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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志贤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从“构建支持
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的全局出发，对统
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
革作出系统部署。

就我区教育系统如何深刻领会、全
面把握教育领域改革任务，近日，记者
采访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
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
杨劼。

内蒙古日报：请问，我区教育系统
是如何将教育综合改革任务与贯彻落
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服务支撑自治区
两件大事相结合统筹推进的？

杨劼：我们始终坚持统筹安排、系
统推进。一是前后衔接统筹谋划，先
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教育提质升级
行动计划(2024—2026年)》《内蒙古自
治 区 推 进 一 流 学 科 建 设 行 动 计 划
（2024—2027年）》《关于打造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先行区的三年行
动计划》等文件，从基础教育、高等教
育、职业教育等不同领域和一流学科建
设、思想政治教育等不同方面提出近期
改革发展任务。

二是突出重点持续推进。聚焦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优化高等
教育布局、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深
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优化基础教育资
源配置等自治区党委明确的重点任务，

细化了落实举措、完成时限、成果形式，
推动各项工作走深走实。

内蒙古日报：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教育方面，教育系统有哪些重要
举措？

杨劼：我们正在着力打造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政教育品牌。具体
来说，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
化，编写《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在内蒙古生动实践案例》，推出

“石榴红”“北疆绿”“航天蓝”特色思政示
范课，形成一批“剧场里的思政课”“行走
的思政课”等精品课程；针对不同学段分
类施策，幼儿园配发主题绘本，中小学使
用《中华民族大团结》教材，高校全覆盖
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统编教材，
讲清讲活“六句话的事实和道理”，提升
育人实效；持续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教育教学，全区原民族语言授课学校中
小学实现国家统编教材全覆盖。

内蒙古日报：在推进高等教育、职
业教育、基础教育各学段教育高质量发
展方面，教育系统分别做了哪些工作？

杨劼：全面深化教育改革，推动教
育高质量发展，我们在各学段都进行了
卓有成效的改革。

优化高等教育布局，推进优势特色
学科建设。今年新增的临床医学、教育

等 11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填补了我区
博士授权学科专业空白，专业博士学位
授权点实现由“0”到“7”的重大突破。
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加强学科群建设的
指导意见》，重点培育建设生态环境、草
原畜牧、能源、新材料、北疆文化等学科
群。建立完善动态调整和增设专业机
制，新增本科专业22个，其中稀土材料
科学与工程、遥感科学与技术、生物育
种科学等 6 个专业在我区首次布点。
落实科技“突围”工程，实施高校科技成
果大起底专项行动，成立高校科技成果
转化联盟，推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深
化教育合作交流，成立京津冀蒙高校联
盟，协同推动区域间有组织的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

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
革。实施产教协同行动，建设6个市域
产教联合体和11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
体。全区职业院校备案招生专业布点
3136 个，服务自治区重点产业链专业
占比达到 77.7%。 34 所职业院校与
445 家优质企业组建“工匠班”“订单
班”909个，在培学生超过 3万人，较上
年增长30%。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推进
中高考改革，建立盟市、旗县、学校三级
中考命题队伍，完成高考艺术类专业考

试招生改革并首次实行平行志愿录取
模式。完善教育质量评价监测体系，制
定普通高中、特殊教育学校办学质量评
价细则，启动义务教育质量评价和义务
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评价平台。开展
高校分类评价改革和应用型本科高校
建设成效评估，引导高校开放办学、竞
争发展、办出特色。

建立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
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编制学龄人口
变化和资源配置研究报告，指导各盟市
对中小学规划布局进行调整。完善集团
化办学和学区制管理办法及运行机制，
推动集团内、学区内校际优质均衡，目前
全区集团化办学中小学和幼儿园共计
1591所、教育集团 532个，基本覆盖农
村牧区薄弱中小学。以教育数字化赋能
教育改革，开展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
台全域试点，目前学生注册率、教师认
证率、师生百人浏览量均居全国前列。

