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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党组成员刘晓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3年2月5日在呼和浩特逝世，享年90岁。

刘晓旺，男，汉族，1933年 11月出生，河
北安新县人。1949年8月参加工作，1950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5月至1953
年 11月，任原归绥县团委书记；1954年 7月
至 1982年 3月，任包头市团委副书记、革委
会直政组副组长及文教工委副主任、教育局
副局长、安置办副主任、团委书记、固阳县委
书记；1982年 3月至1983年 4月，任自治区
体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3 年 4 月至
1988年 9月，任阿拉善盟盟委书记；1988年
9月至1993年 5月，任自治区民政厅党组书

记、厅长；1993年 5月至 1998年 1月，任自治区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
组成员；2001年6月离职休养。

刘晓旺同志是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内蒙古自治区第八届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

刘晓旺同志逝世

本报3月 22日讯 （记者 冯雪玉
实习记者 孙柳）3月 21日，自治区文化
和旅游厅公布了 2023年内蒙古春季网
红打卡榜单，15个网红打卡地上榜。

据了解，此份榜单经过多层评选，最
终确定，它们分别是：呼和浩特伊利全球
智能制造产业园、包头乔家金街、鄂尔多
斯康巴什旅游区、呼伦贝尔中国达斡尔
民族园、呼伦贝尔扎兰屯市映山红生态公
园、兴安盟阿尔山鹿角湾温泉度假营地、
通辽市奈曼旗宝古图沙漠旅游区、赤峰红

山文化博物馆、赤峰上京辽文化产业园
区、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图书馆、乌
兰察布集宁路文化商贸旅游区、巴彦淖尔
黄河湾步行街、巴彦淖尔乌梁素海生态旅
游景区、乌海市内蒙古小三线军工文化
园、阿拉善额济纳旗古居延泽景区。

15个春季网红打卡地不仅有自然
景观、文化艺术街区园区，还有酒店及精
品民宿、新消费场景等新旅游业态。网红
打卡地的推出让游客有了更多选择，也让
全区文旅资源聚起来、热起来、活起来。

内蒙古发布15个春季网红打卡地

本报通辽3月22日电 （记者 薛
一群）3月 22日，2023年通辽市招商引
资项目春季集中签约大会举行。

自治区党委常委、通辽市委书记孟
宪东出席会议并致辞。

孟宪东指出，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
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活力之本，

通辽各级党委、政府及各有关方面将倍
加珍惜投资者的信任和重托，真正把企
业家当作“自己人”，倾心竭力抓服务，认
真负责解难题，群策群力强保障，推动签
约项目尽快落地、顺利建设、早日达产。

会上，133 家企业签约 143 个重点
项目，总签约额1027.15亿元。

2023 年 通 辽 市 招 商 引 资 项 目
春 季 集 中 签 约 大 会 举 行

孟宪东致辞

全国两会胜利闭幕后，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北方
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防务事业部502车间高级技师刘
彦冰返回工作岗位，他一刻都没有松懈，第一时间向工
友分享参会感受，传达两会精神。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支持和突出企业科技
创新主体地位，加大科技人才及团队培养支持力度，这
是我们青年一代产业工人需要非常重视的一个重要任
务。我认为产业工人首先要有不断创新的工匠精神，积
极参加各类竞赛比武活动，通过实践不断积累工作经
验，还要多关注行业动态，才能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
行业竞争力，成为行业的领军人才，为国防事业做出贡
献。”刘彦冰结合亲身经历向工友宣讲两会精神。

在一旁聆听的防务事业部团委书记吕佳雯颇有感
触：“刘彦冰在宣讲中提到的青年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
让我印象深刻，作为一名基层团干部，我将带动团员青
年们真抓实干，立足岗位，开展好创新创效活动，为企
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青年人应有的力量。”

这段时间，刘彦冰所在的防务事业部 502车间生
产任务十分繁重，公司正研制的某项科研产品，一半以
上的工序需要在这里完成。刘彦冰和工友一起加班加
点，改进刀具，研究出花键键槽加工方法，解决了异性
槽加工复杂的难题，提高了加工效率。

