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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致电祝贺石破茂当选日本首相 （三版）
导

读

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

新华社北京10月2日电 10月 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
京互致贺电，热烈庆祝两国建交 75
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俄互为最大邻国，
同为世界大国和主要新兴市场国家。
建交 75年来，双方从两国和两国人民
的根本利益出发，在深刻总结历史经

验的基础上，推动中俄关系不断提质
升级，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
互利合作共赢成为两国关系最本质的
特征。 ■下转第3版

习 近 平 同 俄 罗 斯 总 统 普 京
就中俄建交 75周年互致贺电

这是一方沃野，平畴千里，牧歌嘹亮；这是一块宝地，
资源富集，“风”“光”无限；这是一片热土，民族团结，社会
和谐……这里是内蒙古，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乐土。

新中国成立75年来，历经沧桑变迁，内蒙古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内蒙古，2400万各族人民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手挽手、肩并肩，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
在一起，同心协力呵护“模范自治区”崇高荣誉。

团结花开 呵护崇高荣誉

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47年。
那一年，内蒙古地区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全国第一

个民族自治区，走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中华民族大
家庭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正确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党委、政府坚持和完善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创造了新中国民族工作史上众多先进经验，书
写了众多历史佳话，长期拥有“模范自治区”的崇高荣誉。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在内蒙古的两件往事，是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动见证。

在党中央号召下，来自22个省 55个城市的 8万多名
各族建设者齐聚包头，创造了平地起高炉、荒漠变钢城的人
间奇迹，一批批“包钢制造”走向全国，见证了我国民族工业
发展的光辉历程，谱写了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生动赞歌。

“齐心协力建包钢”是全国各地共同支援内蒙古建设
的动人佳话，而“三千孤儿入内蒙”则是内蒙古各族人民无
私帮助区外同胞的大爱传奇。

上世纪 50年代末 60年代初，内蒙古党委、政府主动
请缨，将上海等地孤儿院面临温饱问题的3000多名孤儿
接到内蒙古抚养。淳朴善良的内蒙古人民争先恐后赶来
收养孩子们，3000多名孩童在大爱的浇灌下茁壮成长。

进入新世纪，内蒙古党委把加强民族团结、维护边疆
稳定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三个离不开”理念深入人
心，各族干部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3次亲临内蒙古考
察，为内蒙古擘画发展蓝图、指引前进方向。2023年6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
作的主线。

牢记殷殷嘱托，携手感恩奋进。内蒙古牢牢把握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各项工作的主线，紧紧围绕推进
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全方位建设
模范自治区的决定》《关于全面贯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主线的若干措施》；全面打响“三北”工程攻坚战，全力推
进“六个工程”；唱响多元一体、特质鲜明的北疆文化……

紧锣密鼓部署、紧抓快干落实，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
团结一心、砥砺奋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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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件大事，向着闯
新路、进中游的目标努力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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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帅政 高慧

金九银十消费季。随着国庆黄
金周来临，内蒙古各地消费市场日趋
火热，汽车、家电等消费品以旧换新

“真金白银”补贴优惠政策的加速落
地，进一步释放了消费潜力，点燃金
秋消费热潮。

10月 1日，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
一楼人头攒动，汇聚了 50多个汽车
品牌的第十二届呼和浩特“十一”惠
民车展正在举行。在车展上，看车、
咨询、购车者络绎不绝，在一些热销
车型前，销售人员忙得不可开交。

“前不久，内蒙古加大汽车以旧
换新补贴力度，最高补贴 2万元，政
策的带动作用可以说是立竿见影。”
在某热销国产电动车展台前，销售人
员王鹏一边接待客人，一边向记者介
绍，市民目前购车既可享受以旧换新
补贴“真金白银”的实惠，又可享受各

车商或厂家推出的叠加优惠活动，预
计后面人流量会进一步增加。

9月上旬，自治区商务厅、发展改
革委等6部门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
区汽车以旧换新实施细则》，加大资
金支持力度，提高汽车报废更新和置
换更新补贴标准，着力稳定和扩大汽
车消费。

