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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包头1月 1日电 （记者 蔡
冬梅）年末岁首，岁序更新。2024年12
月31日晚，由包头市艺术剧院交响乐团
演出的《黄河从草原走过》主题音乐会，
为观众带来一场全方位、多层次的音乐
盛宴，让观众体验音乐与情感的碰撞。

现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音乐
会在热闹欢快的《节日序曲》中拉开序

幕，涵盖了交响曲独奏、协奏、戏曲独
唱、歌舞等多种形式。《天下黄河九十
九道弯》《我在包头等你》《草原晨
曲》……一首首精彩曲目，将现场观众
带入一个又一个美好的音乐世界。音
乐会在《金蛇狂舞》《花好月圆》等曲目
中缓缓进入尾声，宏大激昂的旋律传
达出对新一年的希望和祝福。

包头市举行《黄河从草原走过》主题音乐会

本报巴彦淖尔 1 月 1 日电 （记
者 图古斯毕力格）2024 年 12 月 31
日晚，“巳巳如意 乐启华章”2025 年
巴彦淖尔市新年音乐会如约而至，由
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与巴彦淖尔市直属
乌兰牧骑（市歌舞剧院）联袂上演。

演出在《金蛇狂舞》的欢快旋律中
拉开帷幕，随后，《西部民歌主题组曲》
等经典民族管弦乐曲接连呈现，让现

场观众领略了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
整场演出精彩纷呈，高潮迭起，为观众
带来了一场难忘的跨年音乐盛宴。

据悉，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是中国
广播艺术团所属的 5个分团之一，成
立于 1949 年，拥有近百人的演奏编
制，出访过 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中
国民族文化艺术走向世界做出了卓越
贡献。

巴彦淖尔市新年音乐会精彩纷呈

1月 1日，萌狮正在和小朋友们互动。当日，呼和浩特市老牛儿童探索馆举行“新年如愿”元旦主题活动，让孩子们走进
充满欢乐与惊喜的探索之旅，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感受新年的喜悦氛围。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欢乐过新年

秘 书 长：杨利民
副秘书长：焦永杰 张义贤 符 雷

逯敬东 张 鹏
郝明胜（蒙古族） 王常青
戴 强 李相合 南 岛
王心宇 蓝 峰 杨跃勇
梁淑琴（女）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十三届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秘书长、副秘书长名单
（2024年 12月 31日政协第十三届内蒙古自治区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对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
全面而深入的动员和部署。巴彦淖尔市杭锦后
旗是典型的农业发展旗县，转型发展是必然选
择。杭锦后旗坚定转型决心，持续深化改革，不
断突破发展障碍，集中力量发挥优势，努力在中
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描绘出杭锦后旗崭新篇章。
近日，就如何发挥好改革的牵引作用、全力助推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记者采访了杭锦后旗委书
记韩志业。

内蒙古日报：杭锦后旗虽然地处河套灌区，
却有土地次生盐碱化的困扰，如何以渔治碱引领
绿色发展？

韩志业：在盐碱地治理过程中，逐步探索出
将高标准农田灌排配套及水肥一体化技术结合
的工程措施，采取灌水洗盐、增施有机肥、掺沙
降容、秸秆还田、深松粉垄、施用改良剂、上膜下
秸、暗管排盐 8种农艺措施，因地制宜配套种植
耐盐作物、沟膜垄植、精量播种、明沙覆孔、中耕
散盐等 N 种种植措施的“1+8+N”新模式。改
造后，地力平均可提升 1 个等级，其中实施的

“以渔治碱”模式，带动群众走出一条以渔富民、
以渔增收的改革创新、绿色发展新路子。在三
道桥镇黎一村，有一个远近闻名的“海蚌洞”，是
一个占地 1000 多亩的盐碱滩区，“晴天茫茫一
片，刮风白浪滔天”，成为全村百姓一大心病。
为让“海蚌洞”成为“聚宝盆”，杭锦后旗抢抓政
策红利，超前规划、摸清家底、锚定方向，采用

