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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9日讯 （记者 高
慧）据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消息，1-2
月，全区综合交通运输客货运量实现
稳定增长，货运指标远超疫情前水平，
客运指标持续保持稳步恢复态势。

1-2 月，全区原煤产量居于高
位，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较快，货运运
输需求较为旺盛，完成综合运输货
运量 3.7 亿吨，货物周转量 854.8 亿
吨公里，同比增长12.3%和 4.3%，较
2019年同期增长36.6%和30.7%。

公路货运完成货运量、货物周
转量分别为2.2亿吨和345.6亿吨公
里，同比增长 21.2%和 25.7%，较
2019年同期增长77.5%和68.9%；铁
路货运完成货运量和货物周转量分
别为 1.5 亿吨和 509.2 亿吨公里，同

比增长1.5%和下降6.5%，较2019年
同期增长2.7%和增长13.2%；民航货
运完成货运量 1.1 万吨，同比增长
120%，较2019年同期增长83%。

1-2 月，全区客运市场加快恢
复。春运期间返乡、探亲、旅游客流
叠加，客流增长明显。累计完成综
合运输客运量 1509.8 万人次，旅客
周转量 36.8 亿人公里，同比增长
50.5%和42.6%。

公路客运完成客运量和旅客周
转量377万人次、4.9亿人公里，同比
增长36.5%和 48.5%；铁路客运完成
客运量和旅客周转量903.8万人次、
31.9 亿人公里，同比增长 54.5%和
41.8%；民航客运完成客运量229万
人次，同比增长61%。

前两月全区综合交通运输客货运量稳定增长

本报包头 3 月 29 日电 （记
者 格日勒图）包头市统计局数据
显示，1-2月，该市高技术产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46.5%，高于全市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增速29.8个百分点。

1-2 月，包头市钢铁、铝业、装
备制造业、稀土、电力和晶硅光伏业
6大重点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9.6%、16.4%、52.3%、38.5%、11.6%
和 33.4%。其中，稀土和晶硅光伏

两大产业分别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增长7.0和 7.6个百分点。

1-2月，包头市重点监测的 30
种产品中，22种产品产量实现同比
增长。其中，多晶硅增长 50.3%，
单晶硅增长 106.2%；稀土产品中，
稀有稀土金属矿增长 28.0%，稀土
化合物增长 24.7%，单一稀土金属
增长 29.4%；生铁增长 10.9%，粗钢
增长10.2%。

1- 2 月包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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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郑学良 通讯员 李珍

这个周末，杭州市民张薇来呼和浩
特市探亲旅游时，慕名去了趟回民区莫
尼山非遗小镇。在这里，蒙古族皮艺大
师用传统手工艺制作的皮雕画和皮艺
制品，让她爱不释手。

细细观赏，慢慢品味。一件件精雕
细琢的匠心之作，让张薇感受到了传统
文化独特的艺术魅力。

一把刻刀，一张皮革，在皮革上刻
划、敲击、推拉、挤压，再经过描绘、着色、
层染、烫色、抛光、定形，半浮雕凹凸压制
等一系列纯手工制作工序，一幅栩栩如
生的艺术品就展现了在人们面前……

在莫尼山非遗小镇艺术中心，出生

于1999年的女孩特日格乐，正在向张薇
和游客们讲解蒙古族皮画的制作技艺。

学设计专业的她，大学毕业后带着
对蒙古族皮画传统技艺的热爱，来到这
里跟随老师学习皮画创作。与许多90
后喜欢新鲜的事物不同，特日格乐对传
统手工皮艺制品情有独钟，这些在别人
眼中的“古董”对她来说却是“心中宝”，
用特日格乐的话讲，自己是“年轻的皮艺
匠人”。

“蒙古族皮艺作为国家级非遗项
目，它是北方游牧民族千百年来从物质
需求到精神追求的漫长时光沉淀。”特

日格乐指着一幅那达慕赛马场景的皮
画说，为了完成一幅作品，往往需要花
去数月甚至更长时间，每一步都需要思
考和精打细磨。皮画中还会综合运用
鞣制、编制等手法，部分皮画中的马鞭、
发辫等是用毛发、皮革等材料单独制
作，让整幅作品更立体、真实、动感。