全面深化教育改革，加快建设教育
强区，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们将深
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牢牢把握教育的
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筹备召
开全区教育工作会议，研制出台加快建
设教育强区的意见，以更高站位、更大
力度、更实举措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
革，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当好贯彻党
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
家，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篇
章提供有力保障。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杨劼：

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加快建设教育强区
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

本报阿拉善 11 月 15 日电 （记
者 刘宏章）这几天，全国第四次文物
普查工作额济纳旗普查队的工作人员
正忙着对境内文物普查实地调查的文
物信息进行详细整理。目前，该旗已
全面完成境内文物普查实地调查阶段
任务。

据了解，该旗第四次全国文物普
查实地调查工作于今年 4 月全面展
开，在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
阿拉善盟文物保护研究中心指导下开
展实地调查、航拍航测、数据采集、资
料整理等工作，总结分析文物普查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并就标
本采集、收集资料、研究分析等方面提
出意见和建议。选定黑城遗址周边进
行外业试点调查工作，同时积极推动
文物普查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并
拨付到位30万元，为文物普查工作顺
利开展提供经费保障。

“截至10月 29日，我旗已全面完
成‘四普’实地调查任务，复查‘三普’
登录不可移动文物 355 处，复查率
100%；调查登记新发现文物12处；主
要涵盖古文化遗址、古建筑、近现代代
表性建筑。”额济纳旗文物保护中心主
任特木尔说。

普查队员们为了全面掌握全旗各
级、各类不可移动文物信息数据，历经

几个月的辛勤工作，克服高温、沙尘暴
天气等困难，在沙漠、戈壁、大山、无人
区进行实地调查，坚持进行拉网式调
查，争取不错过每一处新发现文物；运
用无人机、RTK 等设备围绕文物本
体、附属文物进行拍摄测量、卫星定
位、图像拍摄、资料核实、登记更新等工
作，切实掌握文物保护状况、空间地理、
使用情况以及基本信息，并实时录入第
四次文物普查数据采集软件。工作中，
工作人员白天忙于外业调查，晚上分析
整理当天工作成果、核对数据资料，并
准备次日资料和规划线路，经过几个月
不分白昼的辛勤工作，目前已完成了全
旗境内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近
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共计367
处实地野外调查；普查队野外普查里程
达2万公里，无人机高空勘察及三维扫
描370架/次，累计拍摄遗址照片4000
余张，数据初步整理367套。

“普查队将严格按照‘四普’工作
要求，在做好信息整理、数据提交等内
业工作的同时，继续对额济纳旗境内
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初步外业调
查。同时我们将持续严格把控数据质
量，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在确保圆满
完成‘四普’工作的同时，深挖文物线
索，传承历史文脉，推动文化传承。”特
木尔说。

额济纳旗深挖文物线索传承历史文脉

本报六安 11 月 15 日电 （记者
白莲）红魂绿意，大美六安；翰墨传情，

“书”连南北。11月 15日，“墨虹飞架
笔舞江淮”安徽六安、内蒙古乌海、内
蒙古赤峰书法交流展在安徽省六安市
文化馆开展。

此次书法交流展由安徽省书法家
协会、内蒙古书法家协会主办，六安市
文联、乌海市文联、赤峰市文联共同承
办。展览为期 1个月，共展出两省区
三市书法家精心创作的120幅书法作
品。作品五体兼备、风格各异，笔力沉
稳、格调高雅，或大气恢宏、或古朴率
真，或灵动秀美、或清新自然，充分体
现出三地书法家赓续传统、固本正源、
励志创新的精品意识，也展示了三地
开放、交流、互融、进取的良好风貌。
展厅内，前来观展的观众络绎不绝，大
家仔细观摩、不时驻足，现场交流书法
艺术、感受书法魅力。

