研讨会上的精彩发言和研讨文
章，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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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蒙古马精神 奔向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

圆桌会

许晓岚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4 年新年贺词中指
出：“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
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社会建
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让老百姓过
上更好的日子”的重要实现路径。我们要切
实把“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作为现代
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社会建设中弘
扬蒙古马精神，把这种精神转化成为实践力
量，推动内蒙古现代化事业破浪前行。

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要扎实推进共同
富裕。我们要以吃苦耐劳的韧劲、一往无前
的冲劲、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狠劲，实打实
地一件事一件事办好，让各族人民实实在在
感受到推进共同富裕在行动、在身边。要在
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
进一步分好“蛋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
升农牧民群众整体生活水平，构筑中华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族人民精神生活共同
富裕。

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要不断增进民生
福祉。弘扬蒙古马精神就要坚持人民至上，
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我们要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思想，把改善民生、凝聚民心作

为弘扬蒙古马精神的重要抓手，使改善民生
和凝聚人心相得益彰。要坚持尽力而为、量
力而行，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加强
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蹄疾步稳
地增进民生福祉。

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要增强公共服务
均衡性可及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增强
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的要求，明确了公
共服务供给端的新导向，突出了公共服务需
求端的体验感，为我们大力弘扬蒙古马精
神，健全现代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
水平指明了前进方向。要增强公共服务均
衡性，为各族群众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
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公共服务。要增强公
共服务可及性，将公共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变为“最美一公里”。

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要创新基层治
理。基层治理位于纵向行政体系与横向社
会网络的交接部，其重要性、复杂性、艰巨性
不言而喻，需要发扬锲而不舍和钉钉子精
神，为持续推动基层治理工作创新发展聚力
赋能。我们要构建基层治理党建引领新格
局，推进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筑牢祖国北
疆安全稳定屏障。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张瑞军

赵会杰

鲍尔吉·原野

双宝

张宇航

张剑秋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王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