“我一眼就相中了这台粉色的
车。”呼和浩特市民黄女士带着女儿
来车展上选购汽车，没过多久女儿便
选到了一款心仪的车型，“工作人员
告诉我，得益于这次‘以旧换新’政
策，我可以申请到 1.8万元的政府补
贴。算了算优惠力度很大，所以今天
就下单了。”

除了换购汽车的补贴，内蒙古家
电以旧换新活动也在火热进行中。
10月 2日，记者来到呼和浩特市的京
东家电、苏宁电器等门店，看到“内蒙
古对 15类家电予以补贴”的宣传海
报随处可见，各大家电品牌也贴出了

相关宣传标语。
在某知名品牌电脑的专营店，店

长李丽告诉记者，补贴活动期间，自
治区商务厅通过授权银联开发的小
程序云闪付进行折扣券发放，消费者
登录银联云闪付平台家电以旧换新
小程序进行身份核验，领取折扣券即
可进行消费。

“打算来看看笔记本电脑，发现
有补贴。6800 元的电脑，加上各种
活动、补贴和旧机抵扣，直接优惠了
1300元。”市民叶女士准备给孩子购
买一台笔记本电脑，向店员咨询后发
现，补贴政策可以让她省下不少钱，
于是毫不犹豫地下单了。

自治区统计局数据显示，1-8月
份，全区限上汽车类零售额同比增
长 2.5%，高于全国 4.9 个百分点，其
中新能源车同比增长72.5%。汽车、
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效应凸显，截至
目前我区汽车以旧换新申请数量3.7
万余例，带动汽车消费超48亿元；家

电以旧换新 35.2 万台，带动家电消
费12.5亿元。

国庆长假期间，内蒙古各地也
推出了各式提振消费的活动。呼和
浩特市组织50多家大型商贸企业推
出 200 余场主题促销活动，通过打
折让利、线上团券、会员折扣、满赠
减免等方式，惠及广大消费者，让市
民尽享购物福利；通辽市开展“喜迎
国庆·悦购通辽”购车补贴发放活
动，累计投入 240万资金，根据消费
者购买新车类型、价格分别予以
2000-6000元的加油、零售消费券
补贴；巴彦淖尔市在市县两级同步
启动国庆消费促进活动，在黄河湾
步行街、维多利广场等主要商圈，
打造维多利 9 周年庆非遗火壶秀、
千人快闪舞、国潮动漫节、国庆百
米画卷、特色精彩演出等系列活
动，培育高品质消费环境，重构消
费体验，满足消费者节日期间多元
化消费需求。

国庆黄金周 内蒙古消费市场迎来换新热潮

□本报记者 蔡冬梅 通讯员 张鑫

抢时间、赶进度、不停工、忙建
设。国庆假期，10月 1日，包头白云
鄂博矿区产业园区各大重点项目建
设工地，人来人往，机器轰鸣，一派热
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据介绍，国庆黄金周正是白云鄂
博矿区建设黄金期，白云区各重点项
目为完成既定任务，都将不停工、不
断档，一线建设者用奋斗和实干，诠
释责任与担当。

走进可可（包头）稀土永磁科技
有限公司年产6000吨高性能稀土永

磁材料建设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在各
自区域紧张有序作业。据介绍，可可
磁业依托白云鄂博稀土全产业链布
局，重点聚焦钕铁硼磁性材料的全产
业链加工与稀土新材料的研发应用，
产品生产采用国内先进工艺及生产
设备，广泛应用于永磁电机、工业机
器人、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可实现工
业节能电机、3C产品、新能源等领域
产能的大幅提升。项目负责人李玉
军说：“眼下加紧建设的是二期工程，
主要是新建 10000 余平方米厂房、
3000吨钕铁硼毛坯生产线及相关附
属配套设施，这个项目的计划工期是
到年底，我们力争提前完工！”