在当日举行的采风笔会上，三地
书法家以笔为媒、以墨传情，现场切
磋、深入交流。一幅幅书法绘画作品

集中展示了不同地域书法绘画的艺术
特色和审美意趣。

“乌海市是全国首个‘中国书法
城’，赤峰市文化底蕴深厚，内蒙古文
艺之风质朴大气。此次交流展在千年
文化名城六安举办，全面呈现了三地
创作的厚泽蕴意与蓬勃生机，架起三
地书法家交往、交流、交融的桥梁。期
待三地文联及书法家协会能继续秉持
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精神，共同推动书
法艺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安
徽省书法家协会秘书长程多林表示。

此前，该交流展已相继在乌海和
赤峰等地举办。乌海市和赤峰市文联
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借力展出，让北
疆文化走出内蒙古、让更多人走进内
蒙古，为打响北疆文化品牌、提升北疆
文化影响力，传承繁荣书法文化事业
作出积极贡献。

据悉，活动期间还将举行数场采
风笔会，进一步交流书法艺术，在不同
地域文化的相互碰撞中，共同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

以笔为媒架起文化交流桥梁

皖蒙两省区 120幅书法作品亮相六安

北疆文化神州行

本报鄂尔多斯 11月 15日电 （记
者 郝雪莲）记者从内蒙古电力集团了
解到，11月12日，随着鄂尔多斯市东胜
铁西区923新区三回线、越山941万正
路Ⅲ线配网改造工程项目顺利竣工，标
志着自治区首个县域配电网“零计划停
电”示范区正式建成。

“零计划停电”是指原来需要停电
进行的项目，通过不停电作业完成。

自治区首个县域配电网“零计划停
电”示范区建设面积约1860平方公里，
覆盖了鄂尔多斯市装备制造基地工业
板块和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九成宫等
4A级旅游景区商业板块，以及城区和
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用电，惠及 10万户
居民和1700户企业。

东胜铁西供电公司于2024年年初
启动“零计划停电”示范区建设，综合考
虑电网结构、运行方式、设备状态及负荷

增长，优化电网网架结构，新建及改造
23条10千伏线路，形成由3座220千伏
变电站、9座110千伏变电站、5座35千
伏变电站供电和111条 10千伏线路互
联互供的网架结构，实现示范区内10千
伏线路配网自动化覆盖率76.74%，极大
优化了供电网架，为“零计划停电”示范
区的建成提供了坚实基础。

截至目前，示范区内停电总时户数
完成3225小时·户，同比降低76.67%；
用户平均供电可靠率提高至 99.99%，
同比提高0.0438%；系统平均停电时间
完成 1.24 小时/户，同比降低 74.36%；
不停电作业化率完成 99.78%，同比提
高5.13%。

“零计划停电”示范区的建成，将大
幅提升电力部门的供电可靠性、供电等
级与技术和供电服务质量，为地区经济
建设提供有力电力支撑。

惠及10万户居民和1700户企业

内蒙古首个县域配电网“零计划停电”示范区建成

本报呼 和 浩 特 11 月 15 日 讯
（记者 王雅静）为助力呼包鄂乌一体
化发展，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
机构作用，11月15日，“推进呼包鄂乌
智慧城市一体化建设”专题联合协商
会在首府举行。

推动呼包鄂乌一体化发展是自治
区党委、政府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
优化我区生产力布局、增强区域创新
能力和竞争能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意
义重大。呼包鄂乌4市正在从打基础、
建机制、寻突破的协同发展阶段向一
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迈进。截至
2023年底，4市地区生产总值占自治
区生产总值的60.91%，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占自治区的 45.93%。2024年内
蒙古民营企业百强中，4市合计有 60
家，占比60%。

在全球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
下，呼包鄂乌4市政协紧扣时代脉搏，把

“推动智慧城市一体化”作为助力4市一
体化发展的切入点，在短时间内建立了
联合协商工作机制，制定了联合协商工
作方案，印发了课题研究提纲，赴区内
外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考察调研
活动，召开4次会商会议和专题联合协
商会议，围绕4市智慧城市体系化建设、
智慧城市一体化辐射带动作用、呼包鄂
乌算力网络和数据中心集群建设、数据
资源“不共有、可共享”的方式方法、人
民群众和企业对智慧城市一体化建设
的场景应用需求等5个方面起草了1个
主报告和4个子报告，审议通过了跨市
联合协商呼和浩特共识，形成了高质量
的协商成果。

