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谭艳丽

在前不久国家民委印发《关于命
名第十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
范单位的决定》中，乌兰浩特市榜上
有名。这是继 2016 年 10 月被授予国
家级“民族团结示范市”荣誉后，乌兰
浩特市再度获此殊荣。

多年来，乌兰浩特市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五个
全面推进”，守正创新、锐意进取，不断
提升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水平，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
高质量发展。

全面推进民族工作制度化
乌兰浩特市建立健全“七个纳入”

工作机制，着力构建党委统一领导、政
府依法管理、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民族
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合作、
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新时代党的民族工
作新格局。

“我们将民族工作纳入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 2035 年长远规
划，制定印发了《全方位建设‘模范自
治区’工作实施方案》《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
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分工方案》，
以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市域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乌兰浩特市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宋非介绍。

不仅如此，乌兰浩特市还将民族
工作纳入各级党委（党组）重要议事日
程，纳入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
心组学习重要内容，纳入党的建设和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纳入政治考察、
政治巡察和政绩考核，纳入各级财政
预算，纳入社会组织活动章程，进一步
强化了各方面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全面推进民族工作社会化
在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镇义勒力

特嘎查，有一栋被称为“民族团结小菜
园”的种植大棚。走进“民族团结小菜
园”，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映入眼帘，翠
绿的柿子藤蔓爬满支架，一串串西红

柿缀满枝头。产业技术指导员王永成
正在大棚里叮嘱种植户种植西红柿的
注意事项。说起这个汉族小伙，大棚的
主人——温大姐用不太流利的汉话赞
不绝口：“我种大棚有四年了，今年这个
大棚棚温有点低，我就感觉这柿子秧卷
叶子了，全指着王技术员耐心地给我指
导，帮我把大棚弄得越来越好，收入越
来越多。”

建强组织，典型引路。乌兰浩特
市把基层党组织打造成民族工作的坚
强战斗堡垒，形成了市、镇（街）、嘎查
村（社区）三级民族工作网络。同时创
新设立民族团结进步社会组织，成立
了 126 个覆盖市、镇（街）、嘎查村（社
区）三级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促进会，吸引了 1500 名各行各业、各
族群众代表入会，最大限度把各方面
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充分发挥会员
自身优势，积极组织开展“三学一带
一创”“石榴籽同心筑梦”等实践活
动。促进会成立以来，共开展各类活
动 500 余次，公益捐赠近百万元。

“我们还创新实施了‘7+N’模式，
在高质量做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七
进’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增加了‘进家
庭’‘进景区’，将创建触角向更广的
维度延伸。”乌兰浩特市民族事务委
员会党组成员、党政办公室主任庄文
凯说道。

通过开展石榴籽家园、石榴籽家
庭评比活动，培树典型人物、和谐家
庭，同时将民族团结故事融入景区景
点。截至目前，乌兰浩特市培树石榴
籽家园 12 个、最美石榴籽家庭 92 户，
先后有 6 个模范集体、5 名模范个人
受到国务院表彰。

全面推进民族工作法治化
在正确把握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

系上，乌兰浩特市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治
理民族事务，妥善处理涉及民族因素问
题，有力维护了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印发了
《中共乌兰浩特市委员会关于废止和

修改市委规范性文件涉及民族工作有
关政策的通知》，废止相关核心政策 2
项、修改 2 项，同时利用民族法治宣传
周、民族政策宣传月、民族团结进步活
动月，积极组织普法志愿者、人民调解
员，广泛宣传相关法律条例，提供法律
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服务，惠
及近 3 万人次。

同时将关口前移、抓早抓小，认真
排查化解涉民族因素重大纠纷。健
全统战、公安、司法、民族宗教等部门
参与的协调处理机制，化解矛盾纠纷
605 件，全市涉及民族因素的网络舆
情和群体性事件保持零发生。

全面推进民族工作人文化
在兴安街富民社区，有一支由回

族、蒙古族、满族等多个民族队员组成
的业余乌兰牧骑舞蹈队。队长姜秀梅
经常教大家学习民族舞蹈，参加各种
活动，丰富社区业余文化生活，让社区
大家庭更加团结和谐，处处洋溢着欢
声笑语。

乌兰浩特市有形有感有效做好民
族工作，在“润物细无声”中构筑中华
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不仅有文化队
伍，还组建了理论轻骑兵宣讲小分队、

“身边宣讲员”“益·身边人”等百余
支宣讲队伍，依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实践创新基地、青少年实践教
育基地等载体，广泛开展“我们的节
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红色基因”等宣讲活动，促进了各族
群众人心归聚、精神相依。

