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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洪申
通讯员 胡建华 邱琦

随着清明节临近，位于通辽市开
鲁县白塔公园内的麦新纪念馆，参观
者络绎不绝。党员干部、中小学生、武
警官兵、普通群众，怀着崇敬之心，走
进这座形似“大刀”的建筑，缅怀《大刀
进行曲》作者、人民音乐家麦新。

麦新，原名孙默心，1914年 12月 5
日出生于上海，1935 年参加革命，
1937 年 7 月创作著名的《大刀进行
曲》，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麦新 20世纪 30年代在上海从事
救亡音乐运动，是左翼音乐队伍中的优
秀战士。1940年至1945年，麦新被分
配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工作，成
为群众音乐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为革命，麦新转战南北。1946年
3月他来到开鲁，先后担任县委秘书、

机关党支部书记、城关区委书记、县委
宣传部部长、县委组织部部长，带领群
众搞清算斗争、组织春耕生产，培养发
展农村党员。

他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他的
质朴、真诚、务实，打动了贫苦百姓的
心，拉近了人民军队、党员干部与群众
的关系，被百姓亲切地称为“咱们的老
麦”。麦新在群众工作中积蓄的情感，
在战斗一线激发的灵感，都成为他音
乐创作的动力和源泉。“穷人穷，为什
么穷？打下粮食归地东……”以《农会
会歌》为代表的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
应运而生,并被广为传唱，为革命运动
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

1947年 6月6日，麦新参加完县委
会议，返回五区途中遭土匪袭击，壮烈

牺牲，时年33岁。为了纪念麦新，开鲁
县将他生前工作过的五区命名为“麦
新区”（今麦新镇）、万发永村改名为

“麦新村”。
麦新是英勇的革命战士、人民音

乐家、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先驱者，是内
蒙古自治区唯一一位入选中央电视台
新闻联播“永远的丰碑”栏目中的革命
烈士，在全国颇具影响力。

麦新的鲜血浸染了开鲁这片热
土，他的名字、歌声和精神也永远留给
了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人民。多年
来，开鲁县相继建成麦新纪念馆、麦新
殉难地碑园、麦新烈士陵园展陈馆和
红色民宿为一体的麦新系列纪念设
施，并通过文学、文艺作品等多种形
式，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麦新纪念馆建于1978年，2007年
重建，2015 年、2022 年两次重新布
展。麦新纪念馆的基本陈列是麦新烈
士生平事迹展，展出面积1050平方米，
是目前国内唯一全面展示麦新烈士生
平事迹的专题陈列展览。陈列内容设
计删繁就简，突出麦新一生最具代表
性的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让观众印
象深刻、铭记不忘。

麦新纪念馆是自治区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国家“AAA”级景区，被自治区
党委宣传部命名为全区爱国主义教育
示范基地，被自治区纪检委公布为自
治区级党风廉政教育基地，年均接待
10万人次。

近年来，开鲁县结合本地红色资
源规划设计了红色研学路线，东起麦
新纪念馆，西至麦新烈士陵园的红色
研学路线被自治区文旅厅推介为全区
红色旅游精品线路，打响了红色研学
游品牌。

清明节临近，麦新纪念馆参观者络绎不绝，人们深切缅怀《大刀进行曲》作者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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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3 月 30 日讯 （见习记者
方圆 实习记者 潘佳慧）为全力推进
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加大
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宣传推介力度，3
月 29日上午，第二届“内蒙古农推官”
选拔大赛启动会在内蒙古优质农畜产
品展销中心举行。

本届大赛由自治区党委农牧办，自
治区农牧厅、商务厅、文旅厅、退役军人
事务厅、市场监管局、内蒙古日报社和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旨在招
募、选拔、培养一批内蒙古优质农畜产
品推广代言人，形成宣介家乡好产品的