会上，呼包鄂乌4市政协对“推进
呼包鄂乌智慧城市一体化建设”课题
报告分别作了说明，政协委员代表围
绕课题建言献策，自治区及 4市政府
相关部门作了回应性发言。

专题联合协商推进呼包鄂乌
智 慧 城 市 一 体 化 建 设

本 报 11 月 15 日 讯 （记 者
李国萍）记者从内蒙古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获悉，截至 10 月 31 日，该中
心作为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投入运行两年来累计受理专利预审
案 件 5280 件 ，服 务 创 新 主 体 超
1500 家。

据悉，专利预审服务覆盖了稀土
新材料、奶业、新能源等内蒙古 18条
重点产业链，其中接收稀土产业专利
预审案件830件，涉及企业267家；奶
业专利预审案件 161件，涉及企业 38
家；新能源产业专利预审案件373件，
涉及企业132家。

1—10 月，经内蒙古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专利预审快速审查“绿色通道”
发明专利授权量为1331件，占同期全
区发明专利授权总量的38.57%（全区
发明专利授权量3451件）。

专利预审案件受理量激增的同
时，专利预审案件质量仍然保持高水
平。今年经内蒙古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预审后的发明专利授权率为 91.9%、
发明专利授权周期平均为 52个工作
日，高出2023年全国专利预审案件发
明专利授权率近 7.6 个百分点，较
2023年全国专利预审案件平均授权
周期缩短25.7%。

内 蒙 古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中 心
两年受理专利预审案件 5280件

新华社北京11月 15日电 11月
15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北疆
大地凭什么快速发展——内蒙古在办
好两件大事中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的报道。

近期，各省区市前 3 季度经济运
行情况出炉，内蒙古自治区地区生产
总值 17875.5 亿元，同比增长 5.8%，
增速再次高于全国水平、居各省区市
前列。经济表现亮眼不止于此，内蒙
古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续两年进入
全国第一方阵，展现出突飞猛进的发
展势头。

近年来，内蒙古全区上下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聚焦办好完成“五
大任务”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
两件大事，在国务院《关于推动内蒙古
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

篇章的意见》支持下，朝着闯新路、进
中游目标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落实“五大任务”奋力
保障国家“五大安全”

把内蒙古建设成为我国北方重要
生态安全屏障、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
障、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国
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我国向北
开放重要桥头堡，是党中央赋予内蒙
古的战略定位和重大责任。近年来，
自治区快马加鞭推进“五大任务”，努
力以自身发展质效的提升，保障国家
生态、能源、粮食、产业、边疆安全。

11月，阿尔山市的森林草原一片
金黄，蔚蓝色的哈拉哈河萦绕其间，不
时出现的野生动物更是赋予大自然以

灵气，小城美若童话世界。多年挂斧
停锯，厚植生态底色，这里的生态旅游
火了起来，一年四季吸引游客前来看
山望水。

内蒙古自治区林草局局长王肇晟
说，近年内蒙古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
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化治理，全力
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近
十年，当地累计造林、种草、防沙治沙
规模均居全国首位，草原植被盖度达
45%，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减少了6000
多万亩，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
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建设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方
面，内蒙古与俄罗斯、蒙古国接壤，是
祖国的“北大门”，在维护国家安全和
边疆安宁方面肩负着重大责任。这
些年，当地深入实施固边兴边富民行

动，实现了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
边防固。

立冬后寒意渐浓，国能神东煤炭
集团上湾煤矿仍是一片热火朝天的
忙碌景象。在地下 180米处，滚筒式
采煤刀在煤壁上垂直飞旋，一刀从机
头割到机尾，能产出 3000 吨煤。这
些煤炭源源不断地为大半个中国送
去温暖。

