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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 100
周年之际，我代表党中央，向全国考古工作者致以
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
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
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

希望广大考古工作者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

感，发扬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
统，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努力建设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展示中华文明
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
2021 年 10 月 17 日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7 日电）

习近平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
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贺信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7 日电 在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
现代考古学诞生 100 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向全国考
古工作者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100 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
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
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
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希望广大考古工作者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发
扬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继续探索未知、
揭示本源，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贺信全文另发）

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 100周年纪念大
会17日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开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
物局、河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1921年10月，河南省渑池
县仰韶遗址发掘，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

习近平致信祝贺仰韶文化发现和
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 100 周年强调

发扬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
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10 月 14 日拍摄的伊金霍
洛 旗 环 城 水 系 景 色（无 人 机
照片）。近年来，鄂尔多斯市
伊金霍洛旗持续推进煤矿疏
干 水 综 合 利 用 工 程 ，将 净 化
达标后的疏干水引入城区生
态水系，用于园林绿化、城市
清 洁 等 方 面 ，助 力 美 化 城 市
宜居环境。

新华社发

综合利用疏干水
美化环境更宜居

本 报 10 月 17 日 讯 （记 者 李
晗）10 月 14 日，内蒙古军区举办“北疆
卫士心向党”主题文艺演出，来自全区部
队各条战线的文艺骨干和乌兰牧骑民兵
分队协力为官兵们奉献了一场主题鲜
明、内涵丰富、精彩绝伦的文艺盛宴。

内蒙古军区政治委员杨小康、副政
治委员张文辉出席活动。

该场文艺演出以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为引
领，着眼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把坚定维护

核心、坚决听党指挥贯穿始终。晚会以
开场歌舞《我宣誓》为序，分为“再出发”

“为打赢”“北疆颂”3 个篇章，以歌曲组
唱、情景朗诵、小品快板等节目形式，生
动展现了全区官兵紧跟强军兴军伟大进
程，在重塑重构中开新图强、在向战为战
中勇担使命、在聚力主业中砥砺前行、在
守望相助中强固北疆，推进新时代国防
动员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所走过的不平
凡的奋斗历程。最后，演出在雄壮的《强
军战歌》大合唱中圆满落幕。

内蒙古军区举办“北疆卫士
心向党”主题文艺演出

杨小康出席

□本报记者 韩雪茹

金秋季节，天高气爽。阵阵秋风
给锡林郭勒大草原披上了彩色外衣，
肥硕的牛羊悠闲地吃草，宁静的草原
有了几分热闹的气息。

“ 你 看 这 片 黄 花 苜 蓿 ，都 是 野 生
的，这几年特别多！”锡林浩特市贝力
克牧场的牧民罗菁开心地说，“还有，
这个是蒙古黄芪，几十年没见着了，这
两年又有了。”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
励政策实施后，罗菁家的草场被划入
禁牧区，他用禁牧补贴的资金从其他
牧场租了 6000 亩草场来放牧，自己家
的草场得以“带薪休假”。

据了解，2011 年起，国家在内蒙古
等主要草原牧区全面实施草原生态保
护补助奖励政策，该项政策覆盖内蒙
古 12 个盟市、2 个计划单列市的 76 个
旗 县 市 区 。 10 年 来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4.05 亿亩重度退化沙化、具有特殊功能
及保护区内的草原通过禁牧得以休养
生息，6.15 亿亩草原通过草畜平衡得以
合理利用，每年有 140 多万户、490 多
万农牧民从中受益。

跟踪记录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
政策实施后牧民家庭的变化，是中国
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补奖政策评估
小 组 一 项 很 重 要 的 工 作 。 2021 年 8
月，评估小组又一次来到了位于呼伦
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南部的罕达盖苏
木巴音布日德嘎查。

来到朝格图家时，正好碰到他刚
刚从旗里采购了一些日用品回到家。
朝格图今年刚满 33 周岁，评估小组已

经连续 10 年跟踪他家了。10 年前第
一次见面时，还没有实施补奖政策，他
家养了 30 头牛、50 只羊，蒙古包不远
处是用木头临时围起来的“棚圈”，摩
托车是他出远门的唯一交通工具，人
畜喝水要架着牛车去几公里外的大口
井拉，生产生活条件很艰苦。

如 今 再 看 ，眼 前 是 明 亮 的 红 砖
房，房前停放着小轿车、摩托车，不远
处有一座暖棚，棚前摆放着打草机和
一辆皮卡车，另一边围栏不远处是一
座小小的机井房，这一家子生活真是
变了样。