矩阵和热潮，推动“直播+电商”“电商+
产业”等新模式向农牧业延伸、往农村
牧区覆盖，实现品牌和营销的双赢。在
启动仪式上，首届“内蒙古农推官”、高
校、企业、新农人代表分别进行发言；为
5家负责单位授予“农推官工作室”牌
匾；授予 6名首届内蒙古农推官“五星
内蒙古农推官”荣誉称号。

第二届“内蒙古农推官”选拔大赛
的举办，将助力我区优质农畜产品走出
内蒙古，让“‘蒙’字标——大草原优品”
品牌走向全国市场，让内蒙古乡村全面
振兴最强音唱响全国舞台。

第二届“内蒙古农推官”选拔大赛启动

本报3月30日讯 （记者 赵曦）
3月 30日，由自治区民政厅、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总工会主办的全国民政
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内蒙古自治区选拔
赛暨首届内蒙古自治区民政行业职业
技能大赛在巴彦淖尔市开赛。

来自全区12个盟市和内蒙古自治
区康复辅助器具中心的210余名选手，
将通过理论知识测试和实操技能竞赛
等方式进行为期 2天的角逐。大赛分
为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遗体
火化师、公墓管理员、假肢装配工、矫形
器装配工和社会救助“比武练兵”行动
决赛7个赛项，均为单人赛项。养老护
理员、遗体火化师、公墓管理员、假肢装
配工、矫形器装配工 5个赛项的前 2名

选手将代表自治区参加全国民政行业
职业技能竞赛决赛。

本次大赛是内蒙古民政系统举办
的首届自治区级一类职业技能大赛，也
是内蒙古民政领域竞赛规格最高、影响
力最大的一次赛事。

自治区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通
过集中办赛，为内蒙古民政领域的“能
工巧匠”提供了一个展示风采、切磋技
艺、交流经验的平台，在全区民政系统
掀起了“练本领、赛技能、筑匠心”的热
潮，激励民政行业职工崇尚技能、学习
技能、投身技能、提升技能，提高养老服
务、儿童和残疾人福利、殡葬服务行业
技能人才服务能力和水平，为内蒙古民
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首届内蒙古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开赛本报3月30日讯 （见
习记者 方圆 实习记者
潘佳慧）3 月 29 日，由自治
区农牧厅、中国农业科学院
草原研究所共同主办的内蒙
古优质农畜产品品质数据发
布会在呼和浩特举行。

据悉，从 2020 年开始，
我区在全国率先开展农畜产
品品质评价工作，并在 4年
来对生鲜乳、羊肉、牛肉、马
铃薯、大米、小米、小麦等7大
类优势特色农畜产品开展品
质 评 价 。 累 计 检 测 产 品
2241 份，检测营养物质、风
味物质、鲜香物质等指标
531 个 ，产 生 检 测 数 据
147793 个。建成内蒙古优
势特色农畜产品品质指标数
据库，并在全国率先构建起

“营养好、闻着香、味道美、有
特色”的内蒙古优势特色农畜
产品品质评价指标体系，从营
养指标、风味物质、滋味物质、
加工品质、特征性指标等多个
维度全方位表现我区优势农
畜产品优秀品质。2023年，
品质评价工作入选全国农产
品“三品一标”典型案例。

本次发布会公布了内蒙
古第一批牛乳、羊肉、牛肉、马铃薯 4类
产品品质数据。后续，自治区农牧厅将
以多种形式召开数据发布会，及时发布
评价数据。同时，围绕内蒙古 7大产业
链和720个名特优新农产品优势持续发
力，推进农畜产品品质评价跑出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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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雪瑶

“小马听了老牛的话，立刻跑到河
边，准备过去。”新学期伊始，琅琅读书
声回荡在赤峰市巴林右旗查干沐沦中
心小学校园里，学生们正在语文教师
其乐木格的带领下认真诵读《小马过
河》。课堂上，其乐木格穿插讲解含
义，纠正读音。

