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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节至，全区各地节日气氛浓
郁，各种民俗活动、时尚活动让我区
端午假期活力四射，人气旺盛，假期
首日接待国内游客 242.37 万人次，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14.02亿元。

6月 20日，赤峰市红山区图书
馆在迎宾路社区、红庙子镇东南营
子村等 4处玉龙书屋及基层分馆开
展主题为“家国情长·‘粽’情端午”
的有奖猜谜活动，让大家品味中华
传统文化之美。“外观独特巧玲珑，
美味珍馐起赤峰。搓玉揉金工艺

妙，酥皮嫩里透香浓。（打一赤峰名
吃）”，活动现场，一条条谜语随风飘
扬，引来了人们围观。谜语涵盖传
统文化、民风民俗、文学常识、天文
地理、清廉文化等多类内容，谜面妙
趣横生，大家边看边猜，兴趣盎然，
有的相互讨论、有的举着谜面认真
思考，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一条条
传统文化谜语被相继撕下，一份份
生活用品被猜中者领走，现场欢声
笑语、热闹非凡。

■下转第3版

缤纷文旅活动让内蒙古
端 午 假 期 活 力 四 射

本报包头 6 月 24 日电 (记者
蔡冬梅) 6月 19日，包头市“才聚两都”
人才一“鹿”通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作
为自治区首家为人才及用人单位提供
定制式服务的智慧平台，平台上线后将
为包头市各类人才和企业提供“一对
一”“点对点”的精准化服务。

据介绍，“才聚两都”人才一“鹿”通
服务平台是包头市优化人才服务软环
境、强化高质量发展智力支撑的一项标
志性举措。平台通过“一码申报”，市、
区两级人才服务部门承办，教育、卫健、
科技、人社等35家人才服务部门受理，
实现人才和用人单位意见建议线上受

理、全程督办、闭环销账。该服务平台
在功能开发、系统建设和办事流程设计
上，运用数字信息技术服务人才，在集
中公布人才政策、服务信息的基础上，
接受人才和企业的问题提报，经包头市
委人才办审核后将信息发送至人才服
务业务部门办理， ■下转第3版

为人才服务打造网上家园

自治区首家人才“定制式”
服 务 智 慧 平 台 上 线

□本报记者 郑学良 通讯员 张晓琴

白二爷沙坝树木葱郁、枝叶婆娑，
万亩林海绿意盎然；乳业开发区厂房
林立，机声隆隆，项目建设一派热火朝
天。

抬头可见“天空蓝”，放眼环顾“产
业绿”，只此青绿间，是和林格尔县在

“白二爷沙坝精神”引领下，坚持一张
蓝图绘到底，一代接着一代干，用绿色
画笔描摹的壮美画卷。

昔日，白二爷沙坝育林人用青春
和热血在茫茫荒漠谱写了不朽传奇。
今日，和林格尔生动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在以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上步履铿
锵。

从“沙进人退”到“绿进
沙退”

清晨的阳光影影绰绰地洒在盛夏
的林子里，护林员常太平穿梭其间。
早上 8点，他已经巡视了 1000多亩树
林，由于穿着迷彩服，似乎与树木融为

了一体。
“防火，看树木有没有病虫害、有

没有枯死的，需不需要补植，还要注意
野生动物有没有生病的……”说起巡
林的任务，常太平如数家珍。

常太平是白二爷沙坝第一代治沙
人，1982年参与治沙工作以来，在白二
爷沙坝生活了 40年。从最初植树治
沙，到现在守护林场，他把根也扎在了
沙坝。

“一会儿不到林子里看看，心里就
不踏实。”常太平说，“和这些树打了半
辈子交道，我已经离不开这片林子
了。”

白二爷沙坝，是20世纪80年代和
林格尔县40万亩荒漠中最大的一害。

“人迷眼，马失蹄，白天点灯不稀
奇。”这是白二爷沙坝黄沙肆虐的真实

写照。
这片 12万亩的新生沙漠带，属于

库布其沙漠的延伸带，每年以3米左右
的速度扩展，周围1万多亩农田被流沙
吞没，村民被迫搬迁。

1982年 6月 14日，时任和林格尔
县县长的云福祥带领120名青年组成
的治沙队集结上坝，开启了一场艰苦
卓绝、感天动地的“人沙大战”。

“一棵棵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唯一的心愿就是能让沙海变成绿洲。”
当时的治沙队员张智回忆道。

“4点半起床，5点出工，晚上 7点
半收工，9点熄灯。”“女队员南坡6天，
北坡4天；男队员西坡10天。”“一定要
抢抓时间，发扬拼搏精神，大战 100
天！”……