开料、描图、雕刻……张薇和同游
的伙伴们拿起工具按照特日格乐的指
导认真地体验起来。

“皮艺制作每一个环节都有学问，
能来这里亲身感受非遗的魅力，让我不
虚此行。”张薇说，莫尼山非遗小镇融合

了民俗体验和知识科普等内容，是个值
得一来的地方。游莫尼山非遗小镇，感
受非遗文化，见证时光的沉淀。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的资源为非
遗和旅游融合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

近年来，回民区不断探索融合路径，
深入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和文化
价值，聚焦文旅产业发展新情况、新形
势、新问题，充分发挥区域资源优势，在
文旅项目建设、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文
创产品供给、创新红色旅游模式以及提
升服务质量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非
遗+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积极打造多
样化的全域旅游新业态，给游客带来多
元文旅体验，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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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N”模式让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旅游市场走进千家万户

莫尼山非遗小镇走出文旅融合新路径

本报 3月 29 日讯 （记者 宋
爽）3月 28日，全区正能量网络人士暨
自由职业人士统战工作座谈会在呼和
浩特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胡达古拉出席会议并讲话。

胡达古拉对网络人士和自由职业
人士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贡
献表示肯定。勉励他们提高政治站
位，坚定理想信念，把准正确方向，发
挥独特作用，为助力自治区办好两件

大事、闯新路进中游凝聚人心、汇聚力
量。要求全区各级统战部门加强对新
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思想政治引领，支
持网络人士和自由职业人士立足本职
发挥更大作用。

与会人员共同发起“感党恩、听
党话、跟党走”为自治区办好两件大
事凝心聚力倡议，签订《传播正能量
公约》。10 位代表人士在会上作了
发言。

全区正能量网络人士暨自由职业
人 士 统 战 工 作 座 谈 会 召 开

胡达古拉讲话

本报 3 月 29 日讯 （记者 许
敬 杨柳）“如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像空气和阳光一样无处不在地浸润每
个人的心灵……”3月 29日，由自治区
党委直属机关工委、内蒙古日报社主办
的“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聚焦两
件大事、青春挺膺担当”区直机关青年
党员宣讲展示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

活动现场，从自治区直属机关各
单位推选出的十佳宣讲员，以青年人
的视角，带来了《青春的样子》《赴汤蹈
火铸忠诚 竭诚为民担使命》《一棵树

呀万朵花 各族人民是一家》等宣讲。
他们用亲历亲见、感受体会，将“大道
理”融入“身边事”，接地气的宣讲赢得
阵阵掌声。

据悉，宣讲展示活动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办好两
件大事，充分发挥理论宣讲统一思想、
凝聚力量、鼓舞斗志的作用，教育引导
干部群众更加由衷地感党恩、听党话、
跟党走。宣讲员将深入基层一线广泛
开展巡讲，转化提升活动成果，扩大覆
盖面和影响力。

聚焦两件大事 青春挺膺担当

区直机关青年党员宣讲展示活动举行

本报3月29日讯 （记者 于欣
莉）3月 29日晚，由自治区文联主办，
内蒙古艺术剧院、内蒙古戏剧家协会
承办，呼和浩特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
二人台艺术研究院协办的“戏曲北疆
行——2024 年内蒙古‘艺苑撷英’戏
曲人才培养折子戏展演”系列活动之

“戏曲北疆行——‘艺苑撷英’折子戏
展演”在内蒙古艺术剧院音乐厅精彩
上演。

“孩子学京剧 4年了，我们是地地
道道的戏迷，今天的演出非常震撼，
可以近距离看到很多名角儿，演员们
扮相好看，唱得也好，孩子收获满
满。”当晚，呼和浩特市民辛女士带着
孩子早早来到内蒙古艺术剧院音乐
厅，静待好戏开场。