“‘蹚’字是二声，ang是后鼻音韵
母，an是前鼻音韵母，要注意区分。”课
堂上，其乐木格为学生们耐心讲解

“蹚”字读音，学生在她的教学下，对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兴趣更浓了。

“我们与结 对 学 校 的 刘 凤 艳 教
师 一 起 研 究《小 马 过 河》等 课 程 教

学方法，孩子们不仅学会了标准读
音，还更好地理解了文章内容。”其
乐木格说。

刘凤艳是巴林右旗大板第二中学
小学部语文教师。2021 年以来，刘凤
艳与查干沐沦中心小学教师共同教
研课程内容、教学办法、教学分析等，
通过诵读与标准读音分析，解决学生
读音不规范、理解课文难等问题。在
这堂语文课上，除认真听课的学生
外，刘凤艳和查干沐沦中心小学的其
他语文教师也专心听课。

“经过互相听课、讨论、再次备课，
查干沐沦中心小学教师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应用能力显著提升，教学设计更加
合理，学生拼音朗读更准确，语言表达
能力明显提高。”刘凤艳说。

在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
学工作中，查干沐沦中心小学与巴彦
琥硕中心小学和大板第二中学小学部
进行“结对共建”，采取共同教研、备
课、听课、评课、“一对一”指导等多种
方式进行深度交流，形成了教学、研业
务、共成长的良好氛围。

“结对学校语文教师每学期来我
校送课 6 次，相 互 辅 导 交 流 教 学 经
验，也是对我校教师教学质量和学
生学习成果的考验与检查，每学期
备课、听课、评课人数达到 100 人次，
我校教师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
育教学能力水平不断提高。”查干沐
沦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斯钦昭
日格说。

“结对共建”的实施为教师们搭

建了互相交流、学习的平台。为了
让 学 生 能 够 更 好 地 学 好 用 好 国 家
通用语言文字，查干沐沦中心小学
还 采 取 寓 教 于 乐 的 方 式 举 办 活 动
及 比 赛 ，在 教 师 的 指 导 与 帮 助 下 ，
不 断 提 升 学 生 书 写 规 范 字 和 语 言
表达的能力。

“每天有语文课前 15分钟的阅读
安排，每周有 2 次语文课后服务阅读
活动，每学期举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书写比赛 3到 4次、经典诵读比赛 5到
6 次，让学生们在比赛和活动中主动
学习，感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魅
力。”斯钦昭日格说，现在，该校学生学
习兴趣更加浓厚，教师使用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教育教学的能力水平进一步
提升。

“结对共建”提升教师国通语教育教学能力

本报呼伦贝尔3月30日电 （记
者 李新军）3月 29日，记者从呼伦贝
尔市召开的扶持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
工作新闻发布会获悉，该市“三年成长
计划”取得丰硕成果，小微企业、个体
工商户蓬勃发展，稳中快进。2023
年，经营主体总量达23.9万户，同比增
长 2.44%，其中小微企业 3.3 万户、个
体工商户19.4万户，分别同比增长5%
和 1.69%，每千人拥有经营主体量提
升至127户。

经营主体结构不断优化。实现
“个转企”168户，“小升规”145户；高
新 技 术 企 业 达 到 57 家 ，同 比 增 长

29.5%；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 121家，
同比增长 39.1%，提前两年完成高新
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双倍增”
行动目标。旗县级以上合作社示范社
716个、示范家庭农牧场1023个，初步
形成量质“双升”发展新格局。

发布会上，相关部门现场回答了
有关“三年成长计划”在税费优惠、现
代农牧业经营主体培育、助力小微企
业、个体工商户发展等方面采取的措
施和取得的成效。

“我们聚焦延续、优化、完善的 77
项税费优惠政策，全市新增减税降费
及退税缓费15.73亿元。其中，新增减

税降费 12.15 亿元，增值税留抵退税
3.57 亿元，阶段性缓缴企业社会保险
费0.01亿元。”呼伦贝尔市税务局法制
科科长石峰介绍。

“2024 年，呼伦贝尔将举全市之
力用好用足各项利好政策，帮助小微
企业、个体工商户纾困解难，拓宽帮扶
渠道，持续落实失业保险援企稳岗和
小微企业吸纳就业、创业担保贷款、创
业补贴等各项补贴政策，深入实施‘创
业内蒙古行动’，全力助推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健康发展。”呼伦贝尔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褚桂凤说。