这一条条“云县长的指示”，记录

在曾任治沙队队长乔义珍藏的工作手
册上，40多年前战天斗地的峥嵘岁月
仿佛就在昨天。

治沙的困难超乎想象。
大家喝的是沙坑里澄出来的沙糊

糊水，吃的是沙拌饭。每日清晨4点半
的哨子是出发的“号角”，大伙儿从被
窝里钻出来，抖落、清理被褥上、鼻子
和耳朵里的沙子，推开被黄沙掩住的
门，便扛起铁锹跟着县长出发。

1982 年夏天，一连下了 7 天雨。
为了抓住阴雨天点播的最佳时机，云
福祥和队员们在沙坝上淋着雨苦干了
7天。

7天时间，他们栽种了 1500亩油
松，点播柠条、沙蒿上万亩，构筑起阻
挡流沙的第一道绿色屏障。

这一年，凭着“滚石上山”的劲儿，
治沙队种树种草 2.1万亩，8成树苗活
了下来。

一个个草方格压下去，一株株草
木长起来，一座座流动沙丘被遏止。

在白二爷沙坝的版图上，黄色中
的绿色由“一点点”，到“一丝丝”，再到

“一片片”。
■下转第3版

滚 石 上 山 不 松 劲
——白二爷沙坝治沙干劲引领和林格尔县绿色发展纪实 本报 6月 24日讯 （记者 白莲

宋爽 李存霞）连日来，我区各部门各
单位精心组织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读书
班，认真学习践行“千万工程”“浦江经
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接受党性教育、
感悟思想伟力、凝聚奋进力量，切实增
强坚持和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深入
运用和践行“浦江经验”的政治自觉、思
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近日，自治区党委统战部举办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主题教育读书班。读书班采取专
题辅导、现场教学、集中读书、研讨交流
等形式，深入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内蒙古时的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
习近平法治思想等内容。通过集中学
习，学员们加深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把握，提升了
对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时的重要指
示重要讲话精神的理解和认识，增强了
办好两件大事的信心和自觉。大家一致
表示，要抓实以学正风，大兴务实之风，
弘扬清廉之风，养成简朴之风，牢牢把握
统战部门政治机关属性，以实际行动拥
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

日前，内蒙古工业大学举办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读书班，通过集中学习、专题研
讨、辅导讲座等方式，深入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内蒙古时的重要指示重要讲话
精神等内容。学员们围绕相关主题进行
研讨交流，进一步拓展理论学习的宽度
和广度、提升理论学习的深度和高度。
大家纷纷表示，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做
好当前各项工作的强大动力，努力在以
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
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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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玉琢

6月 6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
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
时，在一张“三北”工程实施范围分布
图前驻足停留，总书记一下子就将目
光投向大兴安岭，关切地询问大兴安
岭现在怎么样？

2014年 1月 26日，习近平总书记
到内蒙古阿尔山考察看望林区职工时
强调，历史有它的阶段性，当时砍木头
是为国家做贡献，现在种树看林子也
是为国家做贡献。

2021 年 3 月 5 日，在参加十三届
全国人大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
总书记算了“一笔账”。来自内蒙古大
兴安岭林区的周义哲代表在发言中向
总书记讲述：“据测算，2018年我们这
里的森林与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
价值6159.74亿元。”听到这里，习近平
总书记感慨地说，这个生态总价值，就
是绿色GDP的概念，说明生态本身就
是价值。这里面不仅有林木本身的价
值，还有绿肺效应，更能带来旅游、林
下经济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先后3次到内蒙古考察，连续5年参加

十三届全国人大历次会议内蒙古代表
团审议，对内蒙古工作作出一系列重
要指示，为内蒙古发展指明了前进方
向。而其中关注最多、论述最多、部署
最多的就是生态文明建设。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最大的价值
在生态，最大的优势在生态，最大的潜
力在生态。1067万公顷的生态功能区
内森林面积达 837 万公顷，分别占国
家、自治区的 3.8%和 32.01%；9.41 亿
立方米的森林蓄积，分别占国家、自治
区的5.36%和 61.62%，是我国“两屏三
带”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重要组成部
分，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广大职工承

担着将大兴安岭这条“东北脊梁”打造
得更加坚不可摧的重任。

作为全国最大国有林区的守护
者，内蒙古森工集团带领广大务林人始
终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之大者”，切
实履行好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大政
治责任。据统计，1998年至2018年天
保工程实施 20年间，林区林地面积增
加138.74万公顷，相当于中国第七大沙
漠——库布其沙漠的面积。

