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击十五运

本报鄂尔多斯8月 7日电 （记
者 柴思源）8月 7日，自治区第十五
届运动会新闻发布会在鄂尔多斯召开。

据了解，十五运开幕式将于 8月
8日晚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
心体育场举办，开幕式由热场表演、
开幕仪式、文艺表演共 3部分组成，
以青春、时尚、科技的元素，运用声光
电等现代技术，展示内蒙古悠久的历
史与新时代发展成就。开幕式已于8
月 1日开始彩排，8月 6日进行了预

演。开幕式热场表演全部由社区群
众艺术团承担，文艺表演由在鄂尔多
斯市就读的大学生参与完成，届时将
有近 4万名观众到场观看。开幕式
精心策划了现场互动环节，增加了各
代表团 35秒特色驻停表演，安排了
焰火秀和无人机表演。

鄂尔多斯市副市长孔繁飞表示，
作为承办方鄂尔多斯市为办好本届
运动会做了充分准备，一定会办成一
届“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

开幕式将有近4万名观众现场观看

本报鄂尔多斯8月 7日电 （记
者 柴思源）8月 6日下午，自治区第
十五届运动会群众组篮球比赛上演
强强对话，鄂尔多斯市代表队 97比
84战胜锡林郭勒盟代表队夺冠。

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本次赛事
迎来巅峰对决。鄂尔多斯队与锡林
郭勒队球员各显神通，献上一个个精
彩配合。上半场，鄂尔多斯队 97号
球员张志强凭借一个“二加一”打开
局面，锡林郭勒队随后发起反击，利
用鄂尔多斯队内线防守空当连续得
分。不过，随着锡林郭勒队一名主力

球员受伤下场，锡林郭勒队始终无法
将比分反超，上半场结束战成 55比
45。下半场，鄂尔多斯队状态火热，
场上球员均有精彩表现，反观锡林郭
勒队，板凳深度浅的问题暴露出来，
随着主力球员体力下降，反超比分无
望，最后比分定格在97比84。

比赛恰逢周末，篮球激情彻底点燃
了现场气氛，球迷们热情似火，掌声、助
威声不绝于耳。没有专业的壁垒，只有
运动的热情；没有身份的差距，只有草根
的欢聚，十五运群众组篮球赛事，释放着
草根篮球的原生快乐。

强 强 对 话 点 燃 篮 球 激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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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8 月 7 日讯 （记者 章
奎）8月 7日，王莉霞在呼和浩特会
见前来参加内蒙古大学发展战略
咨询暨“双一流”建设推进会的复
旦大学校长金力等院士。

王莉霞对金力一行表示欢迎。
她说，内蒙古办好“两件大事”需要
方方面面支持，特别是科技和人才方
面的支持。现在内蒙古最缺的就是
人才资源和科教资源，这是制约内蒙
古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两院”、

复旦大学以及其他高校多年来对内
蒙古发展给予了很多帮助，希望能够
在院士培养、高等教育等方面给予更
多支持，为我们完成好习近平总书记
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全方位建设
模范自治区“添把力”。

金力表示，将以帮助内蒙古大学
建设“双一流”高校为依托，为内蒙古
提供更多智力支持，助推内蒙古教育
高质量发展。

包献华、杨劼参加会见。

王莉霞会见复旦大学校长金力等院士

本报 8 月 7 日讯 （记者 帅政
李可新 马芳）近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内蒙古重要讲话精神自治区宣
讲团走进呼伦贝尔市、自治区广电局和
内蒙古交通集团进行宣讲。

在呼伦贝尔市，自治区宣讲团成员、
自治区副主席奇巴图从“深切感悟习近平
总书记对内蒙古的关心厚爱”“深刻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实
践要求”“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十一
届六次全会精神，扎实推动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地落实”三个方面进
行深入浅出、全面系统解读，对广大党员
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在自治区广电局，自治区宣讲团成
员、自治区副主席杨进从深切感悟习近平
总书记对内蒙古的关心厚爱，深刻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实践

要求，以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六
次全会精神为切入点，扎实推动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地落实等方面进行了
全面深入的阐释解读。要求全区广电系
统要主动承担责任，深入开展好主题教
育，聚焦聚力办好两件大事，向着闯新路、
进中游的目标扎实迈进。

在内蒙古交通集团，自治区宣讲团
成员、自治区副主席白清元以《牢记嘱
托 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
章》为题作报告。白清元结合我区交通
工作实际，运用生动实例，深入系统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重要讲话精
神，勉励大家把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
的殷切嘱托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
力，聚焦两件大事，以改革重组为契机，
对标国内一流，埋头苦干实干，加快重点
公路项目建设，当好内蒙古高质量发展