“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引进专业化养殖公司，
高效推进盐碱地渔业发展。针对不同程度的盐
碱化土地，总结出“降、改、用”的治理利用思
路，对于重度盐碱地，鼓励大力发展水产养殖，
盐碱池塘、棚塘接力等模式取得显著效果。通
过建设科技小院，引进专家和高学历专业人才，
进一步研究水质综合改良调控技术，为提高虾
苗成活率、提升产量提供有力保障支撑。南美
白对虾养殖项目成效显著，构建起集养殖、加
工、销售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年出栏量 1400
万尾，产值达 8000 万元，成功辐射带动周边
183户农户参与盐碱地改良项目，实现户均增收 800元。目前，杭锦后旗在自治
区西部水产育苗量占据半壁江山，荣获“全国渔业平安示范县”称号；《河套灌区
创新盐碱地改良利用模式》改革案例，荣获中国改革 2024年度地方全面深化改
革县域案例。

内蒙古日报：随着自治区“五个大起底”工作深入开展，杭锦后旗一批闲置资源
得以重新利用，如何以特色种植引领产业发展？

韩志业：陕坝镇红星村废旧砖瓦窑转型为年产85万吨花菇的种植基地，当地
建设28座大棚，引进企业经营，学习花菇技术，年利润87万元。为节约成本、提升
产能，企业积极构建高效生态循环链条，自制菌棒种植花菇，采摘后制作有机肥再
次投入，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同时，探索并完善联农带农机制，采用“企业+合
作社+基地+农户”的运营模式，以龙头企业为引领、合作社为纽带、种植大户为基
础，形成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企业为农户提供菌棒、栽培技术等支持，与合作社
签订合作协议，并负责产品的最终销售，有效保障农民增收，还提供了400余个就
业机会，进一步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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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 月 1 日讯 （记者 韩雪
茹）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内蒙古农
作物种子质量检验中心日前正式运行，这
是全区首家具备品种真实性和纯度分子
标记检测资质的农作物种子检验机构。

内蒙古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中心具
备农作物种子净度、水分、发芽率、品种
纯度、品种真实性（玉米）、健康检验（马
铃薯）等项目检验资质。检验中心的运
行将为品种审定登记审查、市场监管和

认证种子监管提供重要技术保障，为我
区种业振兴、种子市场净化、种子质量安
全和现代种业发展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种子检验是指利用科学的检测方法
对种子质量状况做出准确的判断，评定
其种用价值。作为作物种子质量管理和
质量控制的重要手段，种子检验为农业
行政监督、行政执法、贸易流通、解决种
子质量纠纷等方面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
撑和技术服务， ■下转第6版

内蒙古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中心正式运行

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
议决定，增补丁俊等26名同志为政协第十三届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委员。

（按汉字姓名笔画为序排列）
丁 俊 马跃东 王 刚
王生才 王宏华（女，蒙古族）
王常青 申雷海 刘 伟（满族）
刘长春 刘丽丽（女，蒙古族）
牟月辉 闫 爽（女，蒙古族）
苏翠芳（女） 李春晓
杨冀鹏（蒙古族） 应寅锋 张保国
张维权 阿其图（蒙古族） 赵燕茹（女）
郝明胜（蒙古族） 胡 丰 姚 勇
贺连辉 曹金山（蒙古族） 温 岚（女）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
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增补委员名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
议决定，同意王文杰等26名同志辞去政协第十三届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委员。

（按汉字姓名笔画为序排列）
王文杰 王曙光 白 颢 刘树成
苏忠胜 李东和 李国宏（女）
杨小龙（蒙古族） 吴建民 何 清
狄瑞珍 张金亮 张海容（女）
陈功明 周耀亭 孟和巴特尔（蒙古族）
赵 航 赵永红（女） 郝喜红 柳 萌
复 强（蒙古族） 贺贵玺 秦 浩
傅永文 葛智敏（女） 谢 东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
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同意
王文杰等同志辞去自治区政协委员的决定

郝明胜同志任政协第十三届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副秘书长。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
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副秘书长任职名单

（2024年 12月 31日政协第十三届内蒙古自治区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因工作调整，免去姜泰安同志政协第十三届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副秘书长职务。
因任职年龄原因，免去傅永文同志政协第十三届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副秘书

长职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
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副秘书长免职名单

（2024年 12月 31日政协第十三届内蒙古自治区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姜泰安同志任政协第十三届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农牧委员会主任。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内蒙古
自治区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主任任职名单

（2024年 12月 31日政协第十三届内蒙古自治区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因任职年龄原因，免去张殿生同志政协第十三届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农牧委
员会主任职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内蒙古
自治区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主任免职名单

（2024年 12月 31日政协第十三届内蒙古自治区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张婷婷同志任政协第十三届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内蒙古
自治区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副主任任职名单

