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宋阿男 郝飚

日前，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教育
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厚植家国情怀、涵
养进取品格，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
治区党委教育工委组织开展的“‘感
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强国复兴有
我”自治区理论学习轻骑兵高校巡讲
团第二小分队持续开展宣讲。

近日，自治区理论学习轻骑兵高
校巡讲团第二小分队先后走进包头
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包头轻工职业技
术学院、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
院进行巡讲。

张文旭、赵琦、马明亮、尚宇婕、
包永胜、杨朝辉6位宣讲员围绕“‘感
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强国复兴有
我”主题，聚焦青年学生，突出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以“身
边事”“关切事”为切入点，从不同层
面、不同角度，以《北疆文化的三张

“识别码”》《一枚党徽的光芒》《清澈
的爱只为中国》《让“三北精神”代代
相传》等为题，结合自身实际经历，通
过青言青语、鲜活事例“以小见大”，
激励青年学生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贡献青春力量。宣讲内容贴合实际、

生动鲜活，赢得现场阵阵掌声。
“如何增强学生对中华民族和中

华文化的认同？”“怎样将‘感党恩、听
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有效融入到各
学科教学中，以实现润物细无声的教
育效果？”“在校学子如何规划自己的
职业生涯，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做好准
备？”“作为一名青年辅导员，怎样更
好地与学生沟通？”……在互动交流
环节，青年师生就自己关心的话题纷
纷向宣讲员提问。

巡讲团成员结合自身经历，对辅
导员、同学们所提出的问题进行深入
浅出的解答和交流，勉励师生珍惜青
春光阴，树立高远志向、练就过硬本
领，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
业中，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在
奋进新征程中展现青年担当。

包头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工
程系辅导员张雪松说：“本次宣讲接
地气、有生气，为师生上了一堂精彩
的思政大课。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
努力挖掘包铁职院红色资源，向学生
讲好铁院故事、中国故事，引导青年
学生传承好心向党、心向党中央的红
色基因。”

“我从宣讲员身上看到有理想、
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精神。我
们要像这些榜样学习，将个人‘小我’

融入祖国‘大我’，拼搏奋进，不辜负
青春。”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能源
工程系学生王远航说。

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管理系学生王璇被宣讲的事迹
深深打动，“尚宇婕老师讲了治沙愚
公 谢 恭 德 在 15 年 间 让 乌 兰 布 和
5000亩荒漠变绿洲的事迹，讲现在
接过防沙治沙绿色接力棒的年轻人
的故事，号召当代青年传承和弘扬

‘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锲而不舍、久
久为功’的三北精神。我们要苦练本
领，用青春的智慧和汗水，用实际行
动践行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日前，自治区理论学习轻骑兵高
校巡讲团第二小分队走进乌海职业
技术学院开展宣讲。在乌海职业技
术学院报告厅，300多名师生聆听了
6位宣讲员带来的精彩宣讲。宣讲
结束后，巡讲团成员还与现场学生进
行互动问答和交流对话，对同学们提
出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答和
交流。现场气氛活跃，交流热烈。

乌海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赵蒙说：
“少年强则国家强，作为一名新时代的
大学生，我们应当秉承有责任、有理
想、有担当的优秀品质，听党话，跟党
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青春力量。”

传 递 青 春 声 音 激 励 青 春 担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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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 12日讯 （记者 宋爽）
6月 11日，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工商联
举办 2024 年第二场“政企同心恳谈
会”——高新技术民营企业专场活动。
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胡达古拉
主持，自治区领导包献华、安润生、孙俊
青出席并讲话。

胡达古拉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坚定
发展信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积极参与自治区“科技兴蒙”行动、

科技“突围”工程，加快发展新质生产
力。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
跟进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包献华说，走好创新驱动发展道路，
须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民营企业
要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人才引育、优化组
织机制、弘扬企业家精神，努力成为创新
决策、创新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

会上，8位民营企业家发言，相关地
区单位一一作了回应。

2024年自治区第二场“政企同心恳谈会”召开
胡达古拉主持 包献华安润生孙俊青讲话

本报 6月 12 日讯 （记者 石向
军 实习记者 方圆）6月 12日，自治
区工商联“政策落地进商会，直达快享
惠民企”农牧业专场活动在呼和浩特举
办。

活动以“稳住农牧业当家产业，高
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
为主题，邀请自治区党委金融办、农牧

厅、财政厅、工信厅、市场监管局、能源
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内蒙古监管
局、中国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负
责人，围绕农牧业行业相关的商协会、
企业关切的信贷融资、畜牧业数字化转
型、农畜产品外销等 10个方面政策支
持，一一作了详细解答。活动现场就农
牧业发展政策落地情况进行座谈交流。