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局长于海宇
介绍，作为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
基地，自治区始终把维护国家能源安
全摆在重要位置。今年以来，全区大
力提升能源供给保障能力，有效应对
极端天气多、用电负荷高等多重考
验，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贡献了内蒙
古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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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疆 大 地 凭 什 么 快 速 发 展
——内蒙古在办好两件大事中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人民日报记者 陈沸宇 张枨

步入国营新华林场，穿过林荫小
径，曾经的沙丘之上，杨柴、梭梭已然
扎根。

林场地处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
市临河区，黄河“几字弯”北部。几代
人接续奋斗，林场从遍地沙窝和荒滩
到森林覆盖率达 65%，沙化面积由建
场初的2.15万亩降至0.5万亩，筑起一
道防沙治沙的绿色屏障。

2023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
蒙古考察时指出，要进一步巩固和发
展“绿进沙退”的好势头，分类施策、集
中力量开展重点地区规模化防沙治
沙，不断创新完善治沙模式，提高治沙
综合效益。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内蒙古统筹推进山水林
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创
新完善治沙模式，全方位、全地域、全
过程实施“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巩
固拓展防沙治沙成果，努力实现“绿
富同兴”。

今年以来，内蒙古已完成防沙治
沙面积 1954 万亩，约为年初计划的
113%。内蒙古自治区林草局局长王
肇晟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累
计完成营造林 1.43亿亩、种草 3.52亿
亩、防沙治沙1.67亿亩，重点治理区实
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
性转变。

围绕打好黄河“几字弯”攻坚战因
地施策、分类治理，开展防沙治沙关键
技术攻关。

因地制宜采用“工程固沙+人工造
灌+人工种草”等修复方式。“我们根据

不同地类，引进新技术、培育新种苗，
改造低质低效林、老化退化林，提升治
沙效率。”国营新华林场党支部书记杜
文化指向不远处，今年新栽种的紫穗
槐间，大片冰草、羊草长势良好。

“以路治沙”“光伏治沙”等模式不
断创新完善。

科尔沁沙地西缘，赤峰市翁牛特
旗乌日线防沙治沙项目区，平坦蜿蜒
的穿沙公路将一座座沙丘分割成片。
当地牧民德勒黑用工具锹将稻草对折
压入沙中，反复操作压出线条，最终形
成一个草方格。道路两侧，无数草方
格绵延不绝，如一张绿色大网将流沙
牢牢锁住。

“16 条穿沙公路总里程 479.5 公
里，将沙地划分成‘治理网格’，治理公
路两侧沙地351万亩。”在翁牛特旗委
书记、旗长孟和看来，路修到哪里，草

方格就建到哪里，同时也便利了当地
群众与外界的联系。

公路通了，德勒黑养的牛羊也畅
销起来，“草方格里的树和草长好后，
归咱牧民所有，能季节性放牧牛羊，必
须得管护好。”

以阻断沙尘入京和防治风沙危害
为主攻方向，内蒙古正部署推进科尔
沁和浑善达克沙地治理，重点实施防
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锡林
郭勒盟采用“禁牧保护、沙地治理、光
伏绿电”一体治沙模式，实现防沙治
沙、绿能开发、牧民利益共赢；通辽市
科尔沁左翼后旗推广“深栽浅埋”种植
法，在抗旱保水的同时保证适宜地温，
有效提升苗木成活率……

走进阿拉善左旗苏海图嘎查，一
人多高的梭梭林间，开有一道半米多
深的沟壑。 ■下转第4版

从“绿进沙退”到努力实现“绿富同兴”

内蒙古巩固拓展防沙治沙成果

11 月 15 日，工作人员正在给群众办理业务。据了解，呼和浩特市新城区
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法庭是自治区首个具备独立办公场所的知识产权第
一审法庭。该法庭积极延伸司法服务职能，在呼和浩特市 5 个园区建立法官
工作站，在重点民营企业建立驻企法官联系点，推动涉企纠纷源头化解，护航
企业健康发展。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延伸司法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