一幕幕戏曲引人入胜，一句句唱
腔令人陶醉，此次展演包含京剧《扈家
庄》、漫瀚剧折子戏《祈愿》萧太后唱段

《愿天下和平》、晋剧《打金枝》坐宫选
段、京剧《穆桂英挂帅》《双阳公主》、二
人台《花落花开》吐真情一折等经典剧
目，既展示了精彩绝伦的戏曲艺术，又
把折子戏艺术深植于民众之中。

“通过老师指导，让我对戏曲表演
中行当、人物角色的理解与演绎有了
新的认知和提高，也将认真思考如何
将表演技法与自己所从事的剧种融会
贯通，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青年京
剧演员崔猛说。

高昂粗犷的韵律、行云流水的唱
腔与动人心弦的情节交织在一起，为
戏迷们奉献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视听盛
宴，精彩的表演让现场戏迷直呼过
瘾。此次展演展示了近年来我区优秀
戏曲人才的培养成果，展现了激情昂
扬的青春力量，让观众重温经典的同
时也耳目一新。

“内蒙古戏剧家协会在自治区党

委宣传部和自治区文联的指导下开展
此次‘艺苑撷英’戏曲人才培养折子戏
展演活动，是为了弘扬传统戏曲文化，
培养优秀戏曲人才而举办的。通过这
个平台，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和热爱
戏曲，同时也为内蒙古戏曲人才提供
了一个展示和成长的机会。”内蒙古戏
剧家协会主席孙志忠说。

此次展演以内蒙古地方戏晋剧、
二人台、漫瀚剧、评剧以及京剧等剧种
为主要展示内容，通过“观摩学习+剧
目展示+名师指导”的方式，展现内蒙
古地方戏曲发展成就，用“师带徒”的
形式对我区经典折子戏和剧目选段进
行再次修改提高，将“教”与“排”有机
结合，为培养高水准的戏曲艺术表演
人才搭建平台，为优秀青年表演人才
建立起长、中、短期培养规划，为打造
我区戏曲领军人物、戏曲名角、名家提
供前期扶持平台。

“戏曲北疆行”好戏连台点燃戏迷热情

本 报 3 月 29 日 讯
（记者 帅政）3 月 29 日，
自治区新闻办举办全区森
林草原防灭火重点工作新
闻发布会。记者获悉，春
防期间，内蒙古森林消防
总队计划派出 34 支分队
1800 余人，分批次进驻区
内外 27 处重点火险区靠
前驻防，截至目前，已进
驻 8 支 分 队 385 人 。 清
明、五一期间，还将派出
124支分队 2380 人赴 143
处执勤点开展防火执勤
专项行动，最大限度从源
头上减少森林草原火灾
隐患，全力以赴筑牢森林
草原“防火墙”。

据悉，内蒙古现有森林
面积 3.57 亿亩、草原面积
8.15亿亩，森林草原防灭火
工作点多、线长、面广，任务
十分艰巨。截至目前，我区
已全面进入春季防火期，火
险等级将逐步升高。

森 林 防 火“ 防 ”字 当
头。进入春防期以来，自
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
部办公室组织应急、林草、
公安、森林消防 4部门，于
3月 25日至 5月 15日开展
春防督查工作，特别强化
排查、整改、销号全过程责
任链条，限期对问题隐患
进行整改。

在清明、五一期间和
春防关键期等重点时段，
我区将严管野外通行、生
产生活等重点群体，严防
大 兴 安 岭 原 始 林 区 、11
片次生林区、1 亿亩人工
林 区 、5 大 草 原 和 2400
公里易过火边境等重点
区域，重点加强野外用火
审批、隔离带建设等防灭
火措施。