政策落地进商会 直达快享惠民企

自治区工商联举办农牧业专场活动

□本报记者 刘洋

“现在牌子摘了，工作群少了，我
们有更多时间把重心放在服务群众上
了。”这几天，在清水河县城关镇，基层
干部说起镇党委正在全面开展的标牌
标识清理整顿和规范工作赞不绝口。

在基层，一块块牌子意味着一项
项责任。之前，过多的牌子给基层村
社区工作增加了负担，有的村（居）委
会没有足够的场地，也没有相应硬件
设施、服务功能，随之而来的各种台
账、报表、“文山会海”也消耗了基层干
部大量的时间精力。

城关镇党委聚焦“挂牌乱象”和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按照上级减负
增效赋能工作要求，全面开展标牌标
识清理整顿和规范工作。目前，清理
规范全镇 20个村、8个社区原有室内
标牌标识 124 块，撤除上墙制度 172
面，解散作用不大、职能重叠、使用频
次较低的各类微信群41个。

为提高工作效能，减轻基层负担，
针对基层村（居）委会开具“奇葩”证
明、循环证明、重复证明等各类无谓证
明事项屡见不鲜的问题，城关镇党委
严格落实上级工作要求，按照“一村
（社区）一策”确定村社区承担事项，明
确职责事项，清理村社区出具缺乏国
家法律法规支撑和政策依据的证明事
项，动态调整《不应由村、社区承担的

工作事项清单》《不应由村、社区出具
的证明事项清单》。

目前，全镇村级组织依法履行职
责事项精减为50项，依法协助事项19
项；社区组织依法履行职责服务事项
精减为 18项，整合依法协助工作事项
56项；明确规定不应由村、社区组织承
担的工作事项 26项，不应出具的证明
事项20项。

在城关镇南园社区，应当出具和
不应出具的证明事项清单放大制作成
册，放置在便民服务中心显眼位置，便
于办事群众深入了解证明事项开具要
求。“清单明确了社区应当出具的居民
及亲属入党、参军政审等证明事项，同
时规定不应出具的居民亲属关系、无

犯罪记录、健在、残疾等证明事项，并
写清了办理证明的途径，每个来办事
的居民都能看明白。不仅方便了他
们，也减轻了我们的负担。”南园社区
党总支书记张杰介绍。

接下来，城关镇党委将持续开展
村社区“六清理两强化”和乡镇“四化”
专项行动，以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
车”突出问题为契机，配合上级部门进一
步厘清不同层级、部门、岗位之间的权责
边界，着力解决“权责不匹配”的问题。
同时，进一步优化村（社区）功能室布局，
提升服务水平，持续做好减负“减法”和
赋能“加法”，让基层干部在为民办实事、
落实政策上有更大的主动权，不断为基
层干部鼓干劲、增底气、添活力。

牌子摘了 工作群少了 职责明确了

清水河县城关镇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难题

本报6月 12日讯 （记者 梅刚）
记者从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
悉，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联合应急管理、卫健、市场监管、住建等
部门，对人社领域安全隐患进行排查。

为扎实做好安全隐患防范工作，自
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人社
领域安全生产自查排查行动方案》，明确
安全生产隐患排查的14个方面、41项重
点内容，并且围绕人社部门安全生产工
作重点，制定下发工作方案，组织全区人
社系统开展专题培训。此次对全区 12
个盟市的人社领域监管单位、人社经办
场所、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技工院校、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和零工市场等74个重

点领域和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抽查。
下一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将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从行业领
域持续传导压力，督促各盟市人社部门
加大排查检查力度，逐条细化发现的问
题，明确专人整改、指定专人盯改，确保
排查整改工作有人改、有人盯、有效
果。建立完善人社部门与市场监管、应
急、卫健、住建等部门和专家的常态化
联系沟通机制和长效合作机制，建立健
全人社领域安全生产检查专家库。督
促各盟市对人社部门管理的各类场所
开展全覆盖排查，深挖安全隐患，推动
抓安全生产工作从集中开展向规范化、
制度化、常态化、精细化转变。

内蒙古对人社领域安全隐患进行排查

本 报 兴 安 6 月 12 日 电
（记者 高敏娜）6月 12日，全区
首个、全国第 16个华润希望小
镇——阿尔山华润希望小镇正
式开工建设。

该项目坐落于风景秀丽的
白狼镇太阳谷，是华润集团全国
首个以温泉旅游为主题的希望
小镇项目，项目总投资 1.59 亿
元，主要包括温泉度假酒店、民
居改造提升以及人居环境改善
等工程。该项目的实施，将有效
填补阿尔山温泉度假的业态空
白、拉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有
力提升阿尔山旅游业发展的知
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对于阿
尔山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
村、丰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内涵
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华润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
阿尔山华润希望小镇将按照“环
境改造、产业帮扶、组织重构、精
神重塑”总体规划理念，立足当
地林俗文化、特色种养、康养旅
游等资源禀赋，以打造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的蒙东地区乡村振兴
示范样板为目标，坚持地企配
合、通力协作，集中资源和力量
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早建
成、早运行，努力把阿尔山华润
希望小镇建设成为特色鲜明、产
业融合、优势集聚的精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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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包头 6 月 12 日电 （记者
格日勒图）自治区科学技术厅日前公布
2024年 1-5月自治区技术合同认定登
记情况，包头市以6.47亿元成交额位居
首位，同比增长 178.35%，占自治区技
术合同成交总额37.57%。