“先行官”。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重要
讲话精神自治区宣讲团走进呼伦贝尔市
自 治 区 广 电 局 和 内 蒙 古 交 通 集 团

奇巴图杨进白清元分别宣讲

本 报 呼 和 浩 特 8 月 7 日 讯
（记者 王雅静）8月 7日，世界奶业
大会全产业链招商推介会在呼和浩
特国际农业博览园举行。

自 治 区 副 主 席 杨 进 出 席 并
致辞。

自治区农牧厅和呼和浩特市、

呼伦贝尔市、兴安盟等 8个盟市作
招商推介。

推介会共签约 76个项目，协议
投资额 2083.46 亿元，其中投资项
目共 15 个，投资额 76.83 亿元；签
署供销协议 61 个，交易额 2006.63
亿元。

世界奶业大会全产业链招商推介会举行
杨进致辞

本报 8月 7 日讯 （记者 刘晓
冬）8月 7日，自治区党委书记孙绍骋，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王莉霞
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
记、常务副会长王可。

孙绍骋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
王可一行表示欢迎，向中国红十字会
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的大力支持表示

感谢。他说，内蒙古横跨“三北”，有很
好的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同时享有
多重叠加的国家重大战略政策支持，
发展潜力巨大。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
时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聚力办好两
件大事。希望中国红十字会一如既往
地关心支持内蒙古，不断巩固扩大双

方合作成果，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
王可简要介绍了中国红十字会的

发展历程、组织特点和主要工作，对内
蒙古自治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全力办好“两件大事”取
得的新成效表示祝贺，对自治区党委、
政府长期以来给予红十字事业的高度
重视和指导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表

示，中国红十字会将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红十字事业重要指示精
神，进一步加大对自治区红十字会的
支持力度，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
更多力量。

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员、秘书长
李立东，自治区领导杨伟东、于立新、
奇巴图参加会见。

孙绍骋王莉霞会见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可

本报呼伦贝尔 8 月 7 日电 （记
者 刘玉荣）8月 7日，全区党媒草原云
传播协作会议“牢记嘱托 筑牢北疆绿
色长城”联合采访活动在内蒙古森工集
团毕拉河生态功能区启动。

据悉，本次活动由全区党媒草原云
传播协作会议主办，林海日报社承办。
来自内蒙古日报社和全区各盟市党媒
的40余名记者将在3天的时间里，走进

毕拉河、大杨树林业有限公司和阿里河
森工公司进行采风，通过实地查看、听
取介绍、一线采访等形式，以全媒体的
传播平台，融媒体的创新形式，宣传报
道内蒙古森工集团牢记嘱托，全面展示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把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指示和殷切期望变为建设我国
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构筑祖国北疆
万里绿色长城的生动实践和实际成效。

全 区 党 媒 草 原 云 传 播 协 作
会 议 联 合 采 访 活 动 启 动

本报 8 月 7 日讯 （见习记
者 孙柳）8月 6日，主题为“感受
内蒙古、爱上内蒙古”的港澳青少
年内蒙古研学交流活动开营仪式
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

据了解，来自香港中文大学、
沙田崇贞中学等9所学校的41名
师生，将在内蒙古开展为期7天的
游学交流活动。他们将先后走进
辉腾锡勒草原·黄花沟、北方兵器
城、恩格贝生态旅游区、内蒙古大
学等地，感受祖国北疆的辽阔，体
验独特的民俗风情。

香港研学团学生代表彭雅诗
说：“虽然内蒙古与香港跨越祖国
南北，远隔千山，但阻挡不了我们
两地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
一起，阻挡不了共有一颗热爱中华
文化的心、热爱祖国的心，阻挡不
了两地青年合作交流的深化和友
谊的增进。”

开营仪式现场，研学团的成员
们表演了合唱《东方之珠》等节
目。随后，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为
师生们送上了精美的内蒙古文创
礼物。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
张文俊在致辞中说：“相知无远近，
万里尚为邻。此次研学交流活动
大家会体验到北疆大地的厚重如
书、锦绣如画，希望大家在领略人

文历史、体验生态旅游、感受非遗文化的同
时，更加深入了解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中
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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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8 月 7 日讯 （记者 冯雪
玉）7月 28日至8月 6日，由内蒙古艺术
研究院主办的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
推广资助项目“红旗耀轻骑—弘扬乌兰
牧骑精神摄影作品展”巡展在被誉为

“东方之冠”的中华艺术宫精彩展出。
随着来自锡林郭勒盟乌兰牧骑队

员长调、舞蹈、马头琴、手风琴的“快闪”
表演，由150多幅乌兰牧骑珍贵图片组
成的摄影展呈现在上海观众面前，展览
中几代乌兰牧骑队员跨越66个年轮的
温暖故事，如同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

