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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8日，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大型工程机械正在作业。
据了解，内蒙古2024年建设850万亩高标准农田，截至3月14日，全区710万亩增发国债
高标准农田项目已全部完成选址，完成设计面积 584万亩，完成率 82.2%；批复设计面积
521万亩，完成率73.3%；已开工面积82万亩，开工率11.6%。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高标准农田建设忙

北疆文化·文物说

揭 秘 恐 龙『巨 无 霸』
（
十
版
）

新华社北京3月 18日电 3月 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致电普京，祝贺他当选连任俄罗斯联邦总统。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俄罗斯人民团结一心，克服挑战，
在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上稳步前行。你再次当选，充分体现

了俄罗斯人民对你的支持。相信在你领导下，俄罗斯一定能
够取得国家发展建设的更大成就。中方高度重视中俄关系
发展，愿同俄方保持密切沟通，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
作伙伴关系持续健康稳定深入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致电祝贺普京当选连任俄罗斯总统

本报3月18日讯 （记者 白丹）3月
18日，自治区政协召开“提标、提速、提效
年”建设动员部署会。自治区政协党组书
记、主席张延昆出席会议并讲话。

自治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罗志
虎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其其格、魏
国楠、安润生、张磊、杨劼出席会议。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

开展“提标、提速、提效”工作的重要性、紧
迫性；要强化问题导向，找准发力重点；要
抓住“关键少数”，细化工作方案，强化监督
考核，加强宣传引导，推动“提标、提速、提
效年”建设取得新突破。

自治区政协办公厅和各专委会负责同
志作表态发言。自治区政协机关全体干部
职工参加会议。

自治区政协召开“提标、提速、
提 效 年 ”建 设 动 员 部 署 会

张延昆讲话

本报乌海3月18日电 （记者 郝飚
通讯员 曹艺）在乌海市海南区原六五四二
厂家属区伫立着3棵文冠果树，它们的年龄
约在200至300岁之间，是乌海市迄今发现
的树龄最久的树。近日，乌海市自然资源海
南综合服务中心为它们上了保险，这也是该
市首次由政府出资为古树购买保险。

据介绍，该险种名为商业性古树名木
综合保险，将为海南区3株“绿色文物”——
百年文冠果树提供6万元的风险保障，古树
受自然灾害、病虫害、野生动物损毁等事故
将纳入保险范围。

“古树本身具有丰富的科研价值，是地

区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社会变迁的‘见证
者’，保护古树名木就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就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也是为子孙
后代留下绿水青山的宝贵财富。”乌海市自然
资源海南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武国丽说。

乌海市地处三大沙漠交汇处，干旱少
雨且风沙较多，曾是自治区乃至全国沙化、
荒漠化较为严重的地区。20世纪50年代，
在这片土地上仅有屈指可数的几种乔木、灌
木。据考证，这3棵文冠果树栽种于清代，是
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在我国，文冠果树自
古以来就被认为是吉祥树，备受文人士大夫
的喜爱，也被当作辟邪之树，又称“降龙木”。

乌 海 为 百 岁 古 树 买 保 险

本报3月18日讯 （记者 刘志贤）记者从自治区教育厅了
解到，目前，我区已建成覆盖东中西片区、辐射大中小学段的自治
区级高水平思政课虚拟仿真教学中心，进一步推动新时代思想政
治理论课改革创新。

据了解，2019年，内蒙古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建成全区
首家思政课共享型虚拟现实实践教学基地，正式开启全区思政课
虚拟仿真体验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近年来，我区积极推动虚
拟仿真技术在思政课教学中的广泛应用，促进思政课讲活理论、
做活实践、激活主体，还成立了自治区思政课虚拟仿真教学联盟，
并加入全国虚拟仿真联盟马克思主义理论类分联盟，全区思政课
教学质量不断提升。

“近年来，我们开发的《草原额吉都贵玛——民族团结虚拟仿
真教学》《齐心协力建包钢》《道德的起源》等一堂堂虚拟仿真实验
课程教学，让思政课不仅有了抬头率，更有了点头率。”内蒙古财
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自治区思政课虚拟仿真教学联盟负
责人包银山介绍，“目前，全区思政课虚拟仿真项目发展迅猛，很
多学校已经走完 1.0硬件建设阶段，走进了 2.0资源开发建设阶
段，基于思政课教学大纲，开发重点章节内容的虚拟仿真项目，学
生对这些虚拟仿真项目的反响很好，育人效果已经凸显出来了。”

今后，自治区思政课虚拟仿真教学联盟还将积极开发各类虚
拟仿真教学资源，共享到全区的大中小学校，进而推进大中小学
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

