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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7 月 1 日讯 （记者 刘志
贤）近日，“躬耕北疆 强国有我”全区
优秀教师代表“教育家精神”2024年巡
回宣讲启动仪式暨首场报告会在内蒙
古师范大学展开。

此次巡回宣讲活动由自治区教育
厅主办，宣讲团成员由自治区本科高
校、职业院校、中小学等各级各类学校
的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全国
优秀教师等 13名优秀教师代表组成。
宣讲旨在通过我区大中小学优秀教师
的教育教学改革成果、爱岗敬业感人
事迹和教书育人方面典型案例的宣
讲，营造全社会学习和弘扬“教育家精
神”的良好氛围，引导广大教师深入学
习并大力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坚
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将

“教育家精神”转化为育人实践、落实
到教育教学，培养造就一大批优秀人
才，为自治区建设提供人才支撑和智
力保障，为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建设教育强国贡献力量。

报告会上，全国“最美教师”、全国
劳动模范、包头职业技术学院王文山，

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高校黄大年式
教师团队负责人、内蒙古工业大学黄
平平，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中
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内蒙古
师范大学郭世荣，全国模范教师、阿拉
善右旗第一中学张惠珍，全国优秀教
师、额尔古纳市三河小学弥光艳等5位
宣讲团成员作宣讲报告。

“各位宣讲老师是我们的榜样，激励
我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中传承发扬‘教育家
精神’，坚持育人先育德，做一名‘四有’好
老师。”内蒙古师范大学师范类生物科学
专业学生赵洪伟聆听完宣讲后说。

“我们要求全区各地各校一方面
要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讲好
教育家育人故事，另一方面也要将‘教
育家精神’落实落细到教师队伍建设
的工作中，不断推进教师管理改革，提
高教师待遇保障，为教师专业发展提
供更广阔的平台。”自治区教育厅教师
工作处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介绍，7月2日至4日，宣讲团还
将分赴通辽、赤峰、包头等地开展巡回
宣讲。

我 区 开 展 优 秀 教 师 代 表
“教育家精神”巡回宣讲活动

本报7月 1日讯 （记者 冯雪玉
实习记者 孙柳）日前，内蒙古博物院
开启庆“七一”系列活动，带着北疆大地
上的“红色故事”走进社区，与居民重温
峥嵘岁月。

“这是我们内蒙古的抗日英烈贾力
更同志，他以做小买卖为掩护，挑着货郎
担侦察敌情。在他的努力下，分散在各
处的同志纷纷组织到一起……”在呼和
浩特如意小区中心广场，红色文物图片
展前聚满了居民，博物院党员志愿者正
结合贾力更同志使用过的扁担、马扎等

文物的图片，讲述那段革命历史。随后，
内蒙古博物院工作人员向如意社区赠送
《红色宝藏》图录。活动现场，文物专家
还为观众带来了红色文物公益鉴定咨询
服务和纸质红色文物修复技艺展示。

据悉，内蒙古博物院藏有许多与
中国共产党光荣历史相关的红色文物。
内蒙古博物院的解放之路展厅以时间为
单元，再现了1840年至1949年，特别是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团
结带领下，内蒙古地区各族人民经过长
期浴血奋战实现民族解放的历史画卷。

“红色故事”进社区

内蒙古博物院开启庆“七一”系列活动

本报 7 月 1 日讯 （记者 刘志
贤）7月 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3周
年之际，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届学生军事
训练营在内蒙古化工职业学院开营。

本届军事训练营以“爱我国防 筑
梦北疆”为主题，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自治区教育厅与内蒙古军区战备建设
局共同主办，共有来自全区20所高校、
12个盟市20所高中的346名学生入营
参训。训练营将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和强军目标根本要求，通过轻武器射
击、战术基础动作、战场医疗救护、电磁
频谱监测、识图用图等军事技能实践，
以及组织观摩体验、开展军营文化活动
等方式，厚植学生爱党爱国情怀，引领
学生军训创新发展，为强国强军伟业培
育坚实力量。