刘彦冰说：“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要不断在产品质
量上下功夫，加大科技创新的能力，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作为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刘彦冰对一线工
人的培养有着自己的见解。“在我看来，高技能人才是
新时代技术工人的核心力量，是企业发展的主力军，是
推动技术创新和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力量。我建
议建立高技能人才培养长效机制，出台对高技能人才
培养的激励扶持政策，加大专项资金投入，建立高技能
人才培训基地，培养更多的大国工匠。”

曾荣获包头市五一劳动奖章、内蒙古技术能手、全国技术能手等称号的刘彦
冰，现在是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最年轻的高级技师，也是公司最年轻
的全国人大代表。

“我取得的每个成绩，都得益于组织的培养和关怀。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对
技能人才的培养，只要肯埋头努力，发扬工匠精神，一线工人也可以大有作为，在
技能成才、技能报国道路上同样可以演绎出精彩人生。”刘彦冰对此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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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就在身边

□本报记者 刘宏章

阳春三月正是阿拉善右旗阿拉腾
朝格苏木农牧民春忙的季节，也是该苏
木党委书记王强元最忙的时候。这几
天，王强元一直走嘎查入牧户了解农牧
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唯有把农牧民
群众装在心里，把他们想要解决的实际
困难了解透彻，才能更好地把全苏木工
作做出成效。”王强元说。

王强元自2019年到阿拉腾朝格苏
木任职以来，他坚持 1/3工作法，坚信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无论风雪扬
沙等恶劣天气，做到工作的三分之一时
间在基层一线访民情，到偏远艰苦的农
牧区从农牧民中了解真实情况，将了解
的各类问题进行归纳分类，第一时间给
予反馈回应；并根据农牧民需求，统筹
调度，进一步提升农牧区生产生活条
件。在王强元带领的苏木党员、团员青
年等志愿服务队的共同努力下，解决了
一大批农牧民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忧心
事、烦心事，共完成农牧区安全饮水工
程、通网电、修缮道路等为民办实事项
目 50余件，开展各类志愿服务 100多
次，受益群众1200余人次，一件件暖心
志愿服务温暖着农牧民的心，获得了农
牧民的赞誉。

“王书记可是我们农牧民心中的

‘贴心人’‘活雷锋’，近年来，他给我们
办了许多好事实事。就拿嘎查通网电
这件事来说，自从通了大电，不仅改善
了我们的生活质量，同时也降低了生
产成本，也让农牧民的干劲更足了。”
阿拉腾朝格苏木呼和乌拉嘎查牧民布
和都林说。

在着力解决农牧民群众忧心事、
烦心事的同时，王强元为了让苏木农
牧民、贫困户实现稳定增收，他依托苏
木实际和驼产业基地，创新提出了在
驼产业基地实施“党组织+合作社+农
牧户”党建富民模式，为农牧民提供就
业岗位、技术指导、产业帮扶，并以“骆
驼驯化”“直接托管”“骆驼+人力”等分
红形式带动农牧民和贫困户一起致
富；还兼顾各嘎查集体经济及农牧民
增收情况，与全苏木 77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签订《产业带动协议》，通过组织
农牧民学习养殖专业知识，掌握技能，
着力扶持发展特色产业独立创业致
富，从而实现了全苏木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双丰收。

“下一步，我将继续用实际行动诠
释好新时代雷锋精神的深刻内涵，以

‘农牧民的事就是我的事’为出发点，以
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持之以恒的奉献
精神，不断推动苏木乡村振兴蓬勃发
展，让农牧民的幸福日子越过越红火！”
王强元说。

王强元：农牧民的事就是我的事

本报3月 22日讯 （记者 刘
志贤）记者从自治区教育厅了解到，
为了让不同禀赋和需要的学生能够
多次选择、多样化成才，我区将建立
健全多形式衔接、多通道成长、可持
续发展的梯度职业教育和培训体
系，探索职普融通新举措。