“今年价格不错，我打算卖 35 头牛
犊。去年补奖的钱发下来后，我们早

早地备足了饲草料，今年牛犊子生下
来就大。”朝格图开心地说。

补奖政策实施以前，朝格图家没
有钱储备越冬草料，加上棚圈设施差，
家畜始终在夏饱、秋肥、冬瘦、春死的
圈子里恶性循环，因为饲养不善、营养
不良，母畜怀孕和产犊（羔）率很低，辛
苦一年到头来卖不掉几头牲畜，生活
一直很困难。政策实施后，他家 3000
亩草场被划为禁牧区，4644 亩草场划
入草畜平衡区，一年能拿到 6 万多补奖
资金。近些年，他用奖补资金盖了暖
棚、改良了牛的品种，并且开始每年储
备饲草料，走上了精准养殖的道路，家
畜生产性能显著提高，每年光牛犊就
能卖三四十万元，家庭收入明显提高。

看着不远处的 200 多平方米的暖
棚，朝格图感慨地说：“如今不仅我们
自己家享受到小康生活，家畜也跟着
享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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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转型 草原底色更浓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助力生态、生活、生产“三生”共赢

本报 10 月 17 日讯 （见习记者
王坤）记者从 10 月 17 日举办的健康中
国促进行动暨年度指数发布大会了解
到，《“健康内蒙古 2030”建设蓝皮书

（2021）》发布。
据了解，《“健康内蒙古 2030”建设

蓝皮书（2021）》（以下简称“蓝皮书”）
由中国经济信息社、自治区卫健委、健
康内蒙古行动推进中心联合发布，从

健康生活、健康服务、健康环境、健康
产业、体制创新五个方面，分析总结

“健康内蒙古行动”阶段性成果。
蓝皮书显示，我区重点关注妇幼、

中小学和老年群体，积极开展心脑血
管、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等疾病防治行
动，丰富医疗卫生资源，提高健康服务
水平。各盟市积极提高城乡适龄妇女
自我保健意识。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

在全国率先推广免费接种宫颈癌疫苗。
蓝皮书指出，我区有效开展健康

环境促进行动和控烟行动，提高卫生
健康环境保障能力，加强食品药品监
管，全方位改善群众生活环境。目前
已建成多个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卫生
乡镇（县城）。持续推进中医药（蒙医
药）标准化项目，制定国家中药标准 2
项、中药材（蒙药材）栽培技术规程地

方标准 14 项、中药材种子种苗团体标
准 5 项，普查中药材（蒙药材）资源，推
动医药产业发展。

蓝皮书还对我区医疗信息化发展
进行了专题研究，分析了我区互联网+
医疗健康现状，并从医疗大数据治理、
医疗产业集聚升级、打造全产业链生
态系统等方面，为我区医疗信息化产
业发展提出建议。

《“健康内蒙古2030”建设蓝皮书（2021）》发布

本报 10 月 17 日讯 （记者
霍晓庆）10 月 14 日，记者从自治
区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十四五”期间，我区
将坚持保护与治理并重，宜林则
林、宜草则草、宜荒则荒，科学推
进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到 2025

年 ，将 完 成 沙 化 土 地 治 理 任 务
2650 万亩。

对已治理的沙化土地，要加
大荒漠植被保护力度，促进荒漠
生态系统修复，巩固建设成果。
对可治理的沙化土地，在全面保
护荒漠植被基础上，因地制宜、

因害设防进行规模化集中治理，
提高沙区综合植被盖度。对沙
化 严 重 ，暂 不 宜 治 理 的 沙 化 土
地，要优化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
布局，扩大沙化土地封禁保护规
模，提升封禁保护质量，促进沙
区植被恢复。

到2025年，我区将完成
沙化土地治理2650万亩

本报 10 月 17 日讯 （记者 冯雪
玉）10 月 17 日，“重走昭君和亲路 重逢
美丽敕勒川”文旅快闪活动启动仪式在
内蒙古昭君博物院举行。

据悉，本次“重走昭君和亲路 重逢
美丽敕勒川”文旅快闪活动，旨在感受
昭君文化的独特魅力，增强多地昭君
文化之旅的互动体验。本次活动的第
一站是昭君出生地湖北宜昌，然后到
陕西西安的城墙下，辗转经过陕西榆
林、内蒙古鄂尔多斯、包头，最后重回
呼 和 浩 特 。 届 时 ，将 举 行“ 爱 上 敕 勒
川”群星演唱会。据了解，昭君文化有