开营仪式结束后，参训学员将在教
官的带领下开始为期一周的训练。参
训学生、内蒙古大学大二学生许美阳
说：“我是学校国旗护卫队的一员，能
参 加 本 届 军 事 训 练 营 感 到 非 常 荣
幸。希望能通过严格训练切实提高
自身的军事素养，培养不畏难、不怕
苦的坚强品格。”

自治区教育厅体育卫生艺术与劳
动教育处相关负责人介绍：“青少年国
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源头和基
石。近年来，我区各地各校积极开展国防
教育工作，争创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和国防
教育特色学校，开展国防教育宣讲和‘爱
我国防’主题演讲等活动，国防教育不断
加强。开展此次军事训练营活动，是加
强我区国防教育的又一重要举措。”

内蒙古第一届学生军事训练营开营

本报 7 月 1 日讯 （记者 冯雪
玉）6月 30日，北方有佳人——内蒙古
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辽代女性文物
展在苏州博物馆圆满收官，38万多人
次领略了“北方佳人”的绝世风姿。

“北方有佳人”文物展于3月 30日
在“全国热门博物馆”之一的苏州博物馆
开展，展览以1986年陈国公主墓、2003
年吐尔基山女性墓、2015年辽圣宗贵妃
墓考古出土实物为主，聚焦北方辽代贵

族女子的精致生活。值得一提的是，陈
国公主金面具、高翅鎏金银冠等不少“重
磅”文物在本次展览上与观众见面，让文
博爱好者大开眼界。其他展品有金银
器、铜器、玉器、漆器、玛瑙、琥珀、水晶、玻
璃、陶瓷等逾百件珍贵文物。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金
松说：“这次展览非常成功，接下来我们
还会去更多的地方做主题展，让更多人
看到北疆文化、了解北疆文化。”

“北方有佳人”文物展收官
38万多人次一睹“佳人”风姿

一块块巨型光伏板整齐排列，形
成雄踞在沙漠之中的“蓝海”，吸收着丰
富的太阳能，源源不断的电能汇入电
网。光伏板之下，翠绿的杨柴随风摇曳，
枝头顶着朵朵紫色的小花，生机盎然。

6月 28日，位于鄂尔多斯市的“光
伏长城”让“铸牢共同体 中华一家亲”
主题宣传活动采访团的记者们领略库
布其沙漠治理的卓越成效。

“大家目前看到的是达拉特光伏
发电应用领跑基地项目的第一批建设
项目。我们在这里治理了 5 万亩沙
地，总装机 50万千瓦，同时在光伏发
电板下种植了杨柴、紫穗槐等防风固
沙的植物。而用于浇灌这些植物的
水来自经过处理的矿区废水。”达拉
特旗能源局行政审批办公室主任李

凯向记者介绍。
采访团一行走上 12 层高的观景

台上俯瞰，该基地项目的全貌展现在
眼前，现场气势令人震撼。

达拉特旗能源局副局长钟宇展
说：“达拉特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项
目是鄂尔多斯正在规划建设的库布其

沙漠‘光伏长城’工程中的项目之一。
聚焦库布其沙漠丰富的土地资源和光
能资源，鄂尔多斯市采用‘光伏+治沙’
模式进行治理，在库布其沙漠北缘、黄
河以南，打造一条守护母亲河的‘光伏
长城’。‘光伏长城’东西长达400公里，
平均宽度5公里，能容纳1亿千瓦装机

容量，可实现光伏治沙 300万亩、生态
治沙900万亩。”

光伏地桩与光伏板利用太阳能发
电的同时，阻止沙丘移动、减少土壤水
分蒸发，从而起到防沙治沙的作用。

“我们要把‘光伏长城’建设成‘生态长
城’‘绿电长城’，更建设成为‘产业长
城’‘创新长城’‘富民长城’。”钟宇展
满怀信心地说。

钟宇展表示，计划到2030年，库布
其沙漠1200万亩沙化土地得到全面治
理，实现建设一条“光伏长城”治理一座沙
漠，完成黄河“几字弯”攻坚战片区治理任
务的30%，全面打赢黄河“几字弯”攻坚
战。同时，到2030年，提供稳定就业岗位
5万个，每年人均增加收入2万元以上，生
态产业产值年均增长10亿元。