自治区教育厅要求，各盟市要
规范中考招生，坚持职普协调发展，
加强高中阶段教育学校考试招生的
统筹力度，建立统一招生平台，推行
平行录取，引导初中毕业生合理选
择受教育类型，夯实中职教育基础
地位。要推动统一招生录取试点，
呼包鄂乌经济圈中职学校要开展统
一招生录取试点，逐步向全区推开，
促进中职学校做优做强，引导学生
向优质教育资源集聚。要推动融通
衔接，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考试招
生制度；各盟市要推动组建应用型
（职业）本科院校+属地高职院校+
若干所中职学校办学联盟，实现专
业设置、培养目标、课程体系、资源
配置、管理评价全方位衔接；持续加
大职业院校联合中小学开展职业启
蒙教育力度；积极探索在普通高中
和中等职业学校举办职普融通实验
班；完善专升本考试办法和培养方
式，支持本科学校参与职业教育改
革，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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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乌兰察布 3 月 22 日电 （记
者 皇甫美鲜 海军）3月 21日，“弘扬
好家教 传承好家风”家教家风宣传教育
工作者骨干培训班暨乌兰察布市家庭教
育讲师团成立大会在乌兰察布市举行。

培训班邀请自治区妇联党组成
员、副主席赵红军，内蒙古财经大学法
学院教授、法学博士王乐宇，自治区妇
联家庭教育智库专家、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白景贤，自治区文明家庭、最美
家庭、内蒙古红十字会常务理事魏刚
为学员们讲授《贯彻一法一条例 弘扬

好家教 传承好家风》《内蒙古自治区
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解读《如何做好
基层家庭教育工作》《少年儿童心理辅
导的主导方法和细节纬度》课程。所
有课程将于 3月 25 日至 26 日在“北疆
家庭”视频号播出，并将作为自治区社
区家长学校总校课程，向基层家长学
校提供课程视频。

此次培训班由自治区文明办和自治
区妇联联合举办，接下来还将赴赤峰、巴
彦淖尔、呼和浩特等地开展线下培训，同
时进行线上直播或录播。

自治区家教家风宣传教育工作者骨干培训班开班

□本报记者 霍晓庆

春意盎然的 3月，在全国两会刚刚
结束，全国上下抢抓机遇大抓发展、努
力实现“开门红”之际，“绿品出塞 重庆
有约”京蒙消费帮扶集采推介会暨帮扶
产品“五进”系列活动在重庆举办。这
是内蒙古优质绿色农畜产品打开全国
市场的又一次尝试，是京蒙渝 3地开启
合作共赢新篇章的一场努力奔赴。

3天，京蒙渝 3地 557 家企业 2000

余种绿色优质农畜产品亮相，规模庞
大，诚意满满。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超 8000 平方米的展区内，人头攒动、
美味飘香，参展厂商不仅向重庆市民
介绍内蒙古农畜产品特色优势，还架
起烤架、点起火锅，现场烹饪草原美
食。牛羊肉的鲜香、奶食品的浓郁、沙
棘汁蓝莓汁的甘甜、葡萄酒的醇厚混
杂在一起，交织出独特的内蒙古味
道。人们在美食前流连，在展品前驻
足。“原汁原味的内蒙古绿色有机牛羊
肉、沙棘汁饮料配上我们的重庆火锅，

肯定是一绝！”做餐饮业的重庆市民许
泽彬已经与内蒙古一家企业达成合作
意向。

“重庆是中国美食之都，重庆火锅
名扬天下，内蒙古优质的牛肉、羊肉、马
铃薯粉条是重要的火锅原材料，内蒙古
的有机绿色优质农畜产品走进重庆，不
仅能够丰富重庆市民的餐桌，让重庆市
民分享到内蒙古的发展成果，也对促进
乡村振兴、促进双方进一步交流作出示
范。”重庆市乡村振兴局二级巡视员吴
大春说。