虚拟仿真教学让思政课有形有感

本报巴彦淖尔3月18日电 （记者 薛来）记者3月18日从
内蒙古河套灌区水利发展中心获悉，巴彦淖尔市通过实施灌区体
制机制改革、水权确权交易、农业水价改革、群管组织改革4项改
革措施，破除发展壁垒，保障农业节水工作有序推进。

灌区体制机制改革方面，河灌水利发展中心所属7个分中心
由公益二类事业单位调整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财务体制实现

“收支两条线”，人员供养由市财政全额保障，从根本上解决了以
水养人问题。

水权确权交易改革方面，在磴口县大滩渠、临河区永济渠灌
域开展水量精准计量和水权交易试点改革，设立市县两级水权交
易中心，探索跨乡镇、跨区域、跨行业用水权交易，已交易水权
331万立方米，实现收益102万元。

农业水价改革方面，出台国管农业水价改革方案，开展地下
水资源收费试点改革，实行“用水收费、超额收税”管理，明确收费
指导价，通过价格杠杆倒逼群众增强节水意识。

群管组织改革方面，因地制宜对全市2381个群管组织进行
整改、撤销、重组，成立水务合作社358个，统一在市场监管部门
登记备案，全面规范了基层用水组织管理。

“2023 年，已完成 440 万亩秋浇灌溉任务，较 2022 年减少
200万亩，实际耗水量8.8亿立方米，耗水指标控制在9.98亿立方
米以下。”巴彦淖尔市水利局副局长张寰介绍，“2014年至 2022
年，秋浇年均耗水量为13.06亿立方米，平均用时约60天。2023
年是有统计数据以来实际耗水量最少的一次，也是用时最短、同
比压减秋浇水量最大的一次。”

巴彦淖尔市农业节水出实招

本报包头3月18日电 （记者 格日勒图）中国高等教育学
会不久前公布了“中阿高校10+10合作计划”中方牵头高校和成
员高校名单，内蒙古科技大学成功入选该合作计划信息通信领域
成员高校。

“中阿高校10+10合作计划”是根据在首届中国-阿拉伯国
家峰会上提出的中阿务实合作“八大共同行动”中的“青年成才共
同行动”倡议而启动的计划，在教育部指导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与阿拉伯大学协会共建“中阿大学联盟”交流机制，为中阿高校搭
建校际交流合作平台，推动中阿高等教育共同发展。

内蒙古科技大学入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阿高校 10+10
合作计划”中方成员高校，标志着该校在推动中阿信息通信领域
合作，促进国际人才培养、交流合作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下一
步，该校将组织召开合作计划推进会，明确合作内容、细化合作实
施方案，联合中阿各成员高校在人才培养与科研领域开展深入和
务实的国际合作，更好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内科大入选“中阿高校10+10合作计划”

本报3月18日讯 （记者 梅刚）记者从自治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获悉，3月 17日，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系列活动暨内
蒙古2024年高校毕业生春季招聘会在内蒙古工业大学举办，200
多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14172个。

招聘会以“逐梦北疆 职引未来”为主题，由自治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自治区教育厅、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主办，
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自治区高校学生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内蒙
古工业大学承办。本场招聘会设置招聘服务、线上直播带岗、政
策宣讲直播、就业指导、创业服务、职业技能6项主题专区，集中
为广大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创业服务。参与企业覆盖内蒙古、山
西、北京、辽宁、吉林、山东、河北、浙江8个省（市、区），线上线下
参与企业230家，其中内蒙古参与招聘企业206家，覆盖11个盟
市。招聘企业涉及制造业、农业、矿业、金融、文化体育、房地产、
交通运输、建筑、教育、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数字经济等21个
行业领域。

内蒙古高校毕业生春季招聘会

200多家企业提供岗位 1.4万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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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查娜

黄河浩荡，千里奔腾，进入包头境内，
水势渐缓，与赵北长城呈相依并行之势，这
两大中华文明符号，一经相遇，便在这片土
地上奏响了历史强音。

母亲河温润如绵，历代长城风骨坚韧，
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八
方商贾在这里开展贸易……包头的文化也
因此变得多元而厚重，又因厚重而绽放勃
勃生机，成为北疆文化百花园里一朵艳丽
的花朵。

一条叠戴的“少女项链”

中国历史包头卷徐徐展开——
公元前 300 年，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

经过“胡服骑射”改革，军事实力大增。赵
武灵王先后把林胡、楼烦驱逐至阴山以北，
在包头地区这片黄河较为稳定的渡口，修
建了“九原”军事据点。为抵御匈奴，赵国
又在国境北部修筑了长城，是为赵北长城。

