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全国人大代表、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十八台镇
黄旗滩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薛志龙的行李箱
里，几只密封包装的卓资熏鸡、两瓶不同吃法的亚
麻籽油、些许袋装的亚麻籽，占据了行李箱一多半
的空间，这些独有的美味也吸引了来自各地的全国
人大代表的目光。

“这是我们乌兰察布市卓资县的传统名食卓资
熏鸡，这是我们自产的两款亚麻籽油，它们都是我
们当地有特色的农畜产品，更是让老百姓增收致富
的产品。乌兰察布有着丰富的资源，欢迎大家到乌
兰察布走一走、看一看。”薛志龙热情地介绍起家乡
的特产，并向全国人大代表发出邀请。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一名来自农村基层的
全国人大代表，薛志龙今年全国两会重点关注的还
是乡村振兴。薛志龙认为，产业兴，乡村才能兴、群

众才能富。“我们黄旗滩村曾经是重点贫困村，后来
村里引进了豆制品加工坊、万只育肥羊养殖场、柠条
饲料加工厂等，为村民拓宽了增收渠道，依靠这些产
业，老百姓的日子也越来越好了。”薛志龙说。

近年来，乌兰察布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农牧
业品牌建设，打造了“原味乌兰察布”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架起了优质农畜产品生产和消费的桥梁，成
为助推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途
径，也是推动农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农牧民增收致
富的重要抓手。“下一步，我们将牢牢把握优质资源
禀赋和发展优势，打造本土品牌，壮大乡村产业，让
老百姓生活得更富裕，让优质、绿色、有机农特产品
走向全区、走向全国。”薛志龙对未来充满信心。

今年全国两会，薛志龙带来的建议也都与乡村
振兴有关，分别为推动成立农牧业保险公司、加强
设施农业建设、提升农村养老服务等内容。

薛志龙表示，他将持续深入基层一线，摸情
况、找问题，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更好地
为基层发声、为群众代言，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贡献力量。

（全媒体报道团队：孙一帆 崔楠 韩卿立
于涛 白雪 马建荃 王鹏 庄圆）

薛志龙代表：

用好乡土优势资源 把“土特产”做成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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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我们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民族地区加快
现代化建设步伐。从“库尔班大叔上北京见毛主
席”到“三千孤儿入内蒙”，从“人民的好公仆孔繁
森”到“石榴籽精神”，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各族人
民紧紧抓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不
偏离、不动摇。

只要是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强
国复兴、有利于“共同性”的文化资源，都要毫不浪费地
用好、用足，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文/图 本报记者 白丹 王鹏）

纳日碧力戈纳日碧力戈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院一级教授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院一级教授

内蒙古财经大学建成内蒙古高校首家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实践教育基地，获批自治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研究基地，2023年，学校还荣获了全区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单位。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嘱托，引导学生感
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建议从机制保障、课程融入、专题教育、主题实践、
校园文化等方面构建常态化、长效化育人体系，把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彻落实到办学治校、教书育人
全过程。同时，加强兴边富民政策研究力度，推进民族
地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切实巩固和发展好民族团
结大局。

（文/图 本报记者 宋爽 韩卿立）

金桩金桩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内蒙古区委会主委民建内蒙古区委会主委、、内蒙古财经大学校长内蒙古财经大学校长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稳定畜牧业、渔业生产能
力”，这让我备受鼓舞。我所在的通辽市，肉牛种质资
源、品种改良、养殖规模、品牌价值、交易数量、服务体系
等六大指标均位居全国地级市首位。

今年全国两会上，我带来了《关于进一步支持通辽
市“建设全国肉牛产业第一重镇”的建议》，建议国家进
一步加大肉牛种业建设的扶持力度，支持通辽市将现有
自治区肉牛技术创新中心打造成国家肉牛技术创新中
心；将通辽市520万亩青贮玉米、年收储1560万吨青贮
饲料逐步或全部纳入“粮改饲”补贴范围，扩大基础母牛
扩群提质项目区；在牛肉制品、副产品研发，预制食品及
生物制药等高附加值产品生产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