（2024年 12月 31日政协第十三届内蒙古自治区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报兴安 1 月 1 日电
（记者 高敏娜 郭娜）1
月 1日，“歌游内蒙古 童话
阿尔山”阿尔山市迎新年
冰雪那达慕在兴安盟阿
尔山市鹿角湾森林牧场
拉开帷幕。

开幕式上，国旗方阵、
彩车方阵、守边牧民方阵、
搏克方阵、射雕英雄方阵
等 10 个特色方阵依次登
场，让游客大饱眼福。百
人花式雪地拔河比赛、冰
雪摔跤表演体验赛、雪原
射箭表演赛、10公里雪地
赛马等精彩赛事将冰雪文
化与民族文化有机融合，
为广大游客带来别开生面
的旅游体验。

现场还设置了千人品
尝“留客”包子、羊肉串、大
锅手把肉等地方特色美食
体验区，互动表演更是点
燃了寒冷冬日的热情，让
游客在冰天雪地间尽情释
放热情与活力。

“冰雪那达慕作为阿
尔山今年冬季旅游重要的
品牌活动之一，将冰雪运
动和旅游深度融合，让游
客充分领略北疆文化带来
的魅力。”阿尔山市副市长
白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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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冯雪玉 孙柳

剪成“福”字的乌拉特剪纸、表达
吉祥含义的传统面塑、惟妙惟肖的年
画娃娃……红火的非遗年货节里，处
处充斥着新年气息。1 月 1 日，由自
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第八届内
蒙古非遗年货节在内蒙古民族商场
拉开帷幕。

年货节以“非遗之美 年味传承”
为主题，由“北疆年货集市”“内蒙古守
艺”新春主题活动、“寻根传统医药 探
索健康密码”传统医药义诊、“内蒙古
非遗馆”网店线上年货市集四个部分
组成，将持续至1月5日。

在“北疆年货集市”中，非遗传承

人、文 创 品 牌 创 始 人 等 现 场“ 秀 绝
活”，刺绣、剪纸、灯笼编制等传统非
遗琳琅满目；“nia麦麦”、内蒙古博物
院文创等文创品牌吸睛无数。在“内
蒙古守艺”新春主题活动中，除了沉
浸式的歌舞展演，还有“传统手工艺
大课堂”活动，邀请游客写“福”字、制
作文创口红等，在浓浓节日氛围中感
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寻根传统医
药 探索健康密码”传统医药义诊活动
的展位前排起了长龙，活动邀请传统
医药类非遗传承人、知名医师等开展
义诊，通过号脉、针灸等传统诊疗方
式，让市民游客现场体验传统诊疗方
式。“内蒙古非遗馆”网店线上年货市
集、线下体验活动同步启动，线上的
年货市集福袋、抢红包等活动精彩不

停，线下的“内蒙古非遗馆”网店体验
区人头攒动。

“活动现场以场景化布置，营造出
浓厚的传统节日氛围。我们希望发挥
商场的优势，让展位打开‘围墙’，以购
物中心的思路将非遗传承人和游客融
合在一起，不仅推动非遗进一步与现
代生活连接，也不断增强活动的氛围
感和吸引力。”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非
物质文化遗产处处长张丽辉说。

据了解，本次非遗年货节，吸引了
自治区级非遗工坊、非遗生产性保护
示范基地，自治区传统工艺振兴目录
项目优质商家等超 200 余家单位、企
业、院校参与。

2024 年 12 月 4 日，“春节——中
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列入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今
年春节将是第一个非遗春节，内蒙古
社科院北疆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高小
焘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植于广大人
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与人们的衣食住
行密不可分。北疆文化中蕴含着丰富
多彩、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
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生活在祖国北疆
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宝贵财富，是
祖国北疆地区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的生动见证。举办非遗年货节，既可
以让更多人参与到非遗的保护与传承
中来，使其更好融入现代生活、焕发全
新活力，又可以让大家更深入认识和
理解北疆文化所具有的深厚底蕴，引
领大家参与到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的实践中来。”

非遗年货节 红火过新年

2024 年 12 月 31 日，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第三幼儿园老师指导小朋友制作
扎染作品。当日，该幼儿园开展了“金蛇启新岁，非遗润童心”新年活动，让
孩子们体验传统手工艺制作，更好地了解节日文化。

本报记者 潘佳慧 摄

体验传统手工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