呼 伦 贝 尔 市“ 三 年 成 长 计 划 ”成 果 丰 硕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蓬勃发展

本报 3月 30日讯 （记者 康丽
娜）记者获悉，从3月31日起，民航运输
换季，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将全面开
启夏航季航班计划，新开、加密多条国内
国际航线及地区航线，满足旅客出行需
求。据悉，新航季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
场计划运营航线172条，通航城市97个，
日均计划起降461架次。其中，直飞城
市84个，计划通航国际及地区城市4个。

国内航线方面，呼和浩特白塔国际
机场将加密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城市
群及重点旅游城市航线。换季后，至长
三角地区航班日均 36班，至成渝地区
航班日均13-14班，至珠三角地区航班

日均17-18班；新增恩施、襄阳、衡阳、
中卫、阜阳、惠州、济宁、盐城等城市航
班，拓展了航线网络通达范围。

此外，随着“支支通”航线网络建设
的全面升级，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还
将加大区内机场间“互联互通”航班。
其中，至通辽日均14班，至海拉尔日均
12-13班，至乌兰浩特日均 8班，至锡
林浩特日均12班，至乌海日均5班，至
阿拉善左旗日均 3班，实现海拉尔、赤
峰、通辽、乌兰浩特、锡林浩特、二连浩
特、扎兰屯、满洲里等机场之间的直飞
通达，让基本航空服务更多、更广、更好
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夏航季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计划运营航线172条

本报兴安 3 月 30 日电 （记者
高敏娜）3月 29日，“来自内蒙古的春
天之邀——春游北疆·乡见兴安”兴安
盟春季旅游发布会举办。发布会上，
兴安盟推出全区首个“旅游+金融”信
贷产品“兴旅贷”和全区首个“旅游+数
字移动”导游套餐“移路随行”，推动兴
安盟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兴旅贷”为纯信用贷款，由兴安
盟文化旅游体育局与中国农业银行兴

安分行联合推出，具有“无抵押、纯线
上、利率低、放款快”4大特点，设置“自
驾贷”“露营贷”“度假贷”“康养贷”等4
项子产品，为兴安盟打造自驾游的“首
选地”、露营游的“佳选地”、度假游的

“必选地”、康养游的“优选地”注入金
融活水。发布会上，中国农业银行兴
安分行与科右中旗敖包相会旅行社、
科右前旗畅游旅行社有限公司、乌兰
浩特市远方廷园民宿3家文旅企业进

行现场签约，正式开启合作模式。
当日，兴安盟还发布了“乡见兴安

花事之旅”“乡见兴安乡村walk之旅”
“乡见兴安春日尝鲜之旅”“红色兴安之
旅”4条春季旅游精品线路。今春兴安
盟还将推出“阿尔山旅游周”“村游北
疆 乡见兴安”“青年市集”“兴安盟篮球
联赛”“全民歌会”等126项活动，积极
抢抓春季旅游市场复苏契机，以节促
旅，以旅兴盟，掀起兴安春季旅游热潮。

兴安盟推出全区首个“旅游+金融”信贷产品

品尝开河鱼

3 月 30 日，春风轻拂，
黄河岸边的呼和浩特市托
克托县又热闹起来，第五
届“黄河开河节暨首届天
鹅摄影文化节”活动在这
里举行。活动为期两天，
以“观凌、品鱼、摄影”为主
题，旨在弘扬北疆文化，推
动文旅融合发展，助力乡
村振兴。
本报记者 郑学良 摄

本报 3月 30日讯 （记者 石向
军）3月 30日，“科教融合 协同育人”全
区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者交流活动在
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呼和浩特分校
举办。

