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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呼和浩特 10月 7日讯 （记者
皇甫秀玲）记者从呼和浩特市住建局了解
到，呼和浩特市从热源、管网、换热站等供
热系统提升改造及热用户服务和体制机
制落实等方面同时发力，全力做好温暖工
程，全面提升供热质量和服务水平，确保
百姓温暖过冬。

按照实施方案要求，呼和浩特市坚持
以问题为导向，对供热管网跑冒滴漏问题
精准施治提升改造。今年上半年，该市住
建局与各旗县区政府组织街道(乡镇)、社
区、物业公司、供热企业等相关单位，以住
宅小区为单元，逐栋、逐户进行摸底排查，
走街串巷，爬管进站，对全市供热系统热
源、管网、换热站进行了全面“体检”,并对
群众反映强烈的居民小区,派特聘专家进
行综合“会诊”，由供热企业按照“一小区
一方案”原则，制定施工方案并有序组织
实施温暖工程，坚决不让市民挨冷受冻。

同时，呼和浩特市住建部门与各旗县
区联合组织各供热企业从设备技术改造、
新增供热管网、切换优质热源、替换清洁
能源等几个方面对整个供热系统进行了
更新升级。各旗县区政府和各供热企业
与煤炭企业、燃气企业和热电厂及时签订
了供用合同，保障供热用煤、用气等能源
和热源充足稳定供应。

该市持续推进智能测温装置安装，对
于管网末端、边户、顶户，居民反映往年供
热质量差等用户，同步安装户内测温装
置，监测数据接入全市管理平台进行重点
关注，实现对用户室温的实时监测，便于
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着力落实供热“双
管家”制度，供热企业在每个小区安排专
职管家和社区网格员相互配合，及时解决
小区供热问题；开始入户“访民问暖”，对
温暖工程改造进行查漏补缺，安排经验丰
富的人员成立专业维修队伍，对供热设
施、设备、用户进行全面排查。

截至目前，整个温暖工程全部完工，各
项供热准备工作就绪，全市供热系统开始全面注水加压，10月
10日前将完成供热设施试水试压，随后重点要对实施改造后
的一次网、二次网、换热站和楼栋管道运行情况进行检验，及
时处理存在的问题和故障。供热开始后，严格保证供回水温
度处于正常运行区间，保障用户家中供热温度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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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
一颗星星穿越的时间有多久，内蒙古这片土地或

许可以作出回答。
2024年 10月 1日，新中国75周年华诞之际，中国

外交部副部长、新闻司司长华春莹在社交媒体X平台
发布 18组对比图，生动展示过去 75年间中华大地的
沧桑巨变，其中一组对比图就是“东方红一号vs嫦娥
六号”：1970年，中国首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
功发射，中国航天史迎来又一个里程碑；2024年，嫦娥
六号“蟾宫再折桂”，取回月背土壤。

这两件航天大事，都发生在内蒙古的土地上。中
国首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在位于内蒙古额济
纳的东风航天城也称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人
类历史首次月背返回的嫦娥六号返回器在内蒙古四子
王旗着陆场着陆。

两件航天大事时隔54年。事实上，早在68年前，
为了中国的飞天梦，内蒙古额济纳的牧民们已经开始
让地搬迁。

新中国成立75年来，中国航天人在历史的天空中
书写壮丽篇章，内蒙古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则给予中国
航天最深情的托举。

穿越时空的星星，带着中国的骄傲向世界共享空
间探索的成果。中国星星的骄傲，内蒙古与有荣焉。

在中国航天事业75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史中，内蒙
古，一直和中国航天一起走过。

68 年，从 14 年 1 颗星到 1 年 200
多颗星

9月 6日，东风航天城成功发射的可重复使用试验
航天器在轨飞行268天后成功返回预定着陆场。

9月 25日，力箭一号遥四商业运载火箭在东风航
天城发射升空，将搭载的5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9月 27日，东风航天城成功发射首颗可重复使用
返回式技术试验卫星——实践十九号卫星。

