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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落实“五大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

弘扬北疆文化
赓续中华文脉

导

读

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

□本报记者 韩雪茹

9 月 22 日，当日历翻至秋分这
一天，第七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如
约而至。

稻穗弯腰、玉米金黄、瓜果飘
香……内蒙古大地处处是喜悦的
丰收图景，各地举办一系列丰富多
彩的群众性活动，农牧民欢歌笑语
喜庆丰收。

这是五谷丰登的欢歌，也是欣欣
向荣的胜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
节”以“学用‘千万工程’礼赞丰收中
国”为主题，不仅是一场庆祝丰收的
盛宴，更是对“三农三牧”工作重要性
的深刻彰显。

丰收节里话丰收。“中国农民丰
收节”内蒙古主会场活动在兴安盟扎
赉特旗好力保稻谷景区举行。舞台
上，《丰收中国年》《开镰仪式》《欢庆

丰收》《俺是农民》等“乡土味”浓郁的
节目轮番上演，唱出舞出农牧民共享
丰收的喜悦；舞台下，稻田美食展、稻
田摄影展、稻田音乐会、稻田旗袍秀、
时装展、稻田趣味赛等丰富多彩的文
化展示活动精彩上演，多角度展现乡
村文化的独特魅力。

扎赉特旗是“兴安盟大米”主产
区。2023年，内蒙古水稻最高单产纪
录产生在扎赉特旗好力保镇水田村
项目示范区。扎赉特旗 2024年水稻
种植面积达到69.5万亩，占兴安盟水
稻种植面积的60%。

不同的收获，同样的幸福。内蒙
古沃野田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丰收节成了农牧业的嘉年华、农牧民
的欢乐节、文化的大舞台。

乌海市海勃湾区也热闹非凡。9
月 20日，在千里山镇王元地村，舞蹈
《大丰收》、三句半《颂非遗庆丰收》、
舞空竹《欢天喜地庆丰收》等精彩节
目先后上演，获得了现场观众阵阵掌
声。欢快的舞蹈舞出了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喜庆的音乐奏响了丰收的
赞歌，展现了乌海“新农人”的时代风
采。在农副产品区，琳琅满目的农副产
品新鲜亮相。颗粒饱满的葡萄、香甜软
糯的玉米、热气腾腾的馒头……吸引着
游客纷纷驻足品尝。

庆丰收、晒丰收、话丰收。9月21
日，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特色产品
展销、乡土特色美食品鉴、农民趣味
运动会、政策宣传服务、新能源汽车
和家电下乡等丰收节系列活动陆续

开展，农牧民共享农牧业发展的新成
果、乡村振兴的新成就。

中国农民丰收节，既是农牧民庆
丰收、晒丰收的节日，也是全社会享
丰收、助增收的平台，更是把社会和
市场的积极性、创造性转化成农村牧
区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的纽带。

在庆祝丰收的同时，全区各地通
过举办特色农畜产品展销会、电商平
台助农直播、惠农惠牧政策宣传、乡
村旅游精品线路推介等多种方式，营
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和消费热潮，促
进群众增收。同时，通过组织乡村特
色浓郁、农民喜闻乐见的活动，传承
和弘扬农耕文化中的时代精神，激发
农牧民群众的创造力，为乡村振兴提
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丰收的故事还在继续，耕耘的步
伐不会停歇。放眼内蒙古大地，秋粮
收获已经渐次展开，希望在田间地头
生长，喜悦在粮仓充盈间蔓延。

沃 野 田 畴 唱 欢 歌
——内蒙古各地喜庆第七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在第七
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
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
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习近平指出，今年，我们克服较为
严重的自然灾害等不利影响，实现夏
粮增产、早稻稳产，全年粮食有望再获
丰收，为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
势、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习近平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深入贯彻
落实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决策部
署，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切实抓好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持续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千方百计推动

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
让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得到实惠。希望
广大农民群众和社会各界都积极行动起
来，一步一个脚印，把乡村全面振兴的美
好蓝图变为现实，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
化、建设农业强国奠定基础。

在第七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
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强调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
农村增活力 让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大地铺纸，岁
月为笔，罗缕纪存，
百年考古实证着历
史前行的脚步。

红 山 文 化 发
现 于 中 国 考 古 学
诞生之年，而“红

山文化”命名如今已经整整 70周年。
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辽西锦西沙锅屯遗址进行发

掘，其中就包括“红山文化”遗存，这是中国考古学的肇始之
事，这一年也成为中国考古学的开端之年。红山文化的发
现与研究贯穿中国考古学的百年历程。

20世纪30年代初，考古学家梁思永在红山区域内做调
查，也发现了一些属于红山文化的遗物。1935 年红山后
遗址被第一次发掘，重要报告《赤峰红山后》于 1938年发
表，红山文化引起了世人瞩目。此后，不断有红山文化文
物出土。

时间到了1954年，红山文化迎来了重要时刻。著名考
古学家尹达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中，将之前的“赤峰红
山后遗址”正式命名为“红山文化”。

