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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近日就深入推进自由贸易试
验区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建设自
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
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十年
来，各自贸试验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
策部署，解放思想、守正创新，推出了
一大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
措，形成了许多标志性、引领性制度
创新成果，有效发挥了改革开放综合

试验平台作用。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在全面

总结十年建设经验基础上，深入实施
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勇做开拓进取、
攻坚克难的先锋，在更广领域、更深层
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
试验区。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
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
核心，统筹发展和安全，高标准对接国
际经贸规则，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
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

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
发挥示范作用。

自贸试验区建设十周年座谈会 9
月 26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会上传
达习近平重要指示并讲话，表示要认
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全面总结自贸试验区建设
经验，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
略，继续转换观念，强化保障举措，统
筹发展和安全，制度创新要力争有新

突破，促进开放要有新拓展，谋划发
展要有新提高，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
贸试验区。

座谈会上，商务部负责同志汇报
了自贸试验区十年建设情况，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和上海、天
津、福建、辽宁、四川、广西负责同志作
了发言。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21个
自贸试验区所在省区市负责同志等参
加座谈会。

习近平就深入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勇做开拓进取攻坚克难先锋
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

本报9月26日讯 （记者 杨帆）
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2023 年
以来，内蒙古累计下达农业保险保费补
贴资金 43.87亿元，降低了极端天气和
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为全
区农业稳产保驾护航。

其中，自治区财政厅在提前下达
2023年中央财政保费补贴资金25.72亿
元、自治区保费补贴资金15.55亿元的基
础上，针对入秋以来全区灾情多发的实际
和防灾减灾工作需要，又迅速组织下达自

治区保费补贴资金2.6亿元，支持全区各
地及承保机构加快推进工作进度，督促各
级财政部门按照承保进度及签单情况，及
时足额拨付保费补贴资金，进一步提高农
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使用效益，切实将受
灾地区农户损失降至最低。

今年以来，受干旱、冰雹、洪涝等自
然灾害影响，内蒙古部分地区农业生产
受到较大影响。为此，自治区财政厅积
极落实国家和自治区相关部署，履职尽
责、担当作为，及时开展相关防灾救灾

工作，并统筹各方力量全力应对灾情，
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的防灾救灾作用。

首先，灾情发生后，自治区财政厅
迅速响应，督促承保机构组织有关人员
及农业技术专家及时前往一线核查灾
情，引导承保机构优化简化理赔流程和
手续，提高理赔效率，开通保险理赔绿
色通道，做到“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
理预赔”，确保赔款迅速抵达受灾一线，
有力支援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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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业稳产保驾护航

我区下达43.87亿元农保保费补贴资金

9月25日，自动驾驶观光巴士在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无人接驳智慧站台接游客。目前，自动驾驶观光巴士、自动驾驶
售卖车、自动驾驶清扫车、网联化车辆及无人接驳智慧站台已在该市主要街道投入使用。 本报记者 布音额尼尔乐 摄

本报 9 月 26 日讯 （记者 章
奎）9 月 26 日，王莉霞主持召开专题
会，听取全区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
情况，研究解决具体问题，安排部署下
一步工作。

王莉霞说，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
材，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要坚决扛
牢政治责任，统筹抓好编制调整、交流
轮岗、师资培训、经费保障等工作，尽

快补上学科教师缺口。要推进对口支
援、结对帮扶、集团化办学，充分发挥
京蒙协作“教育倍增计划”作用，更好
运用区外优质资源，更新教育理念、转
变教学方式、提升教学质量，从根本上
打消群众顾虑、稳定学生规模。各地
各有关部门要强化责任意识、问题意
识，多到基层一线、重点地区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把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
编教材各项工作做实做细做到位。

包献华出席。

王莉霞主持召开专题会部署
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工作

本报9月26日讯 （记者 宋爽）
9月26日上午，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
会第六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现有
组成人员73人，出席本次全体会议的
59人，符合法定人数。

受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
任孙绍骋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
副主任林少春主持会议，副主任段志
强、李秉荣、吴艳刚，秘书长施文学出席
会议。自治区副主席么永波列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自治区人大社会建
设委员会主任委员史万钧作的关于
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
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么永波作的关
于开展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
地建设，推进新能源产业发展情况的
报告；自治区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
任委员冯玉臻作的关于开展国家重
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建设，推进新
能源产业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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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
第六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本报记者 刘春 刘国栋