……
如今的星星发射，越来越密集，一箭多星成为常

态，可重复使用成为高频词。
从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出发点回望：68年前的1956

年，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北
京西郊成立；66年前的1958年，这项前无古人的事业
选址到内蒙古额济纳这片广袤土地；59年前的1965年，中国第一个固体火箭发
动机研制生产基地也就是现在的中国航天科工六院从四川迁到内蒙古呼和浩特
市；54年前的 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东风航天城升空。
一颗星星升空，走过了14年时间。

如今，一年发射几十次已成常态，每年发射的航天器可达几百个。
2023年，我国成功实施近 70次航天发射任务，发射 200余个航天器，且以

26星和 41星两度刷新一箭多星纪录。同时，2023年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迎来第
500次发射，从1970年 4月24日长征一号火箭在东风航天城首飞将东方红一号
卫星送入太空开始，长征系列火箭实现百次发射用了37年的时间；从第100次
发射到第200次发射用时7年多；实现第三个百次发射用了4年多时间；实现第
四个百次发射用时2年零9个月；实现第五个百次发射仅用2年。

时间仿佛在加速。
而对于曾经参与了“神一”到“神四”回收工作的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退休干

部朱安山来说，那段记忆却仿佛永远地停留在了历史中。
“1999年‘神一’回收时没有经验，草原上走难免会碾压草场，但是牧民毫无

怨言。‘神二’回收工作从晚上持续到早晨，时间最长最辛苦。‘神三’时，熟悉路况
的牧民们自发组成了民兵搜寻小分队，他们骑着摩托车带路，后面是专业搜救队
的车，回收成功后乌兰牧骑队员们给搜救队献了哈达，场面非常热闹。‘神四’回
收是在晚上，是冬天，很冷，车在雪地上跑，遇到网围栏我们就下车剪开给搜救队
开路，大家眉毛上都结了霜。”朱安山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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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林晖 王子铭 王思北

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
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
思想指引。

2023年 10月，习近平文化思想在
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正式提
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
通，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
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
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
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举旗帜、明方向，守正道、开新局。
一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文化
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新时
代伟大实践中融汇激荡，为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
精神动力。

指引文化发展新方向

秋日的北京碧空如洗，宽阔的长安
街上阳光铺洒。坐落于西长安街延长
线的京西宾馆，静谧而庄严。

一年前，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
议在这里举行，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
局和战略高度，指明了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肩负的职责使命：

“充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
力，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
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
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
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在历史长河中审视文化推动人类
文明进步的重要地位，在时代大潮中把
握文化引领社会变革的重要作用，在世
界风云中认识文化塑造综合国力的重
要影响，在人的全面发展中发挥文化创

造美好生活的重要价值，习近平总书记
指引文化发展新方向。

几天后，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
议后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江西，走进景德镇，将文化传承发展作
为此行一项重点考察内容。

总书记从陶瓷文化，谈到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
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
光大。”致力于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
新文化，总书记念兹在兹、饱含期许。

一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
遍及大江南北，在系统谋划、身体力行
中，指引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守正创新、
开拓进取，掀开崭新篇章。

以文兴邦，充分发挥文化在治国理
政中的作用——

西宁宏觉寺，千年古刹见证了唐蕃
古道的恢宏繁盛，聆听过丝绸之路的车马
辚辚，镌刻下民族交融历史和团结印记。

2024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
考察时强调：“要保护好这份珍贵的历

史文化遗产，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作出新贡献。”

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多元凝聚为一
体，文化认同始终是民族团结的根脉。

发挥文化功效，习近平总书记以强
烈的文化自觉与历史担当，将其融入治
国理政的伟大实践：

建设金融强国，提出“积极培育中
国特色金融文化”，阐明“以义取利，不
唯利是图”等五方面实践要求，为金融
高质量发展注入文化涵养；

推进依法治国，强调“积极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增添法治动力；

围绕党的建设，明确“加强新时代
廉洁文化建设”，推动形成以文养廉的
浓厚氛围。

一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将文化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
为继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开辟了文化新路径、拓展了文化
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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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一年间

