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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9 月 3 日讯 （记者 海
军 薛一群 徐跃 实习生 崔春
梅）8月 28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行业系统单位分众化
宣讲持续进行。自治区工会系统宣
讲团深入乌兰察布市和通辽市进行
宣讲，将全会精神传递到广大电力职
工心中。

在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乌兰察布供电分公司，自治区工
会系统宣讲团成员、鄂尔多斯市准格
尔旗薛家湾镇副镇长、迎泽街道南苑

社区居委会主任、党的二十大代表、
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邓郁以《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努力构
建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新格局》为
题，围绕深刻理解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的重大意义，坚定进一步深化改革
信心；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深
化改革，全面把握会议公报重点；深
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八次
全会精神，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
新篇章等内容进行了精彩宣讲，大家
纷纷表示收获满满，深受鼓舞。

现场聆听宣讲的乌兰察布供电公
司新时代讲习团成员刘霞说：“作为一
名基层宣讲员，我会将理论宣讲与实
际工作岗位相结合，用生动形象的故
事阐释理论，让理论宣讲深入人心。”

在通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自治
区工会系统宣讲团成员、通辽第五中
学教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徐
吉明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围绕深刻认
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意义、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原则等方面，对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行了系
统阐述解读。

聆听宣讲后，通辽热电有限责任
公司供热一分公司供热一所副所长董
天生深受启发，他说：“我们要牢固树
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倾听群众
的声音，把群众的需求和意见作为供
热工作改进和努力的方向。在日常的
供热工作中勇于担当、克服困难，在保
供工作中发光发热，为推动供热领域
提质增效作出自己的贡献。”

自治区工会系统宣讲团走进乌兰察布市通辽市开展分众化宣讲

本报 9 月 3 日讯 （记者 许
敬）9月 3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自治区宣讲团深入内蒙
古日报社进行宣讲。

自治区宣讲团成员、自治区党委
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杜轶鑫以
《领会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题，从深刻
领会和把握三中全会的主题，深刻领

会和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
大意义、指导思想、目标原则、重大举
措以及贯彻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八次
全会精神、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
新篇章等方面作了深入系统的讲
解。宣讲报告主题鲜明、脉络清晰、
重点突出，既有思想高度、理论深度，
又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践性。

内蒙古日报社全媒体经济新闻中

心主任李霞说：“作为党媒工作者，一方
面，我们要传播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精神，把‘国之大者’与‘民之关切’融
会贯通，让全会精神在生动化、具象化
的传播中引发共鸣，为自治区办好两
件大事、实现闯新路进中游目标，书写
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凝聚磅礴
力量。另一方面，我们要落实好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构建适

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
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要求，
进一步加强内容生产供给侧改革，把
互联网思维和信息技术应用系统贯穿
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把改革创新
贯穿媒体生产和传播工作全过程，把
新质生产力转化为新质传播力和媒体
引领力，打造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
影响力、公信力的新型主流媒体。”

自 治 区 宣 讲 团 走 进 内 蒙 古 日 报 社
本报9月 3日讯 （记者 宋爽）

9 月 3日，九三学社内蒙古区委会成立
40周年庆祝大会在呼和浩特举行。

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
主席兼秘书长刘晓梅，自治区党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郑宏范出席会议并分
别讲话。

刘晓梅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向大会
表示祝贺，她希望九三学社内蒙古区委
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部

署和自治区重点工作任务务实建言,
为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
章献计出力。

郑宏范希望九三学社内蒙古区委
会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
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八次全会精神，发挥
界别优势，深入调查研究，为自治区办
好两件大事、实现闯新路进中游目标作
出新贡献。

会上对先进个人和入社40年老社
员进行了表彰。

九三学社内蒙古区委会成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举行
刘晓梅郑宏范讲话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本报呼和浩特 9 月 3 日
讯 （记者 刘洋）记者 9月 3
日从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
了解到，日前，呼和浩特经济技
术开发区管委会、呼和浩特城
市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与北京低空经济产业发展联盟
签署发展低空经济合作协议。

本次战略合作将充分发挥
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白塔
空港物流园的区位优势、工业
园区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优势以
及呼和浩特市交投集团所属白
塔机场搬迁后释放的旧机场空
域管理、服务保障、基础设施等
软硬环境优势，结合北京低空
经济产业发展联盟产、学、研、
用协同平台优势，三方将在低
空经济应用领域开展深入合
作，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互利多赢，共同推动低空经济
综合性业态快速发展。