从此，红山文化在考古学文化领域拥有了自己响当当
的名字，成为中华文明满天星斗中璀璨耀眼的一颗。

“红山文化坛庙冢，中华文明一象征。”
苏秉琦先生认为，在诸多命名的文化序列中，红山文化

史独树一帜，是最耀眼的一支。中国跻身四大文明古国，有
五千年的文明史，红山文化提供了重要佐证。

70年来，红山文化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横空出世。
1971年，农民张凤祥在田中挖出了一件黑乎乎的“钩

子”，带回家后给弟弟用绳子拖着玩。没几天，墨绿色的碧
玉得以显现，“中华第一龙”C型碧玉龙腾跃而起，举世闻
名。此后，一系列重要文物陆续被发现，为红山文化的研究
提供了重要实物佐证。

红山文化成功“破圈”，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
这个阶段的重要考古收获有两个，喀左东山嘴遗址石

砌建筑址、陶塑人像群的发现和建平牛河梁“女神庙”、积石
冢群的发现。

这两次重大考古发现，震撼了当时的中国考古学界，不
仅对红山文化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整个中国考古学
的研究也同样具有非凡的意义。

在红山文化命名 70周年之际，刚刚完整揭露的一座积石冢，一次性出土的
百余件红山文化玉器，特别是发现的与凌家滩文化玉冠饰相似的器物，填补了
内蒙古红山文化出土玉器考古研究的空白，也为探索河套地区龙山时代“藏玉
于墙”现象来源提供了新的线索。

2023年彩陶坡遗址出土的龙形蚌
饰，是红山文化考古发现中出土的惟一一
件舒展开的龙的形象。2024年运用3D
模拟拼接技术进行了复原，■下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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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方圆

曾经车马邮路、见字如面，思念跨
越山川河流才能温暖彼此。而今，通信
技术不断革新，信息传递瞬时可达，万
物互联赋能千行百业。

中秋假期刚过，学生们重新投入学
习中。晚饭过后，家住呼和浩特市的
77岁老人刘英拿着手机与上大学的孙
子视频：“最近天气凉了，要多穿衣服，
每天好好吃饭……”自从用上了智能手
机，学会使用微信视频聊天后，他每周
都会以这种方式和身处各地的家人们

“见面聊”。
信息通信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可

以随时与千里之外的人实现“近在咫
尺”的交流，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然
而，这一切在40年前难以想象。

改革开放前，电话并未普及，按字
收费的电报使人们“惜字如金”，书信是
主要的通信手段。彼时，亲朋好友对远
行者的叮嘱是“要经常写信回来”。寄
信人一笔一画道尽真情，收信人一字一
句反复阅读，见字如面成为那个时代人
们的共同回忆。

1978年，内蒙古长话电路仅有651
路，电话交换机只有5.2万门，没有一个
城市能够长途直拨。全区城市电话普
及 率 1.7% ，农 村 电 话 普 及 率 只 有
0.53%。

当时的电话俗称“摇把子”，需要用
手摇发电机发出电信号呼叫总机，由话
务员转接到具体电话机，才能和对方通
话。而且通话信号差，要大声喊对方才
能听清，真是“摇断膀子，喊破嗓子”。
直到 1989年，我区第一部程控交换机
开通使用， ■下转第4版

从见字如面到万物互联
——75 载砥砺奋进之内蒙古信息

通信行业高质量发展篇

本报呼和浩特 9月 21日讯 （记
者 王雅静）9月 20日，由国家乳业技
术创新中心、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主办的敕勒川国际乳业创新
大会暨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第二届
年会在呼和浩特开幕。

大会以“激发创新动能，打造乳业
新质生产力”为主题，以国家乳业技术
创新中心为平台，相关部门、专家、行业
代表共同总结乳业科技创新成果，共同
谋划乳业发展前景。

内蒙古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
发挥无可比拟的政策优势，高举中国乳
业振兴的大旗，全区原奶产量、原奶加
工能力、乳制品产量均居全国第一，建
立了全国唯一的国家级乳业技术创新
中心，立足“中国牛、中国养殖方式、中
国原料、中国装备和中国品质”目标，围
绕“从一棵草到一杯奶、再到一块奶酪”

全产业链布局创新链，目前已开展科研
项目 145项、申请专利 113项、发布标
准17项，攻克了益生菌菌株高效筛选、
易吸收乳化包埋稳态钙等关键技术难
题，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乳业科技创
新中枢正在北疆草原快速崛起。

开幕式上，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
总经理何剑介绍了乳业科技突围等重
点工作进展并发布了国家乳业技术创新
中心2024年十大成果，活动现场还发布
了中国奶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研究报
告、中国乳业科技创新热点，为国际乳业
品牌中心揭牌并启动全球乳业品牌排行
榜。与会人员参观了国家乳业技术创新
中心、伊利智能制造产业园。