“光伏长城”守护黄河安澜
□本报记者 柴思源

铸牢共同体 中华一家亲

□本报记者 李玉琢
通讯员 孙勇 刘大勇

智慧林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
林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也是推
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强大保障。

近年来，内蒙古森工集团秉持前瞻
性发展理念，提出建设“智慧林业 数字
森工”目标，推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
等信息技术全面应用，打通林业发展的

“信息高速路”，形成立体感知、实时监测、
智慧管理和智能决策的发展新模式，让
林业高质量发展乘上“数字快车”。

夯实基础设施 健全
林业发展“智慧感官”

“构建林业专用数据网络，打造完善
融合一体化的林业感知设施，是打通信息

采集、传送和存储计算分析通道，构建智
慧林业从感知到智能的必经途径。”内蒙
古森工集团发展规划部部长秦志疆说。

充分利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
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通过
感知化、物联化、智能化手段，形成林
业立体感知、管理协同高效、生态价值
凸显、服务内外一体的智慧林业发展
新模式，成为内蒙古森工集团建设智
慧林业、打造数字森工的发展理念。

2022年，内蒙古森工集团投入专
项资金1.8亿元，实施了森林防火预警
监测系统项目。经过2年建设，初步建
起以卫星遥感、卫星通信、无人机侦

测、地面各类信息化应用终端和感知
系统以及管理平台组成的天、空、地一
体化智慧林业生态保护监测体系。

从立体感知到智慧管理，内蒙古森
工集团为森林防火配上了“智慧眼”。

“阿里河微波站瞭望塔报告，巡视
一切正常。”春防期间，阿里河森工公司
防火瞭望员杨殿林，通过视频监控对讲
系统，就可以实时上报森林防火情况。

截至目前，内蒙古森工集团林业
信息中心共安装各类视频监控前端设
备 1013个，形成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
感知体系。建立森林防火预警监测管
理平台和应急通信指挥系统，实现了高

山防火预警、出入公司卡口、通信基站
动环监测、入山流动人员视频采集等感
知设施的统一管理。在防火一线，配备
了42台应急通信保障车辆，随车配有卫
星通信、VOID电话、LTE设备、数字超
短波、无人机图传等通信设备。

森林防火前端智能感知设施的进一
步覆盖以及高精度、智能化管理，不仅实
现了火情的早期预警和精准定位，而且
提升了森林防火的扑救指挥能力。

“为解决林区通信落后面貌，内蒙
古森工集团投资 9000余万元，自行建
设光缆 5269公里，涵盖了林区近三分
之二的林场。”内蒙古森工集团林业信
息中心主任刘新红介绍，森工集团陆
续配套建设了 214座 4G通信基站，使
林场、管护站等重点区域公网覆盖率
由10%提升至60%，为实现智慧林业、
打造数字森工夯实了基础。

■下转第4版

打通林业发展“信息高速路”

内蒙古森工集团全力构建“智慧林业”

日前，在二连浩特市举办的主题
党日活动上，现场进行的情景党课

《“青春”——致敬革命先烈》以党史
为主线，重温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峥嵘
岁月，使广大党员干部接受了一场触
及灵魂的思想洗礼。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摄

重温峥嵘岁月

■上接第1版 通过以工代赈模式调动
农牧民群众的积极性，根据项目内容不
同，他们可参与实施网围栏架设、工程固
沙、人工补播等工程，通过人工、机械入股
的方式获取劳务报酬，提高经济收入。

如今，锡林郭勒盟在浑善达克沙地
治理中，通过以工代赈模式让农牧民成
为治沙“主角”，构建起全民参与防沙治
沙的新格局。

“草原是我们的生命，能在家门口治
沙，不耽误养牧，不耽误照顾家人，而且还
有工资，这个事儿真好。”谈起在家门口上
班带来的幸福感，镶黄旗翁贡乌拉苏木两

面井嘎查牧民苏日嘎拉图开心地说，他从
小就生活在牧区，像拉网围栏、补播、施肥
这些活儿，是牧民们的基本技能。

锡林郭勒盟按照“谁治理谁受益”
的思路，在“三北”六期工程、浑善达克
沙地歼灭战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组织
当地合作社、农牧民共同实施。今年，
实施项目共 47.58 万亩，将吸纳 1000
余名农牧民参与工程项目建设。这一
政府统筹、部门实施、嘎查组织、农牧民
增收的良性循环，让农牧民承担起沙地
治理与日常管护双重责任，实现了生
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共赢。