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
区积极发展低空经济是落实
自治区和呼和浩特市打造经
济新增长引擎的重要产业之
一，同时也是抢抓新发展机
遇，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
要举措。此次签约后将结合
三方优势，聚拢产业上下游资
源，共同整合优质的低空经济
产业资源，实现低空经济产业
快速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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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9月 3日讯 （记者 马芳）
9 月 3日，由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
社、自治区文联、自治区民委、自治区团
委、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主办的《“石榴
籽”绘本丛书第二辑“美丽中国”》捐赠
活动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第一实验小
学举行，为呼和浩特市小学生送去 500
套开学礼物。

据了解，《“石榴籽”绘本丛书》（第
一辑）自2022年出版发行以来，受到广
大读者尤其是少年儿童喜爱。在此基
础上，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民委、
自治区文联组织策划编写了《“石榴籽”
绘本丛书第二辑“美丽中国”》，于9月 3
日发行。这套绘本丛书分为1个总册和
9个分册，总册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展现

伟大祖国的壮美山河、灿烂文化、科技
成就等，分册遴选9个极具代表性的中
国地理景观、中华文化符号，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和青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方
式形象化呈现，引导孩子们在轻松愉快
的阅读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
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认同。

收到这份礼物，同学们迫不及待地
阅读起来。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第一实
验小学执行校长郭丽敏说：“这套绘本
对我们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教育意义非常大，我们将通过师生共
读、亲子共读等活动让更多人了解这套
绘本，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师生
心间。”

呼和浩特市小学生喜提开学礼物

《“石榴籽”绘本丛书第二辑“美丽中国”》送进校园

本报阿拉善 9 月 3 日电 （记者
刘宏章）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
提升项目在阿拉善推广以来，全盟 35
所幼儿园和原民族语言授课学校积极
推动该项目与保育保教、日常教育教学
深度融合应用，扎实推进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应用高质量发展。

依托智能助教系统提升学前儿童
国通语水平，该盟紧紧把握学前儿童学
习语言关键时期，全面落实学前儿童学

习国家通用语言工作要求，各项目幼儿
园教师依托学前智能助教系统开展保
育保教活动，持续发挥学前智能助教系
统的功能作用，为学前儿童营造规范的
语言学习环境，有效提升幼儿国通语应
用能力。2024 年上半年，学前智能助
教系统参用率达50.38%。

该盟于今年5至6月组织完成了全
盟2024年春季学期国通项目校（园）师
生普通话水平监测， ■下转第4版

阿拉善盟扎实推动师生国通语应用能力提升

□本报记者 张璐

9月 3日，“失业保险金待遇调整让
我每月多了99元的收入，这份意外温暖
了我。”刚领到失业保险金的纳荷雅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她目前还在求职过渡期。

锡林郭勒盟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
张敬介绍，此次失业保险金标准调整
严格依据《内蒙古自治区失业保险实
施办法》及自治区相关政策要求，各级
经办机构高效行动，近日新标顺利落
地。目前，惠及全盟 1241 名失业人
员，月增发总额达 12.29万元。

据悉，内蒙古自治区新修订的《内
蒙古自治区失业保险实施办法》自2024

年8月1日起施行，具体为第一个月至第
十二个月发放标准由自治区最低工资一
类地区全日制用工月最低工资标准的
90%提高至95%，金额由1782元提高至
1881元；第十三个月至第二十四个月由
自治区最低工资一类地区全日制用工月
最低工资标准的80%提高至85%，金额
由1584元提高至1683元。这一调整不
仅直接提升了失业人员的生活水平，更
是对失业保险制度防失业、保生活、促就
业功能的生动诠释。

“我盟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将持续加
强政策宣传与解读，利用信息系统优化
服务流程，确保失业保险金精准高效送
达每位失业人员手中，充分发挥其保障
民生、促进稳定的积极作用。”张敬说。

锡林郭勒盟失业保险金新标落地

9月 3日，在乌海市乌达区惠民餐厅内，工作人员正在征集老人对餐食的意见。据了解，乌达区通过建设“六级六
边”全域性标准化社区养老服务网络，累计建成投入运营各类养老服务设施 37个，包括区级智慧养老指挥调度中心 1
个、镇街道养老服务中心 8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16个、中央厨房 2个、惠民餐厅 8个、养老机构 2家，基本实现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全覆盖。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打造全域性标准化社区养老服务网络