活动为期2天，还举行了国家乳业
技术创新中心成果报告会、国家乳业技
术创新中心成果论坛、获奖项目专题论
坛以及青年人才论坛等活动。

敕勒川国际乳业创新大会在呼和浩特举行

兴安盟扎赉特旗水稻开镰。 本报记者 高敏娜 摄

本 报 兴 安 9 月 21 日 电
（记者 高敏娜）今年 9 月 22 日
是第七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9 月 21 日，2024 年“中国农民丰
收节”内蒙古自治区主会场活
动在兴安盟扎赉特旗好力保稻
谷景区举行。在稻菽飘香的金
秋时节，农牧民朋友欢聚在一
起，共庆丰收、共享喜悦。

农 牧 民 的 节 日 农 牧 民 办 。
主会场活动在农牧民朋友载歌
载舞和寓意丰收的开镰仪式中
拉开序幕。今年，庆祝活动以

“学用‘千万工程’礼赞丰收中
国”为主题，突出农民主体、农
业主线、农村主场，让节庆内容

更丰富，农牧民参与更广泛。
“展丰收”“唱丰收”“舞丰

收”“秀丰收”……活动现场，稻
田美食展、稻田摄影展、稻田音
乐会、稻田旗袍秀、时装展、稻田
趣味赛等丰富多彩的文化展示
活动陆续精彩上演。同时，“感
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主题宣
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
传、优质农产品展销、农业金融
新质服务助丰收展示、惠农政策
宣传、直播带货等精彩纷呈的宣
传展销活动相继开展，既展现了
新时代农牧民的新风貌，也进一
步激发了农牧民群众创造美好
生活的干劲儿。

本次丰收节活动还发布了
相关惠农惠牧金融政策，进行
了金融副村长+金融服务+农牧
数字金融全覆盖项目、内蒙古
自治区公共品牌“保险+贴息+
溯源+协销”项目签约。活动期
间，还将陆续举办主题专场文
艺演出、“村歌嘹亮 唱响北疆”
2024 兴安盟村歌汇演等一系列
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活动，通过
宣传推广“千万工程”经验，全
面展示内蒙古“三农三牧”发展
辉煌成就，描绘农业农村现代
化美好前景，展现新时代农牧
民精神风貌，助力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

2024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主会场活动精彩纷呈
喜看稻菽千重浪，垂垂山

果挂青黄。又到一年丰收时，
放眼北疆大地，稻金黄、果飘
香、牛羊壮、蟹儿肥……斑斓
的景致、满满的收获、忙碌的
身影、舒展的笑脸，共同勾勒
出北疆丰收的动人画卷。

瓜果飘香是金秋的珍贵
馈赠，五谷丰登是“三农”的最
美表情。丰收，不仅是稳预
期、强信心的物质保障，也是
添喜气、提士气的精神鼓舞。
千百年来，人们把对丰收的祈
盼，写进诗句里，留在画作上，
融 入 各 具 特 色 的 习 俗 礼 仪
中。乡村美食品鉴、农畜产品
展销、“村晚”文艺表演、稻田
音乐会摄影展趣味赛……全
区各地争相晒丰收、秀幸福，
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沃野
田畴展开。看丰景、说丰年、
庆丰收，人们在礼赞劳动、珍
惜粮食中为收获喝彩，也带动
优质特色产品 、乡村美丽风
光 、优秀传统文化等出圈出

彩，让乡村振兴路子更宽、劲头更足。
粮安天下，农稳社稷。内蒙古作为国家重

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打好夺取秋粮丰收这场硬
仗，做好粮食稳产保供，建设好国家“粮仓”“肉
库”“奶罐”，不仅是对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最好
庆祝，也是推进改革重大举措的坚实支撑。近
期，秋雨连阴天气对我区部分地区秋粮收割和
晾晒造成不利影响，各地要密切跟踪天气变化
和秋收进展，强化机具组织调度，协调保障运输
畅通，引导农牧民利用晴好天气抓紧抢收，努力
变“丰收在田”为“丰收在仓”“丰收在手”。

春 华 秋 实 ，岁 稔 年 丰 。 丰 收 的 真 谛 ，
既 是 农 业 增 产 更 是 农 民 增 收 。 各 地 要 在
庆 丰 收 、抓 秋 收 、确 保 粮 食 颗 粒 归 仓 的 同
时 ，借 鉴 先 进 经 验 ，采 取 科 学 策 略 ，推 广

“ 粮 食 银 行 ”等 模 式 ，着 力 破 解 粮 食 怎 么
收 、谁 来 储 、如 何 销 等 问 题 ，降 低 粮 食 损
耗 ，让 粮 食
保 质 又 增
值 ，农 民 丰
收 更 增 收 。

最
美
秋
色
是
丰
收

□
哈
丽
琴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新疆民族干部培训班创办70周年之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努 力 把 新 疆 班 办 得 更 有 质 量 更 有 成 效
为新疆培养造就更多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数据库上线发布
（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