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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3日讯 （记者 白丹）
9 月 23 日，自治区十三届政协召开第
13次主席会议。受自治区政协党组书
记、主席张延昆委托，自治区政协副主
席罗志虎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其其格、魏国楠、安润生、孙俊青及秘书
长杨利民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审议了自治区政协十三
届四次常委会会议有关事项，审议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

委员会专门委员会通则（审议稿）》《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
员会秘书长会议工作规则（审议稿）》
《政协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关于加强和
改进新时代文史资料工作的实施意见
（审议稿）》等。

会议决定，自治区政协十三届四次
常委会会议于9月下旬在呼和浩特召开，
围绕“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为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作贡献”进行专题协商。

自治区十三届政协
召开第13次主席会议

本报乌兰察布9月23日电 （记者
郭奇男）9月23日，2023年全区就业创业
推进会暨秋季招聘会在乌兰察布市召开。

自治区副主席、自治区就业工作领
导小组组长奇巴图出席并讲话。

奇巴图指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做好
招聘会服务组织工作，为用工单位和求职
人员牵好线、搭好桥，提供最有效、最优质

的服务；各用工单位要挖掘就业岗位，加
大宣传推介力度，以良好的务工环境、合
适的工作待遇，充分吸纳劳动者就业。要
继续落实好减负稳岗扩就业相关政策，突
出抓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提升
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公共服务质量，积极
推动与国内省区市的就业合作，确保高质
量完成年度就业目标任务。

2023年全区就业创业推进会暨
秋季招聘会在乌兰察布市召开

奇巴图出席并讲话

□本报记者 智海 郝飚 金鑫
参萨尔

“巴特尔，我们来看看你。”这天一
早，乌海市海勃湾区林荫街道海馨社
区“妈妈帮帮团”的老妈妈们像往常一
样来到社区残疾人巴特尔家帮忙。一
进门，大家就分头行动起来，有的擦家
具，有的拖地，不一会儿房间被打扫得
整洁明亮。

今年40岁的巴特尔多年前因车祸
导致左腿残疾，失去了劳动能力，妻子
尚玉会患有严重的风湿病，有时连打
扫家务这样的小事都难以完成，一家
人生活捉襟见肘，只能靠低保维持。

得知巴特尔一家的困难后，“妈妈
帮帮团”就经常登门为他们送去关心
关爱。“老妈妈们隔三岔五就来看我，
帮我收拾家，就像亲人一样。”巴特尔
感动地说。

在林荫街道，这支名叫“妈妈帮帮
团”的志愿服务队像母亲般温暖，平均
年龄已有65岁的老妈妈们每天奔走于
困难居民家中，为各族居民排忧解难。

位于海勃湾区城郊的林荫街道下
设大庆、温馨、海馨、依林、金裕 5个社
区，生活着汉、蒙、回、满等 23个民族，

居民主要由采煤沉陷区、库区淹没区、
矿区棚户区搬迁居民构成。老年人口
多、贫困人口多、残疾人多，长期以来，
街道基层治理面临的矛盾问题多，如
何破解？

据林荫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谷雨介
绍，近年来，林荫街道党工委以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积极打造

“石榴花开 籽籽同心”特色品牌，通过
“妈妈帮帮团”等志愿服务队做好辖区
各族群众的帮扶救助，积极营造各民族
团结互助的良好氛围。通过“银发宣讲
团”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
题宣讲，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不断引向
深入。通过“小林解忧”民主协商议事
平台，建立辖区党员、居民、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各方力量齐参与的议事协商
格局，解决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在家闲不住，就想发挥些余热，帮
助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妈妈帮帮团”
成员王义娥说，自2019年11月“妈妈帮
帮团”成立以来，为残疾、孤寡老人和孤
儿等群体捐款捐物，为行动不便的居民
送物买菜，上门做饭做家务、陪伴聊天。

在社会各界和老妈妈们的帮助
下，巴特尔一家的生活状况逐渐得到
改善，他也重拾对生活的信心，积极加
入到了社区志愿服务活动中。

前些年，看到家里有很多人捐赠
的图书，巴特尔便和妻子商量，在自家
办起了爱心书屋。从一开始的几百册
图书发展到现在的 2000余册图书，每
到节假日，来他家看书的邻居小朋友
络绎不绝。

海馨社区党委书记王玉静告诉记
者，正是有了像“妈妈帮帮团”这样的
志愿服务队，让社区各族居民和谐相
处亲如一家，而且还带动了更多人参
与到志愿服务中来。

在林荫街道，还活跃着一支名叫
“银发宣讲团”的老年志愿者队伍。平
日里，老人们走基层、进乡村、入企业、
到学校，满怀激情地宣讲民族团结故事
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内容。