本报巴彦淖尔 9月 3日电 （记
者 图古斯毕力格）9月 3日，2024年
自治区推进种业振兴暨“看禾选种”平
台观摩周活动在巴彦淖尔市启动。

据悉，“看禾选种”平台作为自治
区落实种业振兴行动的一项具体措
施，是连接科研育种和农业生产的关
键枢纽，是融通种业创新和农民增收
的重要支点，是推出大品种和扶强大
企业的重要平台。“看禾选种”工作为
广大农民遴选推介优质高产品种，帮

助企业通过“看禾选种”实现“看禾订
种”，从根本上解决了品种“井喷”、农
民选种难的时代课题，受到社会各方
高度关注，也得到育种家、企业家和农
牧民的一致好评。

“‘看禾选种’平台实施以来，围绕
我区特色产业重点，连续 3年打造了
60个‘看禾选种’平台，面向全国征集
农作物优良品种近7000个，发布优良
品种推介目录，推介优良品种 207
个。‘看禾选种’为粮食单产提升注入

了‘芯’动能。”自治区农牧业技术推广
中心种业发展处副处长苏敏莉表示。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有序推进种
业振兴行动，加快优良品种培育，持续
提高种业科技创新能力。近 3年，全
市累计培育农作物新品种101个。从
2022 年开始，每年稳定建设农作物

“看禾选种”平台 6 个，围绕小麦、玉
米、向日葵、瓜菜等主要农作物品种，
累计展示面积 3164 亩，展示新品种
716 个，筛选出适宜当地种植的农作

物优良品种19个。
当日，与会人员深入巴彦淖尔国

家农高区自治区级“看禾选种”综合平
台、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耐盐碱品种
筛选与展示平台、黄河流域西北地区
种质基因库和现代产业园等地，调研
了解辣椒、玉米、葵花、小麦等作物“看
禾选种”示范效果和耐盐碱品种种植
效果，以及种质基因库建设情况。全
区 5个盟市作了落实种业振兴五大行
动典型交流发言。

自治区推进种业振兴暨“看禾选种”平台观摩周活动启动

本报 9月 3日讯 （记者 宋爽）
9 月 3日，“石榴花开·籽籽同心”网络主
题活动启动仪式在呼和浩特举行。此
次活动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指导，
自治区党委网信办主办，呼和浩特市委
网信办和乌兰察布市委网信办承办。

在接下来的 4天时间里，来自人民
网、新华网、央视网等中央和自治区媒
体的记者，将深入呼和浩特市和乌兰察

布市开展采访活动。
本次活动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聚焦内蒙古经济
社会发展、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生态文
明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旨在运用融合传
播、全媒表达的方式，讲好干部群众手
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的动人故事，持续有效地向全世界展示
民族团结、幸福和美的内蒙古。

“石榴花开·籽籽同心”网络主题活动在内蒙古启动

本报 9月 3日讯 （记者 王坤）
9 月 3日，“内蒙古印象：长城与黄河在
这里拥抱”融媒推介活动在内蒙古呼和
浩特市启动，来自全国11个省区市“学
习强国”学习平台的编辑、记者共30余
人参加。

本次活动由实践杂志社主办，“学
习强国”内蒙古学习平台承办，呼和浩
特市委宣传部、包头市委宣传部、鄂尔
多斯市委宣传部协办，山西、上海、山
东、河南、福建、广东、海南、陕西、甘肃、
青海、新疆 11家“学习强国”省级平台
参与联动。

长城逶迤，大河悠悠。内蒙古现有
长城 7500多公里，长度和朝代跨度均
居全国第一。黄河流经内蒙古843.5公
里，是黄河“几字弯”的核心地带。令人
叹为观止的是，在内蒙古地区，长城与
黄河有五次拥抱，绘就了长城文化与黄
河文化融合发展的壮美画卷。在接下
来的几天里，“学习强国”各省区市编辑
记者将走进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

多斯市，实地调研内蒙古博物院、固阳
县秦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准格尔黄河大
峡谷、清水河县老牛湾、清水河县明长
城国家文化公园等地，共同讲述长城内
外、黄河两岸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感
人故事，展现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牢记
嘱托、感恩奋进，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为主线，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
内蒙古新篇章的生动实践。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全国各地的
人们能够关注内蒙古，更多地了解内蒙
古的长城文化和黄河文化，进一步打响
我们的北疆文化品牌。”内蒙古实践杂
志社副总编辑、学习强国内蒙古学习平
台总编辑唐勇说。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内蒙古，刚刚
参观完内蒙古博物院，在这里就已经感
受到了内蒙古文化的博大精深，希望通
过进一步的调研采访，用自己的镜头和
笔触，把底蕴深厚的内蒙古文化带给我
们陕西的用户。”学习强国陕西学习平
台编辑张倩说。