过去6年间，内蒙古森工集团高标
准实施天保工程、东北森林带生态保
护和修复、退耕还林还草还湿、森林质
量精准提升工程， ■下转第3版

高标准实施四项工程，森林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量每年达7857.95亿元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算生态账造“绿肺”

本报呼伦贝尔 6月 24日电 （记
者 李玉琢 实习生 曹晗）中国铁路
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满洲里站发布
消息称，6月 20日，满洲里铁路口岸站
接运进口货物列车 20 列，准轨出口 7
列，宽轨出口1列，单日实现完成进出口
列车28列的历史佳绩，接发车数量、进
出口运量均创历史新高。今年截至目
前，经满洲里站进出口运量达938.29万
吨，同比增加279.37万吨，增长42.4%。

年初以来，满洲里铁路口岸站积极
发挥中欧班列东通道的区位运输优势

和铁路跨境物流通道的骨干作用，全面
组织敞口接车，充分释放口岸运输能
力，接发进出口货物列车实现最大化。

满洲里铁路口岸站与海关、边检、
货代公司等联检联运部门密切配合，发
挥95306“数字口岸”作用，做到金属矿
石列车在俄方开车后，口岸站就可以获
取到列车、货物、发运人、收货人等重要
信息，提前做好通关业务办理工作，缩
短业务办理时间。口岸站通过双方运
输副站长、国境站长间定时通话，商定
当日交接计划， ■下转第3版

今年经满洲里站进出口
运 量 同 比 增 长 42.4%

6 月 24 日 ，游
客们在呼和浩特市
赛罕区黄合少镇石
人湾自然保护区湿
地游玩。在端午小
长假的最后一天，
呼和浩特市内和近
郊多个景点和公园
成为市民们假期游
玩的“首选地”。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本报锡林郭勒 6月 24日电 （记
者 巴依斯古楞）从即日起，中国石油分
布在全国各地的各个加油站便利店的货
架上又添一优质产品——锡林郭勒羊肉。

6月 20日，锡林郭勒盟行政公署与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
销售分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使
来自锡林郭勒大草原的优质锡林郭勒
羊肉“登陆”中国石油加油站便利店，供
全国广大消费者选购。

据悉，签订框架协议双方将通过资
源共享、优势互补与业务创新，以锡林
郭勒区域公用品牌产品合作为切入点，
在优质农畜产品产供销、能源供应保障
和清洁能源发展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
作，更好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乡村
全面振兴。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紧紧围绕习近平
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立足
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坚持

农牧业产业链式发展思路，通过建立健
全追溯体系、提升精深加工能力、建设冷
链物流和前置仓、开拓C端销售等措施，
不断提高“锡林郭勒羊”和“锡林郭勒奶
酪”等品牌影响力，全面实现终端溢价，
并返补农牧民。此次合作将充分发挥锡
林郭勒盟优质特色产品优势和中石油系
统加油站便利店、线上商城等渠道优势，
积极开展产供销合作，推动中石油自有
品牌“昆仑好客”“昆享”与锡林郭勒区域
公用品牌相互赋能、联袂发展，提升双方
品牌影响力和产品市场占有率。

今年以来，通过企地沟通对接，锡林
郭勒盟已促成中石油内蒙古销售分公司
与额尔敦、草之味、蒙强、颂达来、锡林春
泽等多家“锡林郭勒羊”“锡林郭勒奶酪”
品牌授权企业达成产品供销合作意向，并
通过中石油内蒙古销售分公司牵线搭桥，
助力其他企业成功签订了采购订单，推动
优质优价联名品牌产品走向全国。

加油购物两不误 抢占阵地促销售

锡林郭勒羊“走进”全国
各 地 中 石 油 便 利 店

□本报记者 白丹

“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是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必定要实现的根本保
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
要做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也要做
大量‘润物细无声’的事情。”……近
日，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题教育读
书班上，学员们原原本本、逐字逐句
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
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党委
宣传部立足自身实际，全面贯彻中央
部署要求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高
起点谋划、高标准推进，通过一体推

进理论学习、调查研究、推动发展、检
视整改、建章立制等各项任务，让主
题教育“走心”更“走实”。

6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
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自治区党委宣
传部坚持把学习宣传贯彻总书记在
内蒙古考察时的重要指示和重要讲
话精神作为头等大事和首要政治任
务，采用全方位、矩阵式、立体化传播
方式，全景全程全点位报道总书记考
察过程，自治区媒体刊播报道 447
篇、全网相关信息超过10万篇次、总
传播量超过 7亿次，全面及时报道主
题教育推进情况及学习反响，营造了
浓厚舆论氛围。

■下转第2版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立足实际 让主题教育
“ 走 心 ”更“ 走 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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