以练为战是加强森林火灾防控能
力最直接最有效的举措。自治区应急
管理厅火灾防治管理处负责人介绍，
内蒙古提前部署森林消防队伍和地方
扑火队伍，加强防灭火物资储备和装
备检修，做到指挥、力量、装备“三靠
前”，切实打好主动仗；充分发挥国家
队专业优势，统筹各方扑救力量，加强
以水灭火与空中力量配合协作，提高
火灾扑救全过程效能；对异常情况重
点关注、因险施策，特殊情况提前介
入、提级响应，努力把扑救风险和灾害
损失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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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3月 29日讯 （记者 皇甫
秀玲 宋阿男 李新军 徐跃）为大力
弘扬科学家精神、引导广大学生树立科
技报国的远大理想，连日来，中国科协
青少年科技中心与内蒙古科学技术协
会共同举办“传承2024”科学家精神宣
讲内蒙古行活动，邀请李四光、黄纬禄、
黄大年、黄旭华等著名科学家后人、友
人，在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呼伦贝尔市
三地开展主题为“讲述前辈故事，弘扬
科学精神，播撒科学种子”的科学家精
神校园巡讲活动共20场。

3月26日下午，巡讲活动在呼和浩
特市启动，首场报告会在内蒙古师范大
学附属中学开讲。“两弹一星”功勋科学
家黄纬禄之女黄道群追忆并讲述了父
亲用毕生心血铸就导弹人生、描绘出共
和国导弹事业宏伟画卷的感人故事，现
场近900名师生聆听，大家深刻感悟到
老一辈科学家用实际行动诠释矢志报
国的信念和初心，激发了学生们树立科
技报国的远大志向。

“聆听报告后收获很多，科学家一
生默默无私为国家作贡献的感人事迹
鼓舞我们要更加努力学习科技知识，激
发了我们为国家科研工作作贡献的斗
志。”该校学生李宇轩说。学生董君韧
表示：“科学家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

财富，激励着我们无论走向哪个行业，
都要努力发光发热、奋斗终生。”“黄纬
禄院士心系国家，为国奉献一生的爱国
情怀才是最值得我们尊敬和铭记的，作
为新时代的少年，我要从中汲取精神力
量，在心底埋下为祖国奋斗、无私奉献
的种子。”学生杨文睿说。

黄大年的好友、同事，吉林大学工
会副主席任波女士感慨地说：“通过讲
述前辈故事，弘扬科学精神、播撒科学
种子，希望孩子们能像老一辈科学家一
样克服重重困难，永葆不懈怠的精神，
奋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赛道上。”

3月27日至28日，科学家精神校园
巡讲团走进包头市6所学校进行宣讲。

在包头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任波为
到场的 200多名师生讲述了著名地球
物理学家、国家“千人计划”专家黄大年
的故事。任波通过一张张老照片、一件
件旧物件和一个个小故事，深情回忆了
黄大年“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爱国情
怀、“教书育人、敢为人先”的敬业精神
和“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
深深地打动了现场的老师和学生。

包头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
系学生张熙昊说：“这场巡讲活动让我
受益匪浅，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说是一次
非常宝贵的经历，能够近距离接触到真

正的科学家，聆听他们的科研经历和人
生感悟，对激发我们的科学兴趣和探索
精神都有非常积极的影响。科学家身
上所展现出的那种对未知的好奇、对真
理的追求，以及他们坚持不懈、勇于创
新的品质都让我深受启发。”

包头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铁道工程
系党总支书记李文胜表示：“科学家精
神巡讲团用黄大年的故事很好地诠释
了我国科学家群体的优秀精神品格。
他们那种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
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淡
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追求真
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还有极致攻
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讲
业后学的育人精神，给予我们全院师生
极大的鼓舞。我相信通过这样的宣讲，
我们一定能够充分发挥学校主阵地和
社会大课堂的协同育人作用，进一步提
升我院师生的思想政治素养。”

3月 25日至29日，李四光外孙女、
李四光纪念馆馆长特别助理、李四光纪
念馆高级顾问邹宗平先后来到呼伦贝
尔市委党校和陈巴尔虎旗第二小学等
地，以“石迹耿千秋——李四光的故
事”为主题，以“趣、实、活、新”的语言
风格，讲述李四光实业救国和科学救
国的成长经历、在科学领域取得的丰硕