近年来，包头市以“科技体检”“企
业科技特派员”“四个一”（引进一个专

家团队、建立一个研发机构、选投一个
战新产业、开发一组新产品）三项重点
工作为抓手，全面摸清企业在技术合同
登记中的难点堵点问题，“一对一”“点
对点”开展业务培训，为企业宣讲税收
优惠、加计扣除、高企认定、资金补助等
惠企政策，引导企业“应登尽登”，促进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前 5月包头市技术合同成交额位居全区首位

本报 6月 12 日讯 （记者 高
慧）据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消息，2024
年端午假期（6月8日至10日），群众出
行以中短途为主，全区跨区域人员流动
量呈现首尾高峰的特点，3 天累计
1469.82万人次，比2023年同期（6月
22-24日，以下简称同期）增长9.85%。
6月10日达到高峰517.23万人次。

全区营业性运输累计发送旅客
105.48 万人次，比 2023 年同期上升
5.65%。6月 10日峰值达 38.56万人
次。其中，铁路客运量累计 71.19 万
人次，比 2023 年同期上升 13.17%。
公路客运量累计 13.89 万人次，比
2023 年同期上升 1.46%。民航客运
量累计20.40万人次，比2023年同期
下降12.24%。

全区高速公路车流总量累计
130.12 万 辆 ，比 2023 年 同 期 上 升

1.96%。6 月 10 日车流总量峰值达
43.72 万 辆 。 自 驾 小 客 车 出 行 集
中，客车流量累计 97.76 万辆，占车
流总量的 75.13%，比 2023 年同期
上升 3.70%。货车流量累计32.36万
辆，占比24.87%，比2023年同期下降
2.94%。

普通国省道日均断面交通量5519
辆，比2023年同期上升11.44%。

“端午假期，我们充分发挥‘一路
四方’机制作用，与公安、气象部门以
及收费公路运营管理单位实现信息
共享，持续动态监测，关注重点时段
和重点路段，加强收费站现场疏堵保
畅和通行引导，有力保障全区路网总
体畅通。假期期间，全区未发生大面
积、长距离拥堵，交通运行总体平稳
有序，全区未接报安全生产事故。”自
治区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内蒙古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同比增长9.85%

本报赤峰 6月 12 日电 （记者
肖璐）这个端午节，“文旅”有点火。
在赤峰市，“玉龙故里过端午”39项

“粽”头戏活动让游客畅游乐享，假日
经济活力十足，全市接待国内游客
107.29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5%，国
内游客总花费 7.26 亿元，同比增长
15.39%。

“中国最美农村公路”乌白路汽
摩穿越、京津冀自驾游等多条线路自
驾游率先引爆区内外游客，来自内蒙
古、京津冀、辽吉黑等20余个省份的
20多台房车、30多台自驾车、900余
台汽摩自驾车队驰骋草原天路。

城区近郊乡村游花样百出，松山
区当铺地满族乡新井民俗街“民俗街
里品民俗”、初头朗镇福山庄村“粽香
千里 福入万家”、元宝山区小五家
乡大营子村“自然山林民俗旅游文化
节”等端午主题活动吸引市民游客观
农景、赏民俗、寻乡趣、品农味。

作为文化大市，恰逢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赤峰各文博场馆将端午文化
主题贯穿其中，辽上京博物馆“多彩
端午 乐在其粽”、喀喇沁旗博物馆

“赏王府古建 过浓情端午”、红山文
化博物馆“我们的节日—端午节”、元
宝山区图书馆“美好生活 诗意端午”
等活动，让市民游客体验包粽子、做
香囊、诵诗歌等多项传统文化魅力，
再掀端午假日“文博热”。

“2024 年赤峰市将力争接待国
内游客突破 2500 万人次、实现游客
总花费 312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8%
和 10%以上。”赤峰市文化和旅游局
局长黄河说。

赤峰市将紧抓“玉龙故里甲辰龙
年”旅游发展的黄金机遇，加快核心
景区提档升级，依托龙文化主题，推
出串联全年的特色节庆、演唱会等文
旅活动，让淡季不淡、旺季更旺，实现
全域四季旅游“火力全开”。