在干部教育中，将民族政策理论
纳入党组织、市委党校必修课，把民
族工作列为党员干部年度述职重要
内容，各级党委（组）书记每年讲 1 次
民族工作专题党课，全市党员干部理
论政策法律法规和民族知识知晓率
达 95% 以上。在国民教育中，将民族

团结进步教育纳入中小学思政课，每
学期开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
题教育课程 12 课时以上、开展主题教
育活动不少于 4 次，引导各族师生树
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
化观。在社会教育中，将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纳入居民公约、村规民
约、行业公约，在全社会开展“中华文
化大家学”、在镇村开展“听党话、感党
恩、跟党走”、在城市社区开展“各族群
众互帮互助”、在企业开展“石榴籽服
务站·星光微爱”等实践教育活动，“三
个离不开”“四个与共”“五个认同”
理念在各族群众心中深深扎根。

全面推进民族工作数字化
用手机打开“红城 1947”客户端，

在“融融小课堂”专栏里，可以随意翻
阅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
容，这是乌兰浩特市创新将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搬上网络，让更多人
随时随地浏览到相关知识。

同时，乌兰浩特市制定群众需求
和服务供给“两个清单”，建立帮扶互
助和激励奖励“两项机制”，依托居民
诉求和志愿者服务对接“两个平台”，
引导各族群众开展互帮互助活动，实
现“线上求助、线下帮助”的良性互动。
2022 年，各族群众依托线上平台互帮
互助化解矛盾 321 个，解决各类揪心
事、操心事、烦心事 639 件。

乌兰浩特市还将“互联网＋民族团
结”的新思路融入到工作的各个环节，
在广播、电视、“两微一端”等媒体平台，
开设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人物事迹专栏
等，做到广播有声音、电视有图像、网络
有信息、自媒体有推送。仅 2022 年就
开展示范单位及先进个人专访 27 期，
腾飞社区民族团结典型经验在《新闻
联播》播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在
各族群众心中不断走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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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奏响民族团结之歌
——乌兰浩特市“五个全面”让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工作有形有感有效

“指尖技艺”促就业
近日，在科右前旗党群服务中心札

萨克图社区手工编织室，记者看到，各色
手工编织产品琳琅满目，从艺术品到生
活用品一应俱全，这些都是出自于社区
居民之手。该社区党支部书记韩晶焱介
绍，通过免费培训手工编织，社区居民坐
在一起学习编织手法，在学习技能的同
时还能增加居民收入，解决了妇女就业
难题。

                               记者 武跟兄 摄

阿尔山上榜中国“十大魅力打卡之城”
本 报 讯（记 者 张 强）5 月 5 日，

“中国美好生活城市 (2022-2023)”
发布盛典在成都举行。活动现场发
布了中国“十大大美之城”“十大秀
美之城”“十大旅游向往之城”及“十
大魅力打卡之城”，其中阿尔山获评

“十大魅力打卡之城”。
“中国美好生活城市”系列榜单

旨在寻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共
同坐标，探索新时代城市发展的新
动能，展现中国美好生活城市的魅
力和风采。榜单发布依托《中国美
好生活大调查》的多维度调查数据

和数据模型算法而产生。这套调查
系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
中心联合国家统计局、中国邮政集
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
究院共同打造，已经运行了 17 年，
是目前全球最大规模的民生感受型
调查。本年度《中国美好生活大调
查》视角更开阔，通过增加网络热力
维度，推出两个别具特色的榜单，即
十大“旅游向往之城”和十大“魅力
打卡之城”。

近年来，阿尔山市以创建国家
级 旅 游 度 假 区 为 抓 手，旅 游 基 础

设 施 日 益 完 善，旅 游 产 品 体 系 逐
步 丰 富，旅 游 业 发 展 取 得 显 著 成
效。2022 年，阿尔山市共接待游客
190.9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27.7
亿元。在此基础上，2023 年，阿尔
山市计划组织实施涉旅项目 72 个，
总投资 78.85 亿元，年内计划投资
19.48 亿 元。 阿 尔 山 逐 渐 成 为 游
客自驾游的首选地、露营游的佳选
地、度假游的必选地、康养游的优
选地，也正在向建设“国内一流、国
际知名”旅游度假城市的目标不断
迈进。

重实干  务实功  求实效

北京林业大学接力支教 8 年聚萤成光
□贺心欣

“我在树木沟学校已经支教 7 个月
了，这段时光已在我的职业生涯中留
下了深深的烙印，我和这里的学生们
感受过脚沾泥土、手撷芬芳的美好，也
接受过每束光的馈赠……”北京林业
大学支教教师黄建坤感慨道。 