今年78岁的肖挺喜是宣讲团的领头
人。尽管头发花白，但他依旧充满干劲儿。

前些天，一场“感恩奋进跟党走，
在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上作示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讲在林荫
街道办事处会议室火热开讲。

台下居民们认真聆听，台上，作为
主讲人的肖挺喜从全方位建设模范自
治区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
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等四个方
面内容开展宣讲。宣讲内容紧紧围绕
党的大政方针和民族团结故事，深入
浅出、通俗易懂。宣讲过后，现场群众
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社区、学校、农区，哪里需要我们
去讲，我们就去哪里。”肖挺喜告诉记
者，为让大家听得懂、听得进，他们有
专人负责学习研讨资料的收集整理，
时常到市、区党政办公室借阅相关文
件，经常到市委、区委宣传部调取宣传
资料。在每次宣讲活动开始之前，大
家会聚在一起开个会，讨论确定宣讲
的重点和难点，以及如何讲才能讲好。

同时，老人们还以文艺加宣讲的
演出形式向群众传达党的政策和理
论，通过唱红歌、三句半、二人台、快
板、京剧唱段等节目宣传民族团结。

如今在林荫街道，一抹暖心“志愿
红”已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架起了各
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桥”，“民
族团结一家亲”的理念在各族群众中
生根开花。

“志愿红”架起各族群众“连心桥”

本报鄂尔多斯 9 月
23 日电 （记者 布音
额尼尔乐）日前，内蒙古环
境能源交易所碳资产交
易启动仪式在鄂尔多斯
市伊金霍洛旗举行。启
动仪式上，签订了鄂尔多
斯市与上海环境能源交
易所战略合作协议、鄂尔
多斯市首笔 CCER 林业
碳汇远期交易协议和内
蒙古环境能源交易所首
笔CCER项目意向协议。

据悉，内蒙古环境能
源交易所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11 年，是全国碳市
场能力建设（上海）中心
的内蒙古基地，是自治区
唯一以碳排放权、用能权
与氢能、林草碳汇、绿色
能源为核心主业的省级
环境能源权益类交易平
台。本次启动的区域碳
定价制度，是推动能耗双
控转向碳排放双控的重
要举措，是探索符合地区
特色碳减排路径的重要
尝试，对该市绿色经济发
展具有积极的引领作用，
对该市碳资产管理体系
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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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乌兰察布9月23日电 （记者
苏永生 皇甫美鲜 海军）金秋九月
家家忙，硕果累累遍地仓。记者从9月
23日乌兰察布市政府主办的乌兰察布

“薯都之秋”农牧民丰收节暨马铃薯产
业大会上获悉，今年，该市马铃薯实现
产量与项目签约“双丰收”。

据了解，乌兰察布市今年种植马铃
薯 150万亩、预测产量达到 300万吨。
此外，察右后旗与内蒙古兰晶生态科技
公司、卓资县与内蒙古蒙淀农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福景堂马铃薯产业集团与
高峰淀粉公司等旗县和马铃薯企业，马
铃薯企业之间共签订12项合作协议，
总金额达到8亿元，为乌兰察布马铃薯
产业发展增添了发展动力。

丰收节开幕式上，乌兰察布市被自

治区农牧厅授予“马铃薯产业发展示
范区”称号；内蒙古阴山优麦食品有限
公司、内蒙古薯都凯达食品有限公司、
内蒙古兰格格乳业有限公司等10家企
业被授予“原味乌兰察布”区域公用品
牌单位；商都县、四子王旗、察右前旗被
授予“马铃薯产业发展示范县”称号。

会上还举行了马铃薯“薯王”大赛
颁奖仪式，为获得乌兰察布“薯都之
秋”农牧民丰收节暨马铃薯产业大会

“薯王”大赛的冠亚季军颁奖。
丰收节活动除了开幕式外，还包

括马铃薯产业大会、“原味乌兰察布”
优质农畜产品展览展示、马铃薯“薯
王”大赛、马铃薯美食擂台赛、庆丰收
文艺汇演、“美丽乡村”摄影大赛、丰收
节公益直播带货等。

乌 兰 察 布 马 铃 薯 实 现
增 产 与 签 约“ 双 丰 收 ”

本报巴彦淖尔9月23日电 （记者
薛来）9月 21日，2023年全国秋季“村
晚”巴彦淖尔市示范展示活动在杭锦后
旗盛大开幕，20家合作社被授予“乡村
振兴突出贡献奖”“优秀新型农牧业经
营主体”，相关企业与合作社分别与农
户签订辣椒订单种植合约。