赤峰接待国内游客 107.29 万人次

数字端午

6 月 12 日，在呼和浩特
市赛罕区金桥“双创”示范区
直播基地，主播正在直播销
售特色商品。呼和浩特市赛
罕区金桥“双创”示范区瞄准
市场发展方向，依托强大电
商数据分析支撑，开展“电商
助力”行动，打造电商产业示
范基地，助力农产品线上销
售。据了解，1 至 5 月，金桥

“双创”示范区直播基地共开
展直播活动 1700 多场，销售
额超过 7000万元。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特色产品搭上
“电商直通车”

□本报记者 王玉琢 通讯员 王慧丰

姚红，一位 80后母亲，17 载不懈
坚持，让脑瘫儿子可以慢慢行走。姚
红夫妻俩是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青
春山街道学苑社区居民，她和丈夫的
那份奉献和坚持感动着身边的每一
位人。2021 年姚红荣登“鄂尔多斯
好人榜”，2024 年姚红荣登“内蒙古
好人榜”。

晴天霹雳，但绝不抛弃

初见姚红，对她的第一印象是开
朗大方。2001年，姚红在同学的介绍
下，与丈夫薛友乾相识相知相爱，
2006年他们走进婚姻的殿堂。婚后，
夫妻俩不仅在村里盖起了房子，还生
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小日子过得红
红火火。

然而，意外就像夏天的暴风雨，突
然间就来临了。儿子在出生 6个月的
时候，姚红发现他不同于一般小孩，不
像同龄孩子那样抬头、翻身、爬行……

姚红两口子开始有了疑惑和担心。
“咱们还是好好去大医院检查一

下吧，这样自己也踏实。”在丈夫的主
张下，姚红决定带着儿子去做一次全
面的检查，以打消疑虑。

“什么？脑瘫？”当医生给出答案
的那一刻，姚红的脑袋“嗡”的一下就
大了。儿子被确诊为“脑瘫——痉挛
型四肢瘫”。随后，夫妻俩又带孩子到
省城大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们，孩子
的脑瘫属于肢体重度残疾二级，CT显
示小脑发育空白，可能是因为生育时
腹中胎儿缺氧导致，这种病治愈率极
低，基本是没有希望治好。

从医院回来后，姚红一眼不眨地
看着躺在床上的儿子，那一夜，姚红和
丈夫几乎无眠。

“过几年再生个二胎，这是符合条
件的”“孩子这病估计治不好了”……
一时间，周围的人给了她太多的意见。

“可他是我的骨肉啊，我不忍心放
弃。”姚红说，无论多艰难，她也不能放
弃自己的孩子，只要太阳还会升起，就
不会停止对儿子的治疗。铁了心要给
儿子看病的姚红和丈夫，心里没有一

丝动摇。姚红更是开启了24小时贴身
照料模式。

就这样，为了儿子，姚红与丈夫
薛友乾四处寻医。从江苏盐城老家
到山西大同再到北京、上海，只要听
到有一丝希望，不管有多远，她都带
着儿子去治疗，饱尝万般艰辛，可儿
子的病情仍没有好转。这么多年，他
们走遍大大小小的医院和诊所，哪有
好的治疗方法就往哪里去，有时为了
挂一个专家号，就在医院走廊里等一
晚上。

从儿子6个月起，姚红便带着他出
入各类康复医院，学习医生的手法技
巧，康复训练结束，每天回家替儿子拉
筋，从未间断。

通过三次手术和 17 年的康复训
练，在姚红的悉心照料下，儿子从靠背
着出行已经可以自己扶着出行了。

疾病花光了夫妻的积蓄，让本就
不富裕的家庭更加拮据了。全家人的
经济来源就靠着薛友乾打零工。

但是，看到孩子每一天都有进步，
姚红便有了信心，她觉得再辛苦也是
值得的。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妈妈，我什么时候可以像别的小
孩一样上学呀？我想上学。”那年9月，
正值秋季开学，看着小区里同龄孩子
一个个高高兴兴地上学报名，姚红忍
不住落泪，她深知学习是儿子唯一的
出路。于是姚红和丈夫商量送儿子去
上学。起初丈夫并不同意，但是姚红
却认为不能错过最佳的学习时机，最
终在丈夫的支持下，姚红开启了“背子
上学”模式。

刚开始，姚红每天背着儿子去上
学。由于腿脚不便，儿子上卫生间很
困难，姚红就坚持在学校陪读，每天把
儿子背到学校，然后就在学校陪着。
她整天待在学校里，下课带儿子上卫
生间，大课间或是体育课，她就利用以
前在医院学到的康复方法，帮助儿子
进行训练。

随着儿子年龄的增长、体重的增加，
姚红背起来有些力不从心，好在多年的
康复训练，儿子已经可以扶着走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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