从此，包头以及河套地区的富庶土地
上，开始一场波澜壮阔的叙事：公元前 302
年，赵国筑九原城；公元前 221年，秦国置
九原郡；433年，北魏王朝在此设怀朔镇；清
朝同治九年（1870 年）前后，包头修筑城
墙，辟东、南、西、东北、西北五座城门，形
成了近代包头的城市规模；19世纪后期至

20 世纪初，包头已发
展成为中国西北著名
的皮毛集散地和水旱
码头。

2000 多年来，黄

河和长城在此相依相伴，默默注视着这里
的沧桑巨变，见证了我国北方多民族之间
的阻隔与交流、纷乱与安宁、金戈铁马与花
好月圆。

历史行走到今天。俯瞰包头行政区划
图，其形颇似一位少女的侧脸，黄河和赵北
长城就在少女的锁骨位置相伴而行，如叠
戴的项链一般，将中华民族的两大文明汇
集于此，刚柔并济、光芒耀眼。

东河区沙尔沁镇，是黄河与长城相遇
的地方。一小段金长城从大青山北麓翻越
黄河，到达拉特旗，在沙尔沁镇沙尔沁村尚
有遗存。而距官地村几公里外的阴山脚
下，则有断断续续的赵北长城遗址。

沙尔沁镇官地村，北依阴山、南邻黄
河，距黄河“几字弯”顶部只有数百米距离，
是包头离黄河最近的村子。

村里老人告诉记者，清末，官方在此修
建水岸、码头、渡口，供官船、商船、行人通
行，因为是官方修建，村子也便得名“官地”。

当时，村民居住的下官地村，渡口码头
十分繁华，村民抓住商机，挂起旅店和饭店
的招牌，以诚待客，为往来客人提供便利，
一时间商贾云集，热闹非凡。

1923年，随着京包铁路通车，包头繁华
的漕运逐渐被火车取代，下官地村的商旅
环境逐渐暗淡下来。但是，黄河冲击形成
的富饶之地，一直吸引着农耕人口移民。
如今，这个 71户、169人的小村庄，仍然居
住着不同时期从河南、陕西、山西、四川、宁

夏、安徽等省区迁移过来的人们。
百年后的今天，下官地村按照向北生

态移民的部署，迁移到现在的位置，恢复成
农耕村落。

官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永
刚从小在村里长大，18岁外出谋生，40岁
又回到村里。他说，周家走西口来了官地
村，三代人都在这里耕种。现在村里年轻
人越来越少，面对时代的发展和挑战，需要
他回来做个带头人。

从2018年开始，周永刚根据当地的土
壤条件，将原来种植的玉米替换为水稻，获
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今年，他计划发展
黄河沿岸文旅项目，带领乡亲们开展多种
经营，再现官地村往日的辉煌。

一条历史划过的优美弧线

北出赵北长城数十公里，在包头行政
区划图的“少女咽喉”部位，固阳秦长城蜿
蜒起伏于色尔滕山脉，犹如历史划过的一
条优美弧线。

公元前 221年，秦始皇横扫六合、一统
天下。7年后，派大将蒙恬修筑了著名的万
里长城。这条秦长城，至今仍东西走向横
贯固阳县中部，全长近96千米，沿线有烽燧
173座、障城4座、古城1座，构成了完备的
古代长城军事防御体系。

登上峰峦叠嶂的山脉，在3月凛冽硬朗
的风中，更能感受固阳秦长城的雄浑厚重。

带领记者上山的，是固阳县文物保护
中心主任落和平，他被称为行走秦长城的

“铁脚板”和秦长城的“活地图”。这条秦长
城，落和平已经守护了20年。

落和平告诉记者，固阳秦长城是万里
长城的精华地段，包括了秦长城几乎所有
的建筑类型，在中华民族历史和世界文明
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96年，固阳
县秦长城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四批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被列入国家长城文
化公园建设名单。

1990年，文物工作者在天面此老段石
筑长城墙体上发现了长城岩画，岩画题材
以北山羊、骆驼等动物图案为主，也有骑
马、骑骆驼及舞者等人物形象。这些岩画
造型简朴，形象生动，对研究秦汉时期长城
周边古代人生活业态和动物种类分布，具
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在建的秦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砖石
上，复刻了一幅农人耕种的岩画，深深吸引
着落和平。在每月的巡查中，他总是留心
寻找这幅岩画的原图，那仿佛是2000多年
前的先民留下的密码，等待着后来人探寻
长城内外的故事。