融合改革，大潮奔涌，十年激荡，
气势恢宏。

“冲锋号”一刻不停，“快进键”持
续敲响，媒体深度融合主力军的脚步，
铿锵有力，在内蒙古大地刻印下深深
印痕，激荡起融合创新的强劲音符。

媒体融合发展，从“相加”到“相
融”，向着“融为一体、合而为一”迈进，

“移动优先”抢占先机，“内容为王”催
生爆款，媒体矩阵“阵列有序”，主力军
在主战场树起“融合”旗帜。

步步为营，用先进平台
布局传播阵地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

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
新格局。

贯彻落实新要求，在中宣部和自
治区党委指导支持下，自治区党委宣
传部连续制定自治区、盟市、旗县媒体
融合发展工作方案，积极整合媒体资
源，优化结构布局，重构采编流程，全
力指导推进自治区级、盟市级、旗县级
媒体深度融合发展，一批体系健全、格
局清晰的融媒体平台相继建立，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
自治区级媒体以平台为支点，在创新
中不断拓展全媒体传播体系的生态基
础，亮出媒体“老将”的“新风度”！

“站位”决定“战位”。内蒙古日报
社坚持系统思维，重构以《内蒙古日
报》为“龙头”，以草原客户端为旗舰，
以内蒙古新闻网为支撑，以官方微信、

抖音等第三方平台为拓展的全媒体传
播体系，各平台消除边界，协同呼应，
深度互融，一次采集，多次生成，多元
发布，全媒传播的流程管理越来越顺
畅，多层面满足多层级用户需求，影响
力、传播力不断攀升。

媒体深度融合的“大手笔”，当属
“草原云”融媒体平台。这是自治区党
委宣传部的重大项目，由内蒙古日报
社实施运营。这一平台不但聚合了全
区 103 个旗县融媒体中心，还贯通了
部分盟市级媒体，被喻为“全区一朵
云”，目前总下载量超过1600万，为构
建自治区级全媒体传播体系提供有力
技术和平台支撑。6月 17日，该平台
入选第三届中国报业深度融合发展创
新案例，在内蒙古媒体尚属首次。

融合改革进入“深水区”，内蒙古
的各级媒体都有不俗的表现，形成了

“报有好报”“客户端有常客”“网有海
量”“微有大义”的良好发展态势。不
同媒体业态“抱团”发出主流声音，持
续推动党媒的传播力、影响力、公信
力、引导力不断攀升。目前，面向全国
打造的草原客户端、奔腾客户端下载
量均超过1000万。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坚持一体化发
展，建立起融媒体传播中心与各节目
中心协同配合机制，打通广播、电视、
新媒体传播藩篱，构建跨部门、跨媒
介、跨层级的内容业务机构，用管理扁
平化、资源集约化、传播高效化形成全
新的传播格局。

内蒙古加快推进盟市级媒体深度
融合发展，呼和浩特、包头、通辽等 7
个盟市已经挂牌成立融媒体中心，其
他 5 个盟市正在紧锣密鼓推进中。
2021年， ■下转第4版

加快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
——内蒙古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成效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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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魏那 王塔娜

“什么，咱翁牛特旗也产螃蟹吗？”
“没错！就在稻蟹共生试验田。”
9月 23日，记者来到翁牛特旗海

拉苏镇稻蟹共生试验田，放眼望去，
一派丰收景象。

稻田里，饱壮的稻穗泛黄低垂，
一只只活泼矫健的河蟹挥动着蟹钳

“横行霸道”。看到有人过来，小河蟹
们迅速狡猾地潜入水中。合作社负
责人谷金雷以闪电般速度按住一只
河蟹,随后麻利地从地上捡起来。

“你看这河蟹多肥呐，足有 3两！

刚买回时还是扣子大的蟹苗，现在都
长到拳头大了。”谷金雷说，今年他种
了 500 亩水稻、养了 14000 多斤河
蟹。他多次赴外地学习，慢慢摸索总
结稻蟹共生的经验，成为镇里稻田养
蟹“第一人”。

前来买河蟹的人络绎不绝，从早
上9点到中午12点，谷金雷在3个小
时内卖了近 300斤河蟹。“他家的河
蟹肉质肥美，蟹黄饱满，我是吃上瘾
了！”前来购买河蟹的海拉苏镇居民
代军在一旁说道。