包头再生稀土合金有限公司
5000吨高纯稀土金属生产线项目于
今年4月开工建设，主要新建5000吨
镨钕、铈高纯稀土金属生产线及附属
配套设施。在项目施工现场，同样是
一派忙碌场景。工人小王告诉记者，
自开工以来，他们一直在加班加点地
干，厂房已经顺利完工。他用袖口抹
把脸上的汗水憨憨地说：“实话说，能
来‘世界稀土之乡’白云鄂博施工，我
们还挺自豪的！”

吊机高悬，厂房林立，在晶昌日
（内蒙古）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项目
建设工地，紧张有序的建设场景令人
兴奋。 ■下转第3版

“世界稀土之乡”白云鄂博：重点项目国庆黄金周不停歇

10 月 1 日，参加龙舟比赛的队伍奋勇争先。当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由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政
府主办的“江河同庆 欢赛龙舟”呼和浩特首届龙舟赛举行，来自赛罕区各企事业单位及社区人员组成的 8支龙舟队在大
黑河欢乐赛龙舟。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江河同庆 欢赛龙舟

本报 10 月 2 日讯 （记者 马
芳）共赴北疆盛会，同赏曲艺魅力。9
月 29日晚，由中国文联、中国曲艺家
协会、内蒙古文联主办的“中国曲艺
北疆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
周年优秀曲艺节目展演活动在呼和
浩特市敕勒川草原精彩上演。

本次活动以“‘繁花竞放’向祖国
汇报”为主题，以公益展演的形式，将
全国精选的优秀曲艺节目带到呼和
浩特市，为观众献上一场精彩绝伦的
曲艺盛宴。演出在内蒙古艺术剧院
民族曲艺团带来的好来宝《骏马奔
腾》中拉开帷幕，相声《成语新篇》、呱
嘴《走在幸福的大路上》、小品《抢车
位》、对口快板《学雷锋》、二人转《小
拜年》、大同数来宝《婆媳之间》等节
目轮番亮相，演员们巧妙地将生活中

的点滴趣事演绎得惟妙惟肖，让观众
在各具特色、诙谐幽默的演出中感受
曲艺文化的非凡魅力。

当晚，央视综艺频道（CCTV-3）
《一笑一周》栏目进行了现场录制。
“演出的主题充满正能量，非常贴近
群众生活。能在家门口看到这么多
曲艺名家表演，机会非常难得。”观看
演出后，呼和浩特市民常志峰说。

据悉，“中国曲艺北疆行”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周年优秀曲艺
节目展演活动已于 9月 26日、27日
在呼伦贝尔市演出两场，受到当地观
众的热烈欢迎。此次活动在将全国
优秀曲艺节目送到内蒙古观众身边
的同时，为推进北疆文化建设，打响
北疆文化品牌以及促进文旅事业发
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曲艺北疆行”走进呼和浩特

短评

□本报记者 白莲

“农牧民科学素质网络竞赛”“科
普嘉年华”“巾帼科普活动”……9 月
22日，2024年“全国科普日”内蒙古主
场活动启动。活动期间，全区各地通
过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活动，进一步拉
近公众与科学的距离，营造学科学、用
科学的浓厚氛围。

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是建设科技
强国之基。近年来，我区积极构建科普
新生态、释放科技创新的澎湃动能，全区
科普工作取得新成效。2023年，我区公
民具备科学素质比例达到11.09%，全民
科学素质水平实现稳步提升，尊重创造、
崇尚科学的理念深入人心。

“如何科学地进行饲料配制？”“我
家的肉羊一年四季脱毛，咋回事？”

在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小海子镇二
道洼村，“百名专家走进盟市旗县科普
传播行”现场，农牧民与专家面对面互

动。农牧民提问，专家详细了解具体
情况并给出解决办法，现场气氛热烈。

助力乡村振兴、守护人民生命健
康。5年开展科普活动 5000余场次，
获评中宣部“三下乡”示范项目的“百
名专家走进盟市旗县科普传播行”，是
我区科普事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