现场不仅有美食，来自阿拉善的驼
系列产品、苁蓉系列护肤品和保健品也
广受青睐。在开幕当天上午短短2个多
小时中，阿拉善展区销售额就达到 100
多万元，现场签约金额达 6.2亿元。“从
卖原料到卖研发的高科技产品，阿拉善
迈出了重要一步，这次活动为阿拉善走
出大漠深处、走向全国搭建了一个很好
的平台。”阿拉善盟乡村振兴局副局长
郭光雄说。

3天，签约金额达128亿元，成果丰
硕，收获满满。签约农畜产品种类丰富，
签约对象不乏北京首农、新发地、中粮集
团、重庆火锅协会等大型企业商超和组
织。就在开幕式当天，赤峰市克什克腾
旗人民政府与北京每选集团签署采购协
议，签约金额达7亿元。 ■下转第3版

草 原 不 远 味 道 更 近
——“绿品出塞 重庆有约”京蒙消费帮扶集采推介会侧记

本报3月 22日讯 （记者 李晗）
为进一步推动自治区国防教育工作深入
普及，3月22日，内蒙古军区政治工作局
联合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教育厅
和自治区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
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举办“百名上校进
百校”活动启动暨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学
校授牌仪式。

据了解，“百名上校进百校”活动持
续到今年年底，将以“开启时代新征程、
全民同心筑国防”为主题，重点宣讲国防
理论、国防知识、国防形势和相关政策法

规，广泛开展知识竞赛、演讲比赛、“英模
面对面”“我帮你”志愿服务和军营开放
活动，协助学校建设英模墙、国防读书
角、国防广播站等文化阵地和“国旗班”

“军乐团”等学生组织。活动主体为内蒙
古军区团以上单位和上校军官，同时吸
纳国防教育讲师团成员、离退休老干部、
民兵教练员骨干、乌兰牧骑民兵分队队
员、优秀退役人员和驻区部队广泛参与。

启动仪式上，共为呼和浩特市6所获
评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学校授牌，并为师生
代表佩戴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徽章。

“ 百 名 上 校 进 百 校 ”活 动 启 动

本报3月22日讯 （记者 王坤）3
月 20日，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
院乳腺中心骨髓抑制规范化管理学科
建设基地启动大会在北京大学肿瘤医
院内蒙古医院举行，标志着我区首个骨
髓抑制规范化管理示范病房落户该医
院。

据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肿瘤内科
副主任医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
医院乳腺中心学术主任邵彬介绍，骨髓
抑制是肿瘤化疗中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个
不良反应，骨髓抑制的重要表现就是中

性粒细胞下降，严重的中性粒细胞会造
成患者感染率明显升高，甚至因为严重
感染而出现死亡。因此，对于肿瘤患者
的骨髓抑制管理是非常重要的。目前，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已经有患
者开始接受该项目的治疗。

“作为在内蒙古自治区首个申请下
该项目的医院，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
古医院将致力于在内蒙古地区建设骨髓
抑制规范化管理的学科标杆，助力骨髓
抑制规范化管理项目在当地的推广。”
邵彬告诉记者。

我区首个骨髓抑制规范化管理示范病房落户首府

本报 3 月 22 日讯 （记者 张慧
玲）记者从 3月 22日闭幕的中国（内蒙
古）—美国（加利福尼亚）进出口商品（线
上）采购洽谈会上获悉，本次活动为中美
上百家企业牵线搭桥，我区 5家企业与
美方企业签订了产品出口销售协议，总
金额达5826万美元（约4亿元人民币）。

据悉，此次采购洽谈会以线上线下

结合方式举行，650余人参加了会议。在
进口商品采购洽谈会上，来自美国乃至
南北美洲的近20家大型企业和商协会进
行了商品推介，与我区近30家有合作意
向的企业进行洽谈。在出口商品采购洽
谈会上，我区20余家企业与美方企业对
接洽谈，涉及文化、食品、服装、医疗、化
工、钢铁、生物科技、供应链管理等行业。

内蒙古5企业与美国企业签订4亿元出口销售协议

□本报记者 魏那

北方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从江苏搬
来啦！他们把全绝缘充气柜共箱式生
产车间从江苏搬迁到松山工业园；