1957年，全国第一支乌兰牧骑在苏
尼特右旗诞生。66年来，乌兰牧骑由创建
初期一驾马车上十几个人的文艺队，发展

为今天拥有75支队伍、3500多名队员，每
年演出超过 8000场的“红色文艺轻骑
兵”。这支队伍目前累计行程百万多公里，
为各族群众演出数十万多场次，观众总量
达数亿人次，把党的声音传到了草原深处，
把党的关怀送到了千家万户。

本次展览通过“乌兰牧骑的创立发展”
“乌兰牧骑的改革实践”“新时代的乌兰牧
骑”三个篇章，通过一张张生动的图片和一
个个鲜活的故事，全方位展示了乌兰牧骑
的发展历程和一代代乌兰牧骑队员的风
采，以浓郁的北疆草原气息和动静结合的沉
浸式展出风格深深地感动了每一位观众。

本次巡展随后将在北京、昆明巡回
展出。

“红旗耀轻骑—弘扬乌兰牧骑精神摄影
作品展 ”在沪讲述“ 北疆文化 ”故事

8 月 7 日，两列进京动车组列车在京包客运专线乌兰察布境内交汇。盛夏，内蒙古大草原迎来了最美季节，
为应对暑期旅游出行高峰，满足广大游客出行需求，中铁呼和浩特局实施“一日一图”，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
方案，加开多趟动车组列车，全力提升客运能力，为游客出行提供多样化选择。 本报记者 马骏驰 摄

加开列车 助力草原游

□本报记者 刘向平

“这样生动活泼的读诵，对低年级
学生的语言能力培养非常有效。”前来
参加包头市诵读联盟校展示暨培训系
列活动第二场——低段诵读教学成果
展示分享活动的昆区包钢二十六小二
年级教师牛佳说。

在本次活动中，市级首批经典诵
读种子教师、来自九原区世纪路一小
的吉鸿老师和她的“小芽儿班”的学生

们呈现了二年级《主题诗文诵读》下卷
《千字文》诵读指导观摩课。课上，吉
老师采用丰富多样的形式让学生达到
字正腔圆、熟读成诵，学生们在快乐诵
读中感受千古奇文的厚重与温度。

同样是市级首批经典诵读种子教
师，来自东河区公园路小学富力校区
的秦瑜老师和她的学生们呈现了一节
别开生面的“晨读对韵”成果展示课。
课上，秦老师用多样的形式带着学生
一起梳理了32段对韵歌中隐藏的文化
宝藏。学生们展示出的词汇量令在场

的人们惊奇，即兴口头表达呈现出的
流畅度、生动性令人赞叹。

据悉，包头市各中小学幼儿园师
生不仅常态化的以各种不同形式开展
阅读、诵读、演讲等活动，书法比赛也
成为师生们十分感兴趣的一项活动。

暑假前夕，包头市第一实验小学
举办的全校师生书写大赛，就在广大
师生和家长中产生了不小震动。伴随
着铃声的响起，全体语文老师、同学们
齐齐提笔，坐姿端正，静心书写。各年
级选取了教材中经典文学作品片段、或

者经典诗文作为比赛内容，年级统一格
式、统一标准。一笔一画，情感流于笔
端；一撇一捺，尽显汉字古韵。从每一
个字到每一幅作品，无不展现出孩子们
良好的书写习惯，也凝结着老师们日复
一日地辛勤指导，家长纷纷点赞。

“之所以举办这项活动，就是为了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发
广大师生对祖国的灿烂文化和语言文
字的热爱，助力坚定文化自信和中华
文明传承发展。”包头市第一实验小学
校长王冬梅说。

感受文字之美 尽享读书之乐

本报 8月 7 日讯 (记者 梅
刚）8月 7日，由内蒙古大学、国防科
技大学、麒麟软件有限公司联合研
发的银河麒麟桌面操作系统(蒙古文
版)V10发布，标志着我国拥有了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蒙古文操
作系统，填补了蒙古文信息技术的
多项空白。

据介绍，该系统集实用性、高性
能、创新性、可维护等优势于一体，
支持蒙古文文字输入、编辑和显示，
具有左竖式蒙古文垂直排版方式、
支持蒙古文编码国家标准和双语操
作界面、可适时切换系统语言等功
能，还提供了丰富的应用程序和资

源，为蒙古文用户带来了卓越、顺畅
的体验。

同时，该系统内置多款麒麟自
研应用组件提供完善平台支持和流
畅交互体验，内嵌奥云智能蒙古文
输入法、蒙古文竖排编辑器和蒙古
文AI工具箱，让用户更加便捷享受
蒙古文智能信息处理服务。