着 厚 重 的 民 族 底 蕴 、广 泛 的 群 众 基
础。呼和浩特市文旅部门将通过本次
活动强化区域了解，加强信息沟通，实
现区域合作、优势互补，不断扩大市场
影响力，提升并延长旅游产业链，形成
自身特色的文化旅游产业。

呼和浩特市目前正在打造以生活
消费中心、休闲度假中心为引领的文化
旅游产业，不断挖掘呼和浩特独特的人
文历史资源、自然景观资源，建设“一
南”黄河景观文化旅游区和“一北”敕勒
川草原景观文化旅游区，让呼和浩特成
为各地游客打卡地的最佳选择。

“重走昭君和亲路
重逢美丽敕勒川”活动启动

本报呼伦贝尔 10 月 17 日电 （记
者 李玉琢 通讯员 唐尧）面对当前
电力负荷增加、煤炭供应缺口大等复杂
形势，华能集团扎赉诺尔煤业有限公司
按照“保重点、重点保”的原则，多措并
举保障电厂“口粮”充足供应。9 月份以
来，企业累计生产煤炭 205.19 万吨，外
运煤炭 180.26 万吨。

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扎煤公司认
真梳理影响生产各环节的“难点”和“堵
点”，根据煤炭市场需求变化，加快各矿
工作面安装、回撤等工作进度，保证煤
炭产量。各生产矿结合生产实际，推行

设备包机制和预防性检修，消除设备隐
患，严控非停时间，减少生产影响，提高
设备检修保养质量，持续保持设备安全
高效运行。根据采区地质条件，各生产
矿按照煤层赋存变化合理调整开采层
位，严控防尘水等各种水源，降低原煤
的水分含量，对块煤筛选系统进行改
造，减少皮带运输环节和入仓过程中块
煤损耗。

扎煤公司着力提升供煤质量，通
过完善商品煤考核管理办法，强化监
督 ，明 确 责 任 ，将 煤 质 管 理 压 力 层 层
传递。 ■下转第 2 版

扎煤公司多措并举力解电厂燃“煤”之急

□本报记者 刘向平 通讯员 沈玥

仲秋时节，包头市达茂旗乌克忽洞
镇碾草湾村天已转凉，成熟的农作物在
田地中摇曳。天刚蒙蒙亮，村民张美玲
夫妇就开始下地干活，放羊、收草、割
麦，两个人动作利索、有条不紊。

记者在张美玲家中看到，干净整洁
的新房子里净水装置、水冲厕所一应俱
全，老两口还在家里安上了 wifi，农闲时
候也会刷刷短视频、和孩子在网上聊聊
天。能过上如今这样安逸的好日子，这
是张美玲夫妇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张美玲夫妇都身患残疾，2015 年
建档立卡被识别为贫困户，村委会给家
里送来了猪崽儿、羊崽儿、鸡崽儿，入股
了村里的合作社，还给张美玲找了个村
里的公益岗，凭借这些帮扶好政策和老
两口的踏实肯干，2019 年，张美玲一家
顺利摘下了贫困户的帽子。

“还是得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
啊，日子越过越有盼头了，我们老两口
就想趁着还能干得动，再加把劲儿，让
生活越过越好！”坐在沙发上的张美玲
兴致勃勃地说。

碾草湾村地处乌克忽洞镇西北部，
2013 年被确定为自治区贫困村，这里
地形以坡地丘陵为主，水浇地少，常住
人口年纪偏大，如何摘掉贫困村的帽
子，成了摆在碾草湾村干部面前的大难
题。“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驻村
工作队和村“两委”集思广益，因地制
宜，决定转变发展思路和方式，使帮扶
措施由“输血式”向“造血式”转变，同时
实施科技帮扶，强化农业科技成果的转
化应用，鼓励农民使用农业优势新品
种，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电商等新型
经营主体，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

2017 年，张毅通过招商引资来到碾
草湾村，成立了毅恒盛农牧业有限责任
公司，从此在这里扎下了根。4 年过去
了，毅恒盛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已经从
当时只有不到 30 头猪，发展成为 500 多
头育肥猪的成熟企业。一花独放不是
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下转第 2 版

碾草湾村：芝麻开花节节高

碾草湾村一角碾草湾村一角。。 沈玥沈玥 摄摄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