在二道桥镇东方红万亩红色产业节
水科技示范园，火红的辣椒格外耀眼。杭
锦后旗作为国家和自治区重要商品粮、
油、肉、乳生产基地，近年来，当地因地制
宜大力发展辣椒产业，通过引进辣椒新品
种、打造规模化种植基地、实施辣椒深加
工、打通销售渠道等措施，让“小辣椒”成
为乡村振兴“金钥匙”。今年，全旗辣椒种

植面积达10万多亩，辐射带动60多个专
业合作社、1.2万户农民增收致富。

本次活动结合当地辣椒丰收时刻，
以“村晚”形式，充分融合乡土文化、乡
村旅游等元素，通过热闹喜庆的农事比
赛、集体婚礼、非遗文化展等活动，表达
广大农民喜迎国庆、欢庆丰收的喜悦之
情，充分展示杭锦后旗党建引领促产
业、乡村振兴富家园的喜人变化，极大
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据悉，2023年“四季村晚”活动由国
家文旅部主办，通过开展春、夏、秋、冬“四
季村晚”活动，展示各地乡村丰富多彩的
群众文化活动，把“村晚”打造成反映农民
精神新风貌、乡村振兴新气象的载体。

全国秋季“村晚”巴彦淖尔市
示 范 展 示 活 动 举 办

“大家好！我是芽芽三班的何沁依小朋友。我今年五岁了，
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画画和讲故事，今天我与大家一起重温红
色故事《倔强的小红军》……”

9月 18日，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城川幼儿园的语言实
践课上，中班小朋友流利的普通话令人惊叹。

作为民族地区的幼儿园，城川幼儿园基于红色文化优势和
办园理念，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创新实践，形成了“红星照耀萌娃
当家”的语言文字特色品牌。

将实践与课程充分融合。依托红色教育基地，开展丰富多彩
的红星实践、红色节日、红色阅读、红星体验等活动，在激发儿童
乐趣、调动其积极性的同时，促进了师幼间的交流与互动，自然
地构建出以幼儿为主体的和谐学习环境，对幼儿的个性发展与
语言能力的提升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将能力监测项目融入常规。通过教育部学前儿童普通话监
测系统精准监测幼儿的普通话水平，并准确掌握评估幼儿普通
话水平的标准，为保育教育工作提质增效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将“国通项目”融入教学。全面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
提升项目，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在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工作中的积极作用，推动学前智能助教系统使用。教师
还可以利用数字化手段，帮助幼儿及时纠正发音。

以兴趣为依据。各班级开展不同的班级项目活动，活动结
束后根据活动情况自制绘本。而自制绘本的前提是有一定的阅
读量且围绕主题创作激发幼儿自主表达活动的欲望，挖掘自制
绘本价值，促进幼儿全身心发展。

以示范为引领。城川幼儿园2020年顺利通过市级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示范校评估，教师普通话水平二乙达标率达到100%，达

到二级甲等的教师比例达到68%。全面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开展保育教育活动
成为师幼间互相促进、共同成长的有效措施。

学前教育阶段是幼儿语言发展的关键时期，鄂托克前旗遵循学前儿童语言学
习发展规律扎实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育教育，为幼儿创设丰富的教育环境，不
折不扣落实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各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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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冯雪玉 见习记者 孙柳

9月21日上午10时，一声火车汽笛
响起，C646次列车从呼和浩特驶向集宁。
在这趟列车上，内蒙古博物院的志愿者们
为乘客准备了一场与文物的惊喜邂逅。

华丽精致的“草原瑰宝”鹰顶金冠
饰、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的元代釉里
红玉壶春瓶……文物故事让乘客听得
津津有味；被誉为“火山博物馆”的乌
兰哈达火山地质公园、景色宜人的辉
腾锡勒草原……乌兰察布的秀美风光
让大家心驰神往。列车上，志愿者们
结合手中珍贵文物的仿制品与窗外风
光，生动地向乘客们介绍着内蒙古、介
绍着乌兰察布。“我来过乌兰察布很多

次，但对这里了解不多。今天听完讲
解，我很想去乌兰哈达看看风景，去内
蒙古博物院了解更多北疆文化故事。”
列车上的东北游客刘金玉说。

中秋、国庆两节将至，内蒙古博物院
牵手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客运段，把“文物”搬上列车，开
展“带着博物馆去看你”——“一路风
光·邂逅历史遗珍”主题活动。活动让展
台中的文物不再“沉睡”，让北疆大地上
沉淀千百年的故事“飞驰”到乘客身边。

