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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4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近日，自治区民委召
开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大
会，传达学习全国“两会”
精神。

会议指出，这次全国
“两会”是一次全面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大会，民委系统全体
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全
国“两会”精神作为重要政

治任务，着力在学懂弄通
做实上下功夫，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
部署上来。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
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内蒙古代表
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既
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对内蒙古
的关心与厚爱，又为我们

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更是对我们工作的鞭策
和鼓励。民委系统全体党
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不断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团结奋斗、锐意
进取，切实做到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要立足本
职，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扎实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扎实推进脱贫攻
坚、扎实推进民族团结和

边疆稳固开展调研，为自
治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
提供准确详实的参考依
据。要结合实际，不断加
强和改进民族工作，不断

开创我区民族团结进步
事业新局面，为把祖国北
部边疆这道风景线打造
得更加亮丽作出积极贡
献。

近期，央视一套《中华
民族》栏目正在播放专题
片———《阿鲁科尔沁的纯
净》。为了守护这片纯净，
阿鲁科尔沁旗像对待生命
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始终把

“生态立旗”作为首要发展
战略，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保障。在无为与有为的辩证
中，完成了生态效益和经济
效益的统一，实现了退耕还
林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
素有“中国草都”之称的阿
鲁科尔沁旗探索出一条绿
色纯净发展之路。

牧民宝音达来生活在
罕山脚下。在全旗的1560
万亩草原中，宝音达来生

活的这片北部草原未经任
何开发，是一片500余万亩
的纯净山水草原。2004年，
该旗在罕山自然保护区内
全面禁牧。优质的环境吸引
来北京首农集团、甘肃亚盛
集团等中外25家企业入驻
阿鲁科尔沁旗从事优质牧
草种植，使得全旗优质牧草
规划种植面积达到了110万
亩。旗畜牧业局贾天才副局
长说：“为了守护这片草原
的纯净，旗里划定了禁牧区
和草畜平衡区，全旗禁牧草
原面积已经达到809万亩，
草畜平衡面积达397万亩。”
2017年，阿鲁科尔沁旗草原
覆盖度达到55%，优质牧草
年产量达到65万吨，占全国

商品草产量的五分之一，实
现产值11.7亿元。

绍根镇巴彦温都嘎查
的牧民巴彦宝力高今年69
岁，2012年他发起成立了紫
花苜蓿种植合作社，现在合
作社已经达到6000亩种植
规模。合作社成员特木其乐
图种植了300亩紫花苜蓿，
以4台进口大型拖拉机入
股，去年刨除成本，收入近
50万元。用小面积的建设，
保护大面积的草原，种植紫
花苜蓿是该旗实现生态效
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一
个成功实践。目前，全旗种
植紫花苜蓿110万亩，“阿鲁
科尔沁紫花苜蓿”已经注册
了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去年，阿鲁科尔沁旗被确定
为国家级紫花苜蓿种植标
准化示范区。阿鲁科尔沁旗
围绕纯净和绿色，依托资源
优势，推动农牧业产业规模
化、产业化、品牌化，提升农
牧业现代化水平，促进农牧
民增收。该旗自筹资金5300
万元，对城镇周边、公路两
侧等旱作耕地实施高标准
退耕，2000名贫困人口通过
实施退耕还林可获得补偿
资金4800万元，引入优质企
业加快“木本油料林”和“柠

条颗粒及柠条苜蓿混合草
颗粒加工”产业发展。

“划区轮牧，国家每亩
补贴600元，我拿出120亩
草场实行划区轮牧，就能
打6.3万斤草，冬天再也不
用为买草犯愁了。”乌那嘎
嘎查牧民呼日勒巴特尔自
从开始划区轮牧，日子过
的踏实多了。去年，国家补
贴他建起了600平方米的
牛棚，当年他靠养牛收入
了17万。近几年，阿鲁科尔
沁旗开始探索节水灌溉放

牧场划区轮牧建设模式，
选择家庭牧场、牧户和企
业三个不同的经营主体，将
退耕还林与还草相结合、同
产业结构调整、脱贫攻坚和
重点区域绿化相结合，将其
作为农村牧区经济发展、建
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全
力推进。5年来，阿鲁科尔沁
旗完成了京津风沙源治理
工程林业建设任务62.3万
亩、重点区域绿化工程11.5
万亩、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
11.73万亩。