以工代赈模式让农牧民成治沙主角

■上接第1版 许多家长经济压力大，
身心疲惫。‘爱心小家’离医院很近，对
于患有血液病和肿瘤的患儿及家庭，提
供了很大的方便。”自治区人民医院小
儿血液科主任王向文介绍。

据了解，“爱心小家”项目于 2017
年 11月 1日在北京儿童医院正式设立
开启，项目主要服务血液病、恶性肿瘤、
心脏病等大病患者家庭，为异地求医患
者家庭提供临时周转。该项目已在北

京、上海、武汉等全国 16个城市 32个
区域开展服务，目前每天可为136个家
庭同时提供入住服务。截至 2023 年
12月 31日，共接待患儿家庭 6700个，
接待人数16292人次。

“港区内蒙古政协委员—呼市爱心
小家”是全国第38个爱心小家，也是内
蒙古首个“爱心小家”。每次可同时为
3个家庭提供服务，计划年度服务 300
个大病家庭。

内 蒙 古 首 个“ 爱 心 小 家 ”启 动
■上接第1版 建成家庭生态农牧场
42户，农牧民人均增收1.5万元。

以双拥共建、扎根边疆、服务保障
国防事业为重点。近年来，该苏木党
委以服务国防建设为己任，积极开展
国防安全宣传教育，常态化开展防间
保密、军事设施保护、管边控边建边等
工作，自 2021年国家将额济纳东风着
陆场确定为主着陆场后，苏木作为主
落区，开启服务国防航天建设新起
点。配合驻军部队先后圆满完成神舟

“十二号”至“十七号”载人航天飞船返
回舱搜救回收任务。

“党心连着民心，民生就是责任。”

该苏木党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
以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为重点，新建水
利设施43项，解决56户偏远分散户人
畜安全饮水问题；改造农网92公里，安
装风光互补设备77套，为17户沿河分
散户通常电；实施苏木境内京新高速、
国道 331公路、国边防公路、通村公路
等项目16项，招商引资1亿元，大力发
展沿路经济服务区，铺就了兴业富民

的幸福路；新建通信基站 8座，实施有
线电视及宽带接入工程，解决了农牧
民长期处于信号盲区的困境。持续推
进人居环境改善，新建楼房51套、砖瓦
房144套，完成危房改造38户、户厕改
造71户……一桩桩民生实事持续提升
了农牧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近年来，该苏木先后获得了“全国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全区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苏木”“自治区文

明村镇”“自治区第六届人民满意的公
务员集体”等荣誉。

如今，走进赛汉陶来苏木，漫步该
苏木各嘎查村，在平坦的马路两旁，一
幢幢错落有序、设施齐全的新村舍展
现出生活甜蜜、产业兴旺的新图景。

“下一步，我们苏木要始终坚持党
建引领，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冷暖挂在
心上，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
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用我们的‘辛苦
指数’持续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进
一步让嘎查集体经济更有活力、更可
持续发展，推动乡村振兴加速发展、农
牧民持续增收。”额日登其木格表示。

把好事实事办到农牧民心坎上

■上接第1版 再到加工环节，全部按
‘蒙’字标相关标准进行，尤其是选种，
全部选用三河牛。我们的牛肉从排酸
到包装入库绝不会超过 1个小时。为
了达到更高的保鲜度，专门购进了更
先进的真空包装机。”说到“蒙”字标
认证，呼伦贝尔市中荣食品有限公司
副 总 经 理 吴 海 燕 感 受 更 多 的 是 压
力。她说：“这既是荣誉，也是责任，
是通行证，也是紧箍咒，我们必须做
得更好。”