穆香源肉类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也
来了！他们将肉牛屠宰深加工车间从
北京搬迁到林西县；

中唐特钢有限公司从河北迁址宁
城县，项目投产达效后可直接带动就业
8500人，间接带动就业20000人以上；

亦庄·赤峰科创产业园一跃成为赤
峰市承接产业转移新窗口……

承接产业转移如火如荼,一大批创
新性强、成长性好、带动能力强的产业
转移项目，正在成为助推赤峰市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
议时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基点。要把实施扩大
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
结合起来，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向着新目标，奋楫再出发。
“当前，赤峰市正按照中央和自治

区决策部署，以新的精神风貌奋进新征

程。”赤峰市委书记万超岐说。赤峰市
正在围绕国家刚刚批复的承接产业转移
示范区，梳理政策，研究办法，为企业入
驻、项目落地创造条件；正在加快打造千
亿级有色金属产业、千万千瓦级清洁能
源基地、两千亿级高新区，着力建设新型
化工、生物医药、装备制造、农畜产品加
工、绒毛加工五个百亿级产业集群。

打造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赤峰靠
什么？

赤峰能源保障充分。作为“中国有
色金属之乡”，该市拥有金、银、铜、铅、
锌等金属矿产 80多种，在承接产业转
移中，保障能源供给充足，火电装机容
量 561.5 万千瓦，新能源可开发空间超
过 3000万千瓦，率先建成地市级百万
千瓦风电基地。

赤峰产业基础扎实。农牧业总量
大，工业体系齐全，服务业发展态势良
好。去年，该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2000亿元，总量位居蒙东第一、内蒙古
第四、东北地区第六。

赤峰区位交通便捷。作为华北和
东北两大经济区的重要节点，距离北京
高铁 2个多小时，是内蒙古距离出海口
最近的地区，是内蒙古首个同时开通国
际无水海运、陆运双通道的城市。

承接产业转移，赤峰接什么？到
2025年，赤峰市将承接并培育形成产值
超 1000亿元的有色金属产业集群；建
设千亿级金属加工产业基地和千万千
瓦新能源基地；承接并培育形成产值超
200亿元的化工和医药产业集群；承接
并培育形成产值超45亿元的装备制造
产业集群；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提高到
72%；开发跨区域黄金旅游线路，进一
步丰富文旅产品，积极发展具有民族特
色的文化产业。

承接产业转移，赤峰怎么接？赤峰
市工信局副局长梁晶晶说，“十四五”期

间，赤峰市将牢牢把握京津冀、环渤海、
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产业转移窗口
期，积极承接产业链整体转移和关联产
业协同转移，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全市将依托现有 8大产业承接平台，重
点承接引进冶金化工、生物医药、轻工
纺织、矿产开发加工、新能源、农畜产品
深加工和食品制造等优势传统产业的
延链、补链、强链项目。全市还将在赤
峰冶金化工开发区、赤峰农畜产品开发
区、赤峰承接产业开发区、赤峰商贸服
务物流园区、赤峰产城融合先导区、京
蒙（亦庄 赤峰）科创产业园的建设打造
上持续发力。

“未来 5年将是承接产业转移黄金
期”。梁晶晶告诉记者，到 2025年，赤
峰市产业承载能力将进一步增强，承接
产业转移取得突破性进展，承接引进项
目1500个，产值达到 1500亿元。在现
有产业基础上，形成产值超 1400亿元
的冶炼加工产业集群、产值超300亿元
的化工产业集群、产值超100亿元的医
药产业集群、产值超200亿元的食品产
业集群、产值超500亿元的能源产业集
群，承接产业转移项目将对全市经济增
长发挥重要作用。

做 强 主 导 产 业 承 接 产 业 转 移
——赤峰市全力打造蒙东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3 月 22 日，老师为同学们讲解杯式风速传感器的原理。当日，为纪念第 63 个世界气象日，激发学生探索气象
科学的热情，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桥小学启动了校园气象周活动。金桥小学作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示范校
园气象站，近年来持续深入开展气象科普活动，为每一个学生播撒下科学探索的种子。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探索气象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