成果以及为中国地质事业发展立下的不
朽功勋。

“李四光先生崇高的爱国情怀和严
谨的科学品格深深地打动了我。特别
是听到先生 15岁励志造船救国、16岁
加入革命、回到新中国后为地质事业奠
基、70岁郑重宣誓入党、一生践行‘努
力向学、蔚为国用’时不禁为之振奋。”
呼伦贝尔市党员代表宝玉感慨：“作为
一名宣传工作者，我将深入学习和践行
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把争做新时代追
光筑梦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融入新闻
舆论宣传工作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
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守好主流舆论
阵地，为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
影响力、公信力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科学院专家、中国翻译协会科
学技术翻译委员会秘书长李伟格先后
走进新巴尔虎左旗、满洲里市等地，与
学生们一起分享《郭永怀和李佩的故
事》，生动讲述郭永怀院士和李佩先生
光辉灿烂的一生，展现他们的爱国之
情、报国之志和家国大义。

一场场报告会现场气氛热烈，同学
们深受感动、备受鼓舞。大家纷纷表示，
一定要把老一辈科学家科研报国、爱国
奋斗的科学精神根植于心，努力学习、刻
苦钻研，为建设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讲述前辈故事 弘扬科学精神 播撒科学种子

“传承2024”科学家精神宣讲内蒙古行活动开展

本报锡林郭勒3月29日电 （见
习记者 朱媛丽）3月 29日，由自治区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主办的
主题为“健康城镇、健康体重”全区第
36 个爱国卫生月活动在锡林郭勒盟
启动。现场开展了健康咨询、义诊等
活动。

全面开展爱国卫生月活动是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爱国
卫生运动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是
新时期抓好爱国卫生工作的一项重
要内容，也是全面实施健康内蒙古

的重要抓手。全区上下将围绕全国
第 36 个爱国卫生月活动主题，深入
开展爱国卫生月活动，助力健康内
蒙古建设。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有序推进
爱国卫生运动开展，推动完善党委
领导、政府主导、多部门协作、全社
会联动工作机制，促进以治病为中
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全面推进
健康城镇建设，普及“健康体重”理
念，引导全社会提升健康素养水平，
弘扬健康文化。

全区第 36 个爱国卫生月活动在锡盟启动 内蒙古农信女篮晋级四强
3月 29日，内蒙古农信女篮球员张绮芳（白）在比赛中上篮。当日，2023-2024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WCBA）季后

赛 1/4决赛继续进行，回到主场内蒙古体育馆的内蒙古农信女篮继续保持火热状态，以 71:54战胜山东高速女篮，大比分
2:0晋级四强。 本报记者 于涛 摄

本报3月29日讯 （记者 李存
霞）记者从自治区民委获悉，日前，自
治区民委会同文化和旅游厅、社会科
学院、文物局联合印发了《内蒙古自治
区边境“四个共同”长廊建设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指导我区
边境盟市打造边境“四个共同”长廊试
点建设。

据了解，《实施方案》提出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正
确中华民族历史观，挖掘整理和保护
利用反映“四个共同”的边境历史文化
资源，深化拓展宣传教育功能，广泛宣
传蕴含其中的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内
涵，在边境盟市打造“四个共同”长廊
试点，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
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凝心聚

力推进边疆地区兴边富民，更好服务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实施方案》坚持聚焦主线、凝聚
人心，政府主导、各方参与，守正创新、
试点先行，分类指导、加强衔接的工作
原则。同时，明确了建立资源数据库、
形成“四个共同”场馆名录；要求各盟
市围绕推进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建
设数字展馆、设置“民族团结驿站”、举
办“四个共同”主题展览展示展演活
动、打造旅游产品和旅游线路等重点
任务，并各自确定试点项目。

《实施方案》要求各部门间进一步
加强沟通协调，分工负责、形成合力，
推动我区边境“四个共同”长廊建设，
为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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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贡献力量。

我区深入推进边境“四个共同”长廊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