（文/图 本报记者 王皓 马建荃）

邢界红邢界红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蒙药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内蒙古蒙药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籍海洋

“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守好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阵地”……今年全国两会
上，无论是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是在代表委
员们审议讨论时，有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话题被多次提及、备受关注。

习近平总书记 2023 年 6 月在内蒙古考察
时，首次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
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这一重大论断，对做好
新时代民族地区工作具有定向引航的重要指
导意义。过去一年，内蒙古实现保障国家能源
和粮食安全能力显著增强、发展质量效益进一
步提升等目标任务。能取得这样的发展成绩，
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在于全区各族干部群
众能够自觉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显
担当、作示范，凝心聚力、携手前行，紧紧围绕
主线做好各项工作。

春潮涌动，希望蓬勃。办好完成好习近平
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和全方位建设
模范自治区这两件大事，全力以赴闯新路、进
中游，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促进各民
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
要始终牢记“六句话的事实和道理”，在“七个
作模范”上体现担当作为，努力建设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将主线融入日常、干
在平常，笃行不怠、久久为功，共同体意识就会
像空气和阳光一样无处不在地沁润人心，汇聚
起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

“一棵树呀万朵花，各族人民是一家，永远
跟着共产党，千年万载不分家……”让我们以
全国两会为契机，持续增强感党恩、听党话、跟
党走的行动自觉，时刻保持饱满的热情、昂扬
的斗志、充足的干劲，心手相牵共绘内蒙古高
质量发展新画卷。

心手相牵共绘新画卷

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
容令我印象深刻。我所在的呼伦贝尔市是“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示范市”，工作单位海拉尔第二中学是呼伦
贝尔市第五批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学校持续抓好
教师队伍的学习培训工作，使教师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中坚力量。坚持拓展活动载体，引导学生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到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今后的教育教学工作结合内蒙古历史，丰富教育活动
载体，深入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以各族青少年跨区
域、全方位、多样化交流活动为抓手，教育引导各族青少年
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 （文/图 本报记者 宋爽 孟和朝鲁）

胡海娟胡海娟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呼伦贝尔市海拉尔第二中学教师呼伦贝尔市海拉尔第二中学教师

3 月 6 日，住我区全国政协委员王斌（左）建议，完善涉企事务管理体制机制，确保惠
企优企政策落地落细落实，为中小企业营造便利政务环境。 本报记者 王鹏 摄

3 月 5 日下午，全国人大代表路红波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建议，设立央企数字化
转型重大专项工程，推动央企集中式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数字化转型服务
体系。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本报记者 柴思源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确立为民族
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内蒙古各地各部门积极行动，步履铿锵，
举措有力，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领域，
紧紧围绕、毫不偏离这条主线，为推动民族地
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注入强劲动力。

夯实根基 强化主线有形有效

看一场乌兰牧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主题演出，在精彩的节目里体会同根同源的
民族情结；用基层干部群众听得懂、能接受的
朴实语言，带来关于民族理论与政策的深度解
读……

2月 26日至 2月 27日，自治区民委“感党
恩、听党话、跟党走”群众教育实践活动基层行
主题宣讲暨“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巡展来到
包头市。活动中，呼包鄂乌（乌兰察布）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联创共建同步启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持续深
化的过程，从理论研究到宣传教育，内蒙古各
地不断创新宣传教育方式和载体，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走进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吉格斯太镇蛇

肯点素村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教
育站，热茶腾腾，热议阵阵。“2024年产业怎么
规划？环境卫生怎么搞？”村民围坐在一起，为
发展想点子、谋对策。