“内蒙古印象：长城与黄河在这里拥抱”融媒推介活动开启

□本报记者 冯雪玉 通讯员 徐振辰

9月 2日，第八届内蒙古自治区文
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落下帷幕。2万平
方米、10大展区，来自 20余个国家和
地区、全国 25个省（区、市）及内蒙古
12盟市的500家企业齐聚现场，以“打
响北疆文化品牌 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为主题，为观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
的文化盛宴。

5天时间里，文博会热闹非凡、人
潮涌动，吸引超 25万人次观众到场参
观；现场交易火爆、签约不断，实现总
交 易 额 2146.62 万 元 、合 同 订 单 额
7255.17 万元。宾朋纷至、客商云集，
一批代表性新文创、新技术、新场景集
中亮相，展商规模、观展人数、交易成
果均创新高，数字化、国际化、专业化
水平显著提升，赢得了广大参展商和
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文博会聚力打响北疆文化品牌，
传承北疆文化根脉，展现北疆文化魅
力，提升北疆文化知名度、影响力。透
过文博会的火热，可以窥见内蒙古文

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及北疆文
化引领产业发展的无限可能。

传承创新，绽放北疆
文化时代华彩

本届文博会精心策划推出北疆文
化主题展区，通过“赓续红色血脉”“我
和草原有个约定”“在希望的田野上”

“魅力‘几字弯’”“长城两边是故乡”五
大版块，绘就北疆文化多彩画卷。展
会现场，一批彰显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具有北疆文化特色的非遗、手工艺产
品变身“时尚潮品”，圈粉无数。传承
千年的计氏羊皮画“妙笔生画”，创新研
发羊皮书画纸，轻薄如纸、细腻如棉，获
20项自主知识产权，受到海内外客商喜
爱。“内蒙古守艺”品牌通过对材料包及
文创产品进行主题系列化开发设计，推
动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大众生活。在内
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区，通过“同乐
共舞”“指尖技艺”“文脉共续”三大版
块，让观众感受非遗之美。

各盟市展位齐心唱响北疆文化主
旋律，通过海量产品、丰富演艺、多元

互动，有形有感有效展示北疆文化丰
富内涵、深厚底蕴、时代价值。青城十
六景折叠灯、蒙古包加湿器、红山玉
龙流沙灯、马头琴音乐盒、微缩蒙古
包、锡林浩特火山群香薰……一批时
尚精美的文创产品深挖内蒙古文化资
源，创意吸睛、备受青睐。原生态组
合《敕勒川赞》、舞蹈《美丽的草原我
的家》、歌舞表演《鸿雁归来赞北疆》、

“秦风魏韵”组合演奏会及呼麦、马头
琴、民歌、小提琴、长笛、漫瀚调展演等
多形式演艺活动接连登场，将文博会
的氛围推向高潮，以文化人，让北疆文
化浸润人心。

数字赋能，勾勒文化
产业蓬勃发展图景

本届文博会突出数字赋能，新质
生产力成为现场热点。新技术、新应
用、新场景随处可见，为观众带来前所
未有的观展体验，更拓展了文化产业
的无限可能。

在北疆文化主题展区，由民族文
化产业研究院带来的全息舱展项，让

马头琴传承人与数字人同框合奏、完
美配合，提供了数字技术传承保护非
遗文化的新思路；在鄂尔多斯展位“暖
城遗珍”交互体验区，观众只需通过
握拳、滑动等简单手势，即可无接触
三维操作藏在博物馆中的千年文物；
走进通辽展位，“从西辽河到大中华”
数字长廊让观众犹如穿越时空隧道，
沉浸浩瀚西辽河文明；在锡林郭勒展
位，VR 骑马体验区吸引观众排起了
长队……文博会用数字赋能，丰富北
疆文化的展示形式，赋予北疆文化新
的创意和活力，促进文化的创新传承。

本届文博会立足内蒙古、面向全
国，特别邀请了丝路视觉、浪潮科技、
当红齐天、励丰文化、大连博涛等一批
头部数字企业参展，集中展示国内前
沿的文物数字化、文旅数字场景应用、
文旅装备技术和成果，为观众带来炫
酷“黑科技”的同时，展现文化领域新
质生产力广阔发展前景，深化区内外
文化数字领域交流合作，助力内蒙古
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
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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