没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
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
为更好地服务发展大局，提高科普事
业贡献度，我区出台《内蒙古自治区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实施方
案（2021—2025 年）》，将“提升公民
科学素质”内容写入《自治区“十四
五”科技创新规划》《自治区科技服务
业行动方案》。内蒙古科协联合自治
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科技厅等 19
个部门单位出台 5个专项行动方案，
聚焦青少年、农牧民、产业工人、老年
人、领导干部和公务员 5大重点人群
开展科学素质提升专项行动。

■下转第3版

走进群众中科普与“云上科普”协同推进

内蒙古全民科学素质水平稳步提升

秋 高 气 爽 迎 国
庆 ，北 疆 处 处 幸 福
景。呼和浩特市围绕

“马”主题，融合打铁
花等非遗技艺，举办

“奥威马镇非遗马术
秀”等文旅活动；呼伦
贝尔市推出“金秋十
月·诗与远方”跨境自
驾游；乌兰察布市推
出“看中国红 圆宇航
梦”系列活动；赤峰市
开展“百米长卷画中
国”活动……

在家国同庆的美
好假期，全区各级文
旅部门推出了 130 项
活动，涵盖惠民演出、
艺术展览、非遗大集、
音乐节等。精彩纷呈
的“文旅大餐”为人们
的假期生活增添了许
多乐趣，营造出欢乐
祥和、喜庆热烈的节
日氛围。

今 年 国 庆 假 期
的内蒙古文旅，各种
新 玩 法 、新 体 验 、新
时 尚 令 人 目 不 暇

接。这背后当然离不开文旅融合
的“脑洞大开”。让历史能“触摸”，
让非遗能体验，让文化有具象，让远
方更亲近……抓住文旅消费新特征，
满足游客的不同需求，打造更多个性
化、深度化、沉浸式的旅行项目，将游
客的体验值“拉满”，自然能让内蒙古
丰富的文旅资源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近年来，我区假期旅游市场展
现出强劲的消费活力，成为拉动经
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全区各地继续
抢抓机遇、打开思路，紧贴市场新需
求和群众新期待，因地制宜、细致规
划，不断提升文旅体验的满意度，全
力把更多“头回客”变成“回头客”，
让北疆大地的文旅热持续升温，将
北疆文化的魅力传得更远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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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旗飘扬 祖国您好（四版）
盟市专线

本报 10月 2日讯 （记者 韩雪
茹）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为适应
监管要求、顺应消费需求和保护企业
利益，内蒙古积极探索构建“电子出
证+数字追溯”肉类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模式。

今年，在充分调研摸底和征求屠
宰企业意愿基础上，巴彦淖尔市38家
屠宰企业在全区率先开展无纸化出具
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工作，实现“电子
出证”。通过开展无纸化出具肉品品质
检验合格证工作，将为38家屠宰企业
每年至少节约成本300多万元。从巴
彦淖尔市先行先试到广泛推广应用，全
区已有200多家屠宰企业开展无纸化

出具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工作。
无纸化出具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

是以生成二维码取代传统纸质肉品品
质检验合格证，实现畜禽产品来源可
溯、去向可追、责任可查的“数字追
溯”。监管人员或消费者通过扫一扫
带有二维码的电子证，即可获取肉类
产品的来源和肉品检验等相关信息。
同时，“电子出证”可以进一步简化屠
宰企业工作程序、提高工作效率和降
低生产成本，实现屠宰企业生产数据
实时传输和存储，行业主管部门、生产
经营单位、消费者能即时共享肉品的
基本情况，保障老百姓买得放心、吃得
安全。

电子出证+数字追溯

内蒙古构建肉类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模式

10月2日，游客打卡呼伦贝尔白桦林。秋天，是呼伦贝尔最绚丽的季节，河流湖
泊和兴安林海五彩缤纷、动静相宜，斑斓画卷令人陶醉。 本报记者 李新军 摄

游客打卡白桦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