本报阿拉善 10 月 7 日电 （记者 刘宏章
实习生 王筱瑜）这几天，阿拉善盟“产学研”科技
特派员工作站的特派员深入阿拉善高新区11家化
工企业，重点围绕“无废”工厂二次资源利用技术
等内容，进行调研宣讲和深入交流，为企业解决生
产中“三废”处理运营成本高、处理不完全等难题。

据了解，阿拉善盟“产学研”服务企业科技特
派员工作站由阿拉善职业技术学院承建。建站以
来，依托阿拉善职业技术学院师资力量，参与企业

研发，协助解决企业生产和新产品开发中的技术
问题，提升产品竞争力；与企业共建产学研协同创
新平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企业开展科技创
新活动和技术人员技能提升培训。

“我们工作站立足自身专业优势和工作实际，帮
助企业解决在生产和技术研发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
题。”阿拉善职业技术学院乌斯太校区“产学研”企业
科技特派员工作站特派员黄文庆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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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生产难题 引领科技创新 助力企业发展

阿拉善率先实现企业科技特派员工作站旗区全覆盖

□本报记者 王塔娜

金秋的克什克腾草原，层林尽染、
叠翠流金。

驱车沿着集阿高速一路向西南飞
驰，再顺着一段乡间小道，就来到了位
于浩来呼热苏木的克什克腾旗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园，一个个体格健壮、毛色
光亮的羊羔正在标准化羊舍内津津有
味地咀嚼草料。

“这是纯种‘昭乌达肉羊’羔，别看
体格大，却只有7个月龄，体重平均100
斤以上，再过 1个月就能出栏，相比普
通羔羊，每只能多卖300元左右。”产业
园董事长李瑞骄傲地介绍，“昭乌达肉
羊”肉质细嫩鲜美、肌间脂丰富，没有膻
味，含有大量人体必需的鲜味氨基酸，
符合生产高档羊肉产品标准。

“昭乌达肉羊”从德国的美利奴羊
繁衍而来。三代牧民和技术人员在好
鲁库种羊场通过杂交改良、选育提高等
技术形成了全国第一个草原型肉羊新
品种。历经60余年，从“外国羊”到“草
原羊”再到“领头羊”，“昭乌达肉羊”实
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技术突破，逐
渐成为农牧民增收致富的“摇钱树”。

从 美 利 奴 羊 繁 衍 出
“昭乌达肉羊”，三代人改良
培育，“外国羊”成“草原羊”

时间回溯到1958年。
当时的东德赠送中国50只美利奴

羊。随后，周恩来总理批示，在昭乌达盟
（今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建立种畜场，主
要负责美利奴等品种细毛羊的纯种繁育
和推广。同年8月，全国第一家核心育
种场——昭乌达盟好鲁库种羊场成立。

“老牧民回忆，当时大家非常兴
奋。那会儿一斤羊毛能抵3斤羊肉，如
果能在草原培育出细毛羊，牧民的好生
活指日可待。”曾在好鲁库种羊场工作
的老人袁墅林如是回忆。

好鲁库种羊场技术人员以当地蒙
古羊为母本，以进口细毛羊为父本进行
改良杂交，经过三代以上改良，将草原
粗毛羊成功改良成纯种细毛羊。

“那会儿好多牧户的种羊都是从好

鲁库种羊场买的，人们说好鲁库种羊是
草原上最好的羊。”袁墅林说。到1987
年，克什克腾草原上改良细毛羊占比达
到了80%以上。

1993年，好鲁库种羊场改制，1994
年建立中澳合资内蒙古金峰畜牧有限
公司。合资公司从澳大利亚引进“邦
德”及“澳美”羊1500只，继续培育发展
毛肉兼用型细毛羊。