建设1000多个四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中心（基地、所、站），营造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大语境大氛围；建强四级“领导小
组+促进会”组织，建好四大宣教实践平台，实
施主题宣讲、共建精神家园等六大工程……在
鄂尔多斯市，一个全区域覆盖、全层级联动、全
方位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组
织体系正在发挥强大效能。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内蒙古出台了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全方位建设模范自
治区的决定》，引领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准确
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内涵、
重大意义和实践要求，有的放矢抓好落实。
印发了《关于全面贯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主线的若干措施》，全力把这条主线落
实到内蒙古各项工作之中。组织实施中华
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工程，努力为贯彻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提供支撑。夯实
思想基础，凝聚精神力量，做到有形有感有效，
推动形成各族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
强大合力。

凝心聚力 共促发展步履稳健

在赛银花村党支部书记黄银昌的车里，常

年准备着长臂手套、高锰酸钾等肉牛养殖的必
需品。作为兴安盟突泉县太平乡赛银花村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会会长，只要村民
们需要，黄银昌会随叫随到。

近年来，突泉县将致富带头人、种养殖能
手等纳入各基层促进会，组织开展各类技能培
训、产业指导，引导各族群众积极参与到产业
发展中。“赛银花村的肉牛养殖规模达1000余
头。我们要巩固拓展好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
进乡村振兴，让‘石榴花’常开在赛银花村。”黄
银昌说。

全国人大代表，兴安盟委副书记、盟长苏
和说：“兴安盟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
为各项工作的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
高质量发展。”苏和介绍说，兴安盟曾两次荣获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盟”的殊荣，现在正朝
着创建“全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
盟”的更高目标迈进。

内蒙古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
为谋划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植根于各族人民心灵深
处，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凝聚
磅礴力量。

呼和浩特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市”，全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培
育乳业、大数据、硅材料、生物医药、清洁能
源、现代化工“六大产业集群”，打造科技创
新、交通物流、休闲度假、现代消费、教育医疗

“五个区域中心”，让各民族群众干事有动力、
生活有质感。

呼伦贝尔市聚焦办好两件大事，推深做
实文旅产业提标提效发展、农牧业增量增质
发展、新兴产业集约集聚发展、生态产业乘时
顺势发展、传统产业创新创优发展“五大行动
计划”。

全区上下同心同力、团结奋进，在坚持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中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3年，内蒙古地区生产总值24627亿元，增
长 7.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1个百分点，增
速居全国第3位。

凝心聚力促发展，内蒙古各地推动加快现
代化建设的步伐愈加稳健。

勇毅前行 聚焦主线意气风发

刚刚落下帷幕的“十四冬”，开闭幕式文体
展演融合中国风范、民族特色、北疆韵味，大美
中国的画卷徐徐展开；35支代表团3000余名
运动员逐梦赛场，规模创下历届之最；丰富多
彩的冰雪季活动竞相展开，各族群众对冰雪运
动的热情走向“沸点”。

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
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是促进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有力举措。
聚焦舞台，“京蒙协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儿童舞台剧《国家的孩子》诠释“三千
孤儿入内蒙”的民族团结佳话。

走进校园，内蒙古工业大学“红石榴”宣讲
团以青年人的语言、身边人的故事宣传党的理
论政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奉献青春
力量。

来到基层，乌海市海勃湾区凤凰岭街道
打造“网格+信访维稳、隐患排查、矛盾纠纷、
志愿服务、民生救助、民族宗教”的“1+N”治
理模式，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全国人大代表、兴安盟扎赉特旗乌兰牧
骑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作为一名基层文艺工
作者，要善于从中华文化宝库中吸取精华、汲
取能量，创作更多与时俱进的文艺作品，把群
众作为表现主体、服务对象，从基层生产生活
中找选题，对人民负责，努力做党和政府联系
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全国政协委员、呼伦贝尔市文化旅游广
电局副局长杜明燕说：“我们要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和完善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推动民族地区加快现代化建设
步伐。”

聚阳生焰，拢指聚拳。阔步新征程，内蒙
古正以实际行动呵护模范自治区的崇高荣誉，
奋力书写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
安宁的新时代美好画卷。

紧扣各项工作主线，我们坚定不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