新华社长沙4月10日电

（记者 柳王敏） 一入湖
南常德桃源县教仁学校大
门，抬头就可见一尊宋教仁
雕像。四月春暖，烈士一袭
长袍，头戴毡帽，昂首肃立，
目视前方。就在不久前，200
余名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
人士齐集雕像前，纪念宋教
仁为国捐躯105周年。

“千古武陵溪上路，桃
源流水潺潺。”一代英烈宋
教仁，其勤奋刻苦的求知
精神、矢志不渝的革命精
神、义无反顾的爱国精神、
倾注一生的法治精神在教
仁学校学子和桃源人民中
间广为流传。

宋教仁（1882年－1913
年），字钝初，号渔父，湖南常
德市桃源人，是民主革命的
先行者。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唐绍仪内阁的农林部总长，

国民党的主要筹建人。
1888年（清代光绪十

四年），6岁的宋教仁进入
私塾读书，1899年，升入桃
源漳江书院，1902年，考入
武昌普通中学堂。翌年入
学，在校期间，由吴禄贞等
人组织的革命团体在武昌
花园山的聚会吸引了宋教
仁，他常与同学议论时政，
并走上了反清革命之路。

1903年8月，宋教仁结

识黄兴，成为挚友。同年11月
4日，他偕黄兴、刘揆一、陈天
华、章士钊筹创华兴会。

1904年2月，以“驱除鞑
虏、恢复中华”为政治纲领的
华兴会在长沙成立，黄兴任
会长，宋教仁任副会长。同年
11月，宋教仁抵达日本，先后
入东京政法大学、早稻田大
学学习。学习期间，他广泛阅
读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
说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书籍，
还翻译了《日本宪法》《俄国
之革命》等各种文稿，对当时
世界重要国家的政治、经济、
法律各种制度有了相当深
刻的认识。

1905年6月，宋教仁创
办革命杂志《二十世纪之支
那》，入读日本法政大学；同
年8月，他支持孙中山在日本
东京成立同盟会，并当任其
司法部检事长，将《二十世纪

之支那》改为同盟会的机关
报《民报》。

1910年底，宋教仁从
日本返抵上海，任《民立
报》主笔，以“渔父”笔名撰
写大量宣传革命的文章。

1911年7月，宋教仁与
谭人凤、陈其美在上海组建
同盟会中部总会，亲任总务
干事。他来往于上海、两湖各
地，积极发展中部总会分会，
筹款购买武器弹药，推动长
江中下游流域的革命进程。

1913年3月，“中华民
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基本
结束，在宋教仁的主持经
营下，国民党取得重大胜
利，进一步提高了他的政
权预期和政治热情。宋教
仁正欲循欧洲“内阁制”惯

例，以党首身份组阁之际，
同年3月20日22时45分，被
洪述祖暗杀于上海火车
站。22日凌晨4时48分不治
身亡，年仅31岁。今宋教仁
墓安于上海市闸北公园。

章太炎在《民国报》
《神州日报》评点宋教仁
“至于建制内阁，仆则首推
宋君教仁，堪为宰辅”“谓
总理莫宜于宋教仁”。

蔡元培在《我之历史》序
言说：“（同盟会）其抱有建设
之计划者居少数。抱此计划
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
数，宋渔父先生其最著也。”

多年来，宋教仁家乡的
桃源人民铭记和深切缅怀
宋教仁先生的英雄事迹，弘
扬宋教仁的爱国奉献精神，

怀念这位杰出的革命家，桃
源人民将宋教仁的故居原
八字路乡粟山坡村改名为

“渔父村”，2011年5月，又
将渔父、回龙、姚家冲三个
村合并为“教仁村”。2001
年将原八字路中学改名为

“教仁中学”，后又将教仁
中、小学合并为现在新建
的教仁学校。

桃源县为纪念宋教仁
还兴办了六项工程：宋教
仁故居、三杰亭、专著《宋
教仁》、宋教仁学校、影视
剧《宋教仁传奇》。

同时，桃源县还规划设
计了宋教仁故居文化产业
园，正在筹建宋教仁博物
馆，建立了桃源县宋教仁研
究会。

自治区民委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苏永生

阿鲁科尔沁旗：“中国草都”释放纯净发展魅力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赵 丹

为国捐躯宋教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