“蒙”字标是内蒙古品牌的一个集
合单元，在这个单元里的每一个产品，
都要质量过硬，能够拿得出手。每一
个获得“蒙”字标认证的企业，都经历
过多次严格的“大考”。

从制定培育计划、目标、措施，到
促进企业质量提升，开展企业对标达
标等活动，“蒙”字标企业的评选工作
一直都是高标准推进。按照“成熟一
个、申报一个、认证一个”的方式，所有
申报企业都需经过“蒙”字标认证联盟
成员机构的认证审核。“高标准+严认
证”，才会颁发出“蒙”字标认证证书。

“蒙”字标认证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有
准入，就会有退出。一旦发现企业有
违规和违法行为，一经查实，不仅会被
退出，还将受到严厉的处罚及通报。

与此同时，为筑牢“蒙”字标品牌
基础，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还与

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
北京工商大学合作，形成锡林郭勒羊
肉、呼伦贝尔羊肉等9项关键品质指标
研究报告，通过数据，科学展示产品差
异、特征和优势，指导品控。

以品牌链市场

“要做优绿色生态的‘蒙’字标品
牌。唱响‘千里草原、万顷牧场，生态
内蒙古、绿色好味道’，让更多品牌叫
得响、立得住、能赢人、可长久，让来自
大草原的好味道香飘万里、誉满全
球。”今年年初，自治区《政府工作报
告》中再一次明确指出“蒙”字标的发
展路径。

为了强化品牌传播力度，给企业
创造更多走出去的条件，内蒙古全力
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宣传、推广、营
销矩阵，品牌传播度取得空前效果。
获得“蒙”字标认证后的锡林郭勒羊
肉、呼伦贝尔羊肉、阿尔巴斯山羊
肉，以其草原羊的身份走出国门、扬
名海外。

今年以来，内蒙古开始重点打造
“蒙”字标大草原优品直播间，作为“认

证产品直播间”，该直播间正在成为内
蒙古优质特色产品向世界展示的重要
窗口。

为筑牢“蒙”字标品牌基础，近年
来，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建立了
品牌推进“六项机制”，即建立与自治
区相关厅局的联系机制、与大学和科
研院所的联络机制、与各盟市农畜产
品品牌推进部门的联合机制、与龙头
企业的联动机制、与域外区域品牌的
合作机制、科学严格的品牌建设管理
机制，真正打牢了“蒙”字标走向大市
场的基础。

优质农畜产品插上了科技和品牌
“双翼”，“蒙”字标工作推进组带着
“蒙”字标产品信心十足走进深圳、上
海、吉林觅良 缘 。 通 过 与 深 圳“ 圳
品”、上海“放心购”、吉林“吉致吉
品”区域品牌合作，“蒙”字标认证产
品进入大湾区、长三角、东三省市
场，实现“大草原”与“大市场”的信
任链接和市场对接。

此外，通过亮相中国质量大会“质
量之光”展览、中国品牌日展（上海）等
活动，大力推进“蒙”字标产品展示和
体验，目前已经与北京丽都商圈、新发

地市场建立联系；与自治区驻京办共
同开展“蒙”字标产品进京、进商圈、进
市场……

品牌就是信任，“蒙”字标就是内
蒙古产品闯市场的“金字招牌”。随
着内蒙古优质产品品牌效应深度释
放，“蒙”字标产品的价格也得到了
提升。

“我们获得‘蒙’字标认证两年来，
品牌赋能效应逐步显现，通过‘蒙’字
标认证的带动，敖汉小米年产值达到
18亿元，比10年前增加200%，品牌价
值达到113亿元。”内蒙古禾为贵农业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于向生
说，“蒙”字标让内蒙古的好产品卖上
了好价钱。

“整体销量增加了 3%—5%，预计
今年整个燕麦系列产品的销量会达到
5亿多元。我们现在的品牌影响力越
来越大，最远出口到了美国。”作为

“蒙”字标获证企业，内蒙古阴山优麦
食品有限公司营销总监景万春信心
满满。

同样，经过层层把关，阿拉善荒漠
肉苁蓉获得“蒙”字标认证后，收购价
格比国内其他产区同类产品高出两倍
多，而且市场供不应求。

如今，“蒙”字标认证正在向精深
加工领域和服务领域拓展，未来，会有
更多的“蒙”字标产品走向世界。

“蒙”字标走出内蒙古走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