“今天内蒙古博物院的志愿者们
将‘博物馆’搬上列车，不仅让乘客有
了更新颖的乘车体验，也会为游客们
提供双节出游的‘小目标’，让他们更
加了解乌兰察布，更加了解内蒙古。”
C646次列车的列车长王梦茹说。

“行走的博物院”令乘客大开眼界

内蒙古博物院“国宝”亮相C646次列车

□本报记者 蔡冬梅 路兴 马芳
马嫣然

“莜面非常健康，我想带一些给我
的朋友。”

“条条、鱼鱼、窝窝……莜面做的
这些吃食名字太可爱了，非常好玩。”

9月23日，2023包头市“中国农民
丰收节”活动在固阳县下湿壕镇大英
图村拉开序幕，多位外国友人慕名来
到这里，沉浸式体验“中国农民丰收
节”盛况。

据了解，固阳县地处阴山北麓、北
纬 41°的黄金纬度带。这里俗称“固
阳八宝”的莜面、莜麦、荞面、荞麦、红
皮小麦面、菜籽油、胡麻油、黄芪是国
家地理标志产品，非常受欢迎。

第一次认识“黄芪”“荞麦”、第一
次参加搓莜面大赛……来自法国的戴
明欣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她告诉
记者自己是一名博主，在哔哩哔哩科
普法国文化，这次是跟着国际在线过
来打卡的。此次来到丰收节，她对固

阳荞麦印象深刻，她说，“中国农民丰
收节真的太有意思了，好多农产品都
是我平时见不到的，我想跟农民多聊
一聊，了解这里的产品和文化。”

在金黄色的玉米地环绕下，在蓝
天白云映衬下，村民们满心欢喜来到
丰收节会场。特色农产品展销区内各
种“固阳好物”琳琅满目，荞麦饼干、黄
芪面膜……大家纷纷围在展台前听介
绍、亲身体验。场内，当地的特色美食
也“亲临现场”，让大家在欢庆丰收的
同时尽情品尝。

来自韩国的金峻范对当地特色美
食赞不绝口。他说：“刚才品尝了这里
的黄芪炖笨鸡、炖羊肉和奶酒，肉都很
有嚼劲，非常好吃。我是第一次来固
阳县，这里气候非常好、美食非常多，
我会把这次发现的美食推荐给我的朋
友和家人。”

在包头市妇联巾帼好品展示区，
当地妇女的手工编织品非常受关注，
大家纷纷驻足了解玉米皮工艺品、坐
垫、手提筐等。“这幅画非常漂亮，是用
玉米皮做成的。” ■下转第4版

外国“网红”打卡“中国农民丰收节”是一种什么体验？

9月 23日，2023年新城区农民丰收节·中国“一乡一品”示范区授牌仪式暨第一届“一乡一品”农产品展览会启动仪式
在呼和浩特市恼包村举办，活动集中展示新城区“三农”工作成果，共庆、共祝、共享丰收喜悦，庆祝第六届中国农民丰收
节的到来。 本报记者 马骏驰 摄

共庆农民丰收节

守望相助一家亲

本报通辽 9 月 23 日电 （记者
李佳雨） 9 月 23 日，“文明新风进万
家”——内蒙古自治区农村牧区移风易
俗故事汇走进通辽。

来自区内外宣传思想战线的代表
齐聚通辽，通过调研和文艺演出结合的
方式，深入了解通辽市移风易俗工作开
展情况。与会人员先后来到全国文明
村科尔沁左翼中旗敖包苏木扎如德仓
嘎查、科尔沁区丰田镇辽阳村进行实地
观摩，听取了乡村移风易俗工作开展情
况。在扎如德仓嘎查，“三孝三塑”“德
孝大讲堂”“文明团结超市”……一个个
富有成效的经验做法得到了调研团的
充分肯定；在辽阳村，“板凳议事会”“道
德银行·美德超市”“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等治理方式，展现了乡风文明新气
象，赢得了调研团纷纷点赞。

下午3时，“文明新风进万家”——内
蒙古自治区农村牧区移风易俗故事汇在
通辽市职业学院护理报告厅精彩上演，来
自各盟市的参演选手，用“唱、讲、访、谈、
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情景剧表演形式将
一件件乡镇苏木、嘎查村在移风易俗工作
中的典型案例呈现在观众眼前，展示出了
农村牧区移风易俗的新变化。

据了解，移风易俗故事汇由自治区
党委宣传部、文明办主办，从全区各地挖
掘出一大批优秀典型案例，这些案例结
合文明创建，聚焦移风易俗，突出成风化
俗，全面反映出基层一线移风易俗工作
的生动实践。

内蒙古自治区农村牧区
移风易俗故事汇走进通辽

来自英国的李·巴雷特现场录制短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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