“再有一周左右，我们开始收割
水稻。今年水稻加养蟹，一亩地能增
收1000元左右。” ■下转第4版

稻花香里，来一场秋的“蟹”逅

金秋，苍茫的呼伦贝尔大地，一望无际的大
豆田里，粒粒金黄饱满的豆子，沉甸甸仿佛在讲
述一段深沉厚重的历史佳话。

微风轻拂，豆农们放下手中的活计，捧起一
串串宛如金色“铃铛”的豆荚笑得合不拢嘴，大型
农机具已经备好，只等收获时刻的到来。

又是一年丰收季，“豆”花香里说丰年。这里，
是大豆的起源地之一，内蒙古；这里，是大豆产量
居中国之首的旗县，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数千年来，从内蒙古出发，小小大豆“走南闯
北”、纵横古今，书写了历史、惊艳了世界，承载着
中国古老农耕文明，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和文
明的进步。

今天，它又将肩负起新的时代使命，要让深
藏其中的中华文化“基因”，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戎菽“南渡” 文化长河里的
耀眼亮色

2009年4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对赤
峰市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遗址进行抢
救性发掘时，一种呈长椭圆形，背圆鼓、腹微凹的
碳化植物进入考古人员的视野——这是 135粒
碳化大豆。

在二道井子这个具有高度发达农业经济的遗
址中，百余粒大豆在同时出土的25万余粒碳化植
物种子中并不显眼，但意义却十分重大。它们将内
蒙古大豆的历史，提前到了距今4000-3500年前。

大豆起源，众说纷纭。但考古发掘有力证
明：内蒙古是大豆的起源地之一，毋庸置疑。

大豆是怎样在内蒙古起源的呢？
古老的西拉木伦河，横贯赤峰市北部，与南

侧的老哈河汇合为西辽河，红山文化等富有生
机、极具创造力的优秀文化便诞生于此。

在这片土地上，从8500年前开始，中国北方旱
作农业系统依次经历了小河西文化的孕育期、兴隆
洼文化的形成期、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早期的发
展期、红山文化中晚期的成熟期、小河沿文化的过
渡期后，最终在夏家店下层文化迎来鼎盛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国祥研究员
认为，正是发达的旱作农业经济，推动了夏家店
下层文化崛起，成为中国东北地区早期青铜时代
一支强势的考古学文化。

站在规模宏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旁，翻
阅一页页史书，一种拨开重重历史迷雾的时空纵
深感油然而生。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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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包头 9 月 26 日电 （记者
格日勒图）9月 25日，2023内蒙古民营
企业 100强发布会暨内蒙古百强民营
企业走进包头活动举行，发布了 2023
内蒙古民营企业100强系列榜单。

2022年，自治区全面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大政
方针和决策部署，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支
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关
于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意见》等一
系列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
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为民营企业

解难题、办实事，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
和企业家权益，助推民营经济发展潜能
进一步释放，呈现出稳中有进、稳中向
好的发展态势，一批特色优势民营企业
进一步发展壮大。

2022 年 ，民 企 百 强 入 围 门 槛 由
20.70亿元跃升至26.44亿元，较上年增
长27.7%，民企百强营收总额达11114.95
亿元，较上年增长 19.39%。营业收入
超过100亿元的企业有32家，营业收入
超过 50亿元的企业有 58家，分别较上
年增加8家。 ■下转第2版

2023内蒙古民营企业100强出炉
营收总额超1.1万亿

自动驾驶现身康巴什街头

本报乌海 9 月 26 日电
（记者 郝飚）金秋时节，葡萄
飘香。2023乌海沙漠葡萄酒
文化旅游节在乌海湖畔盛大
开幕，“葡萄之乡”乌海以全新
视角展现葡萄酒的文化魅力
和发展活力。

据介绍，今年的沙漠葡萄
酒文化旅游节以“观长河落
日，品红色温柔”为主题，将首
次采取市区联动形式，设有汉
森酒庄、云飞酒庄、乌海万达
广场、葡园绿道等多个活动分
会场。活动期间先后举办葡
萄酒大众口碑赛、葡萄酒专业
评审大赛、短视频征集大赛、
网络专题推介会、“坦克”巡游
乌海、“坦克”沙地越野赛等
10余项特色活动。历经五届
的乌海沙漠葡萄酒文化旅游
节，已成为展示乌海经济社会
发展成就的重要窗口。

多年来，乌海市充分依
托地处北纬39度世界葡萄种
植黄金带的得天独厚优势，
以现代农业标准发展葡萄产
业，以工业化模式壮大葡萄
产业，从文化视角赋能葡萄
产业。 ■下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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