为进一步推动气象科普进校园，在
学生中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激

发科学梦想，呼和浩特市气象局、中央民
族大学附属中学呼和浩特分校为合作共
建的“气象研学实践基地”揭牌。此次合
作涵盖了科普实践教育基地建设、气象
科普选修课程共同研发等内容，通过建
立校园气象站、联合开展科普活动等，为
学生搭建气象领域科普实践教育平台。

全区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者交流活动举办

本报3月 30日讯 （记者 李永
桃）据外汇局内蒙古分局最新消息：内
蒙古外币代兑机构已增至 13家，其中
交通枢纽2家、星级酒店10家、国际旅
行社 1家。全区可受理外币兑换的银
行网点 757家，支持外卡取现的ATM
机 1175台，能够为境外来华人员提供
多场景全时段兑换服务。

近日，该局指导辖区中国银行、中
国工商银行分别在满洲里对俄口岸入
境大厅、内蒙古中国旅行社满洲里分公
司增设外币代兑机构。来满洲里购物
的俄罗斯旅客尤利娅说：“我在满洲里
可以随时兑换人民币，特别方便。”

“我们结合区位特点，多措并举营
造聚焦点、尽便利、多渠道、广辐射的外

币兑换市场环境。”外汇局内蒙古分局
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该局与中国人民
银行内蒙古分行、自治区口岸办联合制
定并印发《关于促进口岸地区境外来华
人员支付服务便利化工作的通知》，为
金融机构在口岸入境大厅、重点机场等
境外来华人员聚集地区加快布设兑换
机具、优化外币兑换服务、跨部门协作
和宣传提供制度支持。

该局还推动内蒙古银行与蒙古国
商业银行合作，宣传推广“跨境柜面取
现”业务，满足蒙古国来华人员入境前
大额取现需求，探索在机场等外国来华
人员聚集的地区设置现金兑付服务台，
使用流动银行车等外拓设备，补充兑换
服务渠道。

我 区 外 币 代 兑 机 构 增 至 13 家

本报巴彦淖尔 3月 30日电 （记
者 薛来）3月 29日，记者从巴彦淖尔
市农牧业科学研究所获悉，内蒙古小
麦科技小院在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成
立。通过科技小院，有针对性地将最
新小麦科技成果（新基因和新技术）应
用到育种实践中，并辅助依托单位建
立分子育种体系，为内蒙古培训专业
技术人员。

据悉，该科技小院由中国农业大学
农学院小麦中心教授彭惠茹团队负
责，主要从事内蒙古小麦优异基因挖
掘、新材料新基因的创制等工作。该
团队长期以来围绕小麦抗病、抗旱耐
热、优质和高产等重要农艺性状进行

研究，在种质资源鉴定、优异基因挖
掘、育种方法创新和新品种培育等领
域具有优势。通过分子辅助选择与常
规育种技术相结合，培育出高产、优
质、抗旱、抗病小麦品系100余个，并审
定和推广了多个品种。

目前，科技小院春播工作已基本完
成，除常规育种试验外，还开展了分子
标记辅助选择、EMS诱变、辐射诱变等
多项育种试验。“希望通过科学研究，摸
清内蒙古小麦高产优质的遗传基础，确
立性状和基因改良目标，力争实现用上
好技术、会用好技术、产出大成果，构建
起内蒙古小麦现代种业创新体系，加速
实现种业升级目标。”彭惠茹说。

内 蒙 古 小 麦 科 技 小 院 成 立

■上接第 1版 做到起跑就领先的科
技“突围”要求。

据悉，这两个项目是2023年自治区
政府与科技部签署《部区联动组织实施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储能与智能电网技术”
重点专项框架协议》获批的重点专项，国

拨经费达到8000万元，撬动企业研发投
入超过1.8亿元。至此，由我区企业牵头
组织实施的2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储能
与智能电网技术”专项均已开工，标志着
内蒙古在储能与新型电力系统这一科技

“突围”工程重点任务开始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