“可惜后来羊毛价格大幅度下降，
羊肉价格却直线攀升，原有的优质澳美
细毛羊因市场疲软优势不再，企业运行
进入举步维艰的处境，最后停止运行。”
回忆当初，曾在合资企业担任技术人员
的李瑞感慨万分。

2005 年，李瑞等人出资重新组建
内蒙古草原金峰畜牧有限公司。金峰
公司承接好鲁库种羊场及澳美种羊场
的育种技术， ■下转第4版

历经60余年，从外国羊到我国首个自主知识产权的草原型肉羊新品种

“昭乌达肉羊”品牌从草原走向全国

金秋时节，通辽霍林郭勒市草原军马场 4.3 万亩苜蓿开镰收割。趁天气晴好，牧民们抓紧打草，割草
机、搂草机、捆草机轮番作业，为牲畜越冬备足“口粮”。 本报记者 李佳雨 摄

金秋打草忙

新华社乌鲁木齐10月7日电 庆
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70周年大会
7日上午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
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来
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
副总理、中央代表团团长何立峰出席
大会并讲话。

1954年 10月，党中央决定中国人
民解放军驻疆部队大部就地集体转
业，在新疆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履行特

殊使命。70年来，兵团充分发扬“热爱
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
的兵团精神，为推动新疆发展、增进民
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国家边防
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11时，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央军委委
员、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中央代
表团副团长苗华宣读中共中央、国务
院、中央军委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

立70周年的贺信。（全文另发）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何立峰代

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 70 周年表示热
烈祝贺，向兵团各族干部职工群众
致以亲切慰问，向长期以来关心和
支持兵团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
感谢。

何立峰指出，70年来，兵团在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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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致贺信

本报10月7日讯 （记者 冯雪
玉）金秋时节遇上黄金假期，爱国氛围
叠加出游热情，这个国庆假期，人们满
怀对祖国的祝福、对生活的热爱奔赴
祖国北疆。内蒙古文旅厅数据显示，
国庆假期前 6天，内蒙古累计接待国
内游客 1767.08 万人次，累计实现国
内游客总花费124.22亿元。

国庆假期前夕，内蒙古发布了“歌
游内蒙古”区域文旅品牌，并推出“来
自内蒙古的秋天之邀”20条精品旅游
线路，各盟市还精心谋划了 130项重
点文旅活动，在“文旅组合拳”叠加效
应下，内蒙古成功吸引了广大游客青
睐。携程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内蒙古
旅游订单量同比增长 15%，门票订单
量同比增长 23%，入境订单量同比增
长23%，主要客源地为北京、上海、天
津、沈阳、西安。

10 月 1 日，鄂尔多斯博物馆举
办了“非遗瑰宝，漆扇轻摇”非遗主
题活动，共有 200 多人参加了此次
活动。在经典草原歌曲的烘托下，
游客自己动手制作漆扇，增强了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
感。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假日期间
热闹非凡，持续 5天的“大地飞歌”高
空威亚秀巧妙地把呼和浩特本土文
化与高空表演、舞台演艺相结合，为
人们带来了震撼的视觉体验。假期
之前，呼伦贝尔根河市降下入秋以
来首场大雪，最大积雪厚度达 20 厘
米，最低气温降至零下 10 摄氏度以
下，为旅游季增添几分独特的冷极
魅力。在敖鲁古雅使鹿部落景区，
游客们沉浸在浓郁的鄂温克族文化
氛围中，景区内秋色与初雪的纯白
交相辉映，游客不仅可以近距离接
触憨态可掬的驯鹿，还能欣赏精彩
的民族舞蹈表演。

国庆假期，全区各地围绕“歌游内
蒙古”区域文旅品牌营造氛围、创新场
景，打造了多姿多彩的活动，充盈了人
们假日生活。内蒙古秋季旅游正当
时，“歌游内蒙古”将通过创新融合的
方式贯穿到游客“吃住行游购娱”各个
环节，让游客“一路欢歌一路游”，尽享
内蒙古独特魅力。

假期前6天内蒙古实现国内游客总花费124.22亿元

1767.08 万人次打卡祖国北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