包头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海斌告诉
记者，包头境内有战国赵北长城、固阳秦长
城、汉外长城南北线、北魏六镇长城南北线
以及金界壕漠南线和主线，共5个朝代8条
长城。此外，在固阳县明灯山、石拐区猫土
塔村东北、昆都仑沟、东河区沙尔沁等地还
发现汉代、金代当路塞等长度较短的长城段
落。包头境内的长城总长度约为727千米，
是中国东、西部长城交汇、过渡的节点地段，
形制齐备、体系完整，堪称“长城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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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 合 赋 新 韵 相 伴 岁 月 长
长城黄河在内蒙古五次拥抱

本报深圳 3 月 18 日电 （记者 张
璐）3月 18日，“蒙萌马”大湾区全国首发暨
首次拍卖会在深圳市举行，由蒙古马成功
培育的“蒙萌马”单匹最高拍出 9.8万元的
价格，标志着我国自主品牌的PONY马培
育项目取得重大成果，有效填补了国内
PONY马市场空白。

PONY马一般是指体型矮小、性格温
顺、适合骑乘，身高在 80到 148公分的小
型马，广泛应用于青少年马术培训和初级
马术比赛等方面。2023年，锡林郭勒盟探
索性选送的首批35匹蒙古马，从边疆草原
到南海之滨，跨越 3000公里，奔赴深圳市
进行为期 3个月的系统调教，取得了令人
欣喜的成果。成功培育打造出了锡林郭勒
PONY 马品牌，并将其命名为“蒙萌马”。
在当天，23匹参与竞拍的“蒙萌马”成交额
达104.6万元。

骐骥（深圳）国际马术俱乐部创始人周
坤说：“这些来自锡林郭勒草原的‘蒙萌
马’，来到我这儿第一天，它们桀骜不驯，3
天踢了 5 个驯马师。经过和马儿建立信
任，仅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蒙萌马’就开
发出初级马术学习功能、传统马术骑射功
能、伤残自闭疗愈功能、初级障碍赛事功
能、景区旅游服务功能等5大功能，这是其
他马儿训练2年都达不到的成果。”

北京市金先生在拍卖会上拍了 2 匹
“蒙萌马”，这让他觉得物有所值，他说：
“‘蒙萌马’来到深圳后，我就通过手机一直
关注调教工作，时隔3个月看到这些马儿，
这让我大吃一惊，它们适应性太强了，这些
耐力和跳跃能力都超出预想，‘蒙萌马’大
有可为。”

锡林郭勒盟具有丰厚的马文化底蕴，
传统马产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多年
来，该盟高度重视马产业发展，持续加大资
金投入力度，在赛马选育、马匹销售、马精
品赛事、基础设施等方面大做文章，先后成
功举办中国马术大赛、中华民族大赛马、蒙
古马超级联赛等一系列马赛事活动；组织
实施了“蒙萌马”培育项目、“百里马道”建
设项目、马产业田园综合体项目等一批马
产业项目；形成了西乌珠穆沁旗“白马文化
节”、阿巴嘎旗“黑马文化节”、草原那达慕
等知名马文化旅游品牌，推动了全盟马产
业进一步“活起来”，有效带动了广大农牧
民增收致富。

“下一步，我们将在马文化、马产业、
马科技上全面发力，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推动马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帮助牧
民增收致富，使马产业成为新兴的支柱产
业。”锡林郭勒盟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何
明鉴说。

“蒙萌马”在全国首次亮相竞拍
成交额超百万

本报赤峰 3月 18日电 （记者 王塔
娜）为更好地留住青年人，今年赤峰市内拓
就业岗、外引劳动力，多措并举吸引青年人
才留在赤峰“挑大梁”“当主角”，助力经济

“开门红”。
“县里的公司，有五险一金、离家近，还

方便照顾父母，再也不用外出打工了。”林
西县圆梦新村村民李光明说，2月 19日的

“春风行动”2024年赤峰市专场招聘会让
他在家门口找到了满意的工作。

为抢抓各类人才春节返乡的窗口期，
今年赤峰市上下联动，多渠道汇聚求职、招
聘、培训信息，分类推出“大而全”“专而精”

“小而美”等多种形式招聘活动，共举办线
上线下招聘活动 33 场，提供就业岗位
2.819万个，达成就业意向4161人。目前，

“春风行动”系列活动还在继续，将持续至
4月上旬，预计开展线上线下招聘会50场，
参与企业超2000家次。

近年来，随着赤峰市产业转型不断加
快，各大产业为谋求新的生产理念和新的
发展观念，急需青年群体来赤峰回赤峰，为
企业注入新动力。

赤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
室主任马跃介绍，为鼓励青年人在赤峰
就业， ■下转第2版

多点发力搭鹊桥

赤峰市吸引青年人才驻留挑大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