据了解，该系统的发布为内蒙古
及其他地区在多语种信息处理、移动互
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处理及核心技术
支撑体系等多方面提供了信息化基础
支撑，对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助
力信息化高质量发展，提升对外开放水
平，推动数字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银 河 麒 麟 桌 面 操 作 系 统
( 蒙 古 文 版 )V10 发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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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的额济纳旗东风镇骄阳如火，滚滚热浪让人连呼吸都觉得
有些困难。而在古日乃嘎查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一片梭梭林内，一
位穿着褪色的中山装，围着头巾的矮小老人一边擦着头上的汗珠，一
边弯腰给脚下的梭梭苗浇水。

这位老人就是被当地称为“治沙愚公”的图布巴图。他用 21年
的时间，在沙漠边缘种下了数千亩的梭梭林，筑起一道防风固沙的绿
色生态屏障。

“这段时间，额济纳旗的气温非常高，平均气温都在37摄氏度以
上，如果不及时浇水，这两年刚种下的梭梭苗很容易缺水死亡。”图布
巴图说。由于长期在野外种植、管护梭梭，70岁的图布巴图看起来比
实际年龄苍老，皮肤粗糙黝黑、头发花白，双手皲裂如同树皮，手上贴
着泛黄的胶布。“我和老伴每天都会用四轮摩托拉着几十个水桶，给
梭梭苗浇水，查看长势，一干就是一天。看着新种的梭梭长势越来越
好，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图布巴图说。

图布巴图生长在古日乃嘎查的一个普通牧民家庭。1976年，他从
甘肃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回到家乡工作。工作期间，他目睹了家乡生
态环境的日益恶化。肆虐的沙尘暴、逐渐缩小的古日乃湖绿洲，让他看
在眼里，疼在心上。

2002年退休后，图布巴图与妻子陶生查干留在古日乃苏木，在
沙漠中拉起了一道 10公里长的围栏，围封 2000多亩荒漠，开始种
树。“刚开始那几年真是艰苦，严重的干旱导致幼苗长不起来，有时勉
强长起来的树苗被牲畜偷啃所剩无几，真让人心急。”图布巴图说。

面对困难，夫妇俩没有放弃。总面积3.4万平方公里的东风镇，
年降水量不足37毫米，蒸发量却高达3700多毫米，植物生长条件极
为严苛，选择树种成了一个难题。“我在当地工作期间，曾试验多种栽
种方法和树种，发现最好活的是梭梭、沙拐枣、黄蒿、灰蒿，由此我选
择了梭梭，梭梭耐旱、耐病虫害，即使树心被虫子吃了，只要表皮连着
一点儿就能活。”图布巴图说。

为了买梭梭树苗，图布巴图和老伴拿出家里所有积蓄。种梭梭
对于图布巴图来说最难的还是水的问题，一棵梭梭浇一次就需要十
五六斤水，最开始，他们用压水机抽水，老伴一瓢瓢舀水灌到水桶里，
一桶水约 9斤重。图布巴图手提肩挑，在沙漠里负重徒步、担水浇
苗。3年后，实在担不动了，便买了一辆摩托车，可是摩托车在沙地
里很容易损坏。在近10年里，他已经骑坏了近20辆摩托车。

为了解决成活率的难题，图布巴图夫妇主动向专业技术人员请
教、查阅大量资料，并进行多种试验。久而久之，他们总结出了一套
自己的“种树经”：“春天风大，我们把梭梭苗泡在水里，等风势减弱
时，抢时间栽种。夏天是梭梭苗补水的季节，沙漠中的气温高，我们
就每天浇3次水。秋天、冬天主要是树木的管护工作，时不时地去林
地看一看，防止牲畜越栏偷啃梭梭苗。”

种树不仅费时费力还需要资金的投入。老两口本来可以用自己
的退休金生活得很好，可这些年来，他们省吃俭用，为买树苗、网围
栏、浇水车、汽油等投入了100多万元。

长期野外劳作让图布巴图身患重病，2009年接受手术治疗后，医
生叮嘱他要好好休养，避免重体力劳动。可是图布巴图放不下自己亲
手栽种的这片绿洲，在家里休养了一个月后，就再一次回到了他的“战场”。2012年，
老伴陶生查干突发脑溢血，一度病危，图布巴图担负起了护理重任，一边悉心照顾老
伴，一边还要植树造林。在他的精心照料下，老伴的身体逐渐康复，康复后的她又跟
着图布巴图走进了沙漠……

21年来，图布巴图以愚公之志、坚毅之行，种植梭梭4000多亩近 20万株。如
今，4000多亩梭梭苗都已长大成林，在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筑起了一道绿色屏障。“作
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有义务治理沙害，守护家园。在我有生之年，会继续种下去，改
善家乡生态环境是我和老伴最大的心望。”图布巴图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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