2022 年 9 月，北京林业大学派出由
22 名教师和 16 名研究生组成的第四
批支教团到科右前旗支教，这次与以往
不同的是，一部分人走到了最偏远的乡
村，为那里的孩子送去了先进的教育理
念。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副教
授黄建坤就是其中一位，他是团队的临
时党支部书记，在树木沟学校担任 8 年
级地理教学工作，他一心扑在教育事业
上，用心用情讲好每一节课，深受学生
喜爱。“我们都很喜欢黄老师的课，他
课讲得生动有趣，地理这门学科既能开
阔眼界，又能增长见识，让我在不知不
觉中爱上了这门学科。”科右前旗树木
沟学校八年二班学生于悦说。 

树木沟学校是一所有 930 名学生
的寄宿制学校。在到科右前旗支教的
大半年里，黄建坤除了授课外，还积极
联系北京林业大学，开展一对一扶志
教育帮扶活动，为学生捐赠了智能机
器人和暖心包裹，发起了免费配镜活
动，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教师的责
任和担当。 

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孟泽龙也是教育帮扶服务团的一名教
师。当得知要来科右前旗支教，他匆匆
领了结婚证，便踏上了支教的“列车”。
孟泽龙在树木沟学校担任 8 年级语文
教学工作，在授课之余，他利用心理学
专长，为学生、家长、老师分别作了心
理健康培训，还应邀为科右前旗 180 名
德育副校长进行了心理健康教育专题
培训，近期他正忙着帮助学校筹建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室。当得知学校有些
学生因父母离异或出外打工，对孩子
疏于管教，他主动来到学生家，了解学
生情况，对学生和家长进行心理辅导，
并送去了慰问品。 

“相信每个孩子都有成长发展的内
在能力，鼓励孩子，帮助他们强化学习动
机，树立未来理想，这是作为一名老师的
初心。”孟泽龙这样说亦是这样做的。  

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精彩。在距
离科右前旗政府 86 公里的乌兰毛都中
学，王卫东、李岩 2 名教育帮扶服务团
教师和晁储同、刘京奇 2 名研究生支教
团成员驻扎于此，由于路途较远，每一
次往返科右前旗都需要 3 个小时的车
程，他们很少外出，把所有时间都用在
了讲课备课和为学生辅导上，他们珍
惜和学生们在一起的每分每秒。 

“大家要对自己有信心，要敢于吃
苦，敢于挑战自己、突破自我，你们会
在这个过程中收获很多，也会闯出自
己的未来。”王卫东是从农村一步一步
走出来的，他深知一个农村家庭要培
养一个孩子成才有多么不易，来到乌
兰毛都中学后，他看到这些学生，仿佛
看到了中学时的自己，他经常鼓励学
生，给他们内心播下希望的种子。 

“乌兰毛都的冬天跟北京比异常寒
冷，但学校领导和各位老师对我们的关
心和帮助让我在严寒中感受到了温暖，
孩子们渴求知识的眼神也更加坚定了
我扎根基层，踏实支教的信念。”李岩
在乌兰毛都中学担任 7 年级历史课程，
除了教授课本知识外，他还向学生科普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培养学生民族自豪
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去年 9 月北京林业大学派来 4 名
老师到我校支教，主要负责思想政治、
历史学科的教学和语文基础辅导，还
新建了笛子和科技兴趣小组，不仅提
高了学生的国家通用语言运用能力，
丰富了校园文化，还给学校注入了新
活力。”科右前旗乌兰毛都中学教务副
主任于春良介绍说。 

春华秋实，情满山河。2014 年至
2022 年，北京林业大学连续向科右前旗
派出 9 届共 82 名研究生支教团成员，4
届共 85 名教育扶贫服务团教师，高学
历、高水平、专业化的教育扶贫服务团
队，在科右前旗这片土地上，播撒青春
和汗水、传道授业，接力续写支教故事。

幸福草根台   旧貌换新颜
□记者  乌仁陶迪  青格乐图  双权  
    通讯员  冯成

天刚蒙蒙亮，科右前旗索伦镇草根
台嘎查村民乌琪琳就起来忙着给牛添
料。在他的精心照料下，几十头牛个个
肥壮。

“近年来，党的惠民政策让我们享
受到了实惠，孩子上学都是免费接受教
育，现在老百姓看病报销率也很高。去
年，我父亲得了小脑萎缩，还得到了索
伦镇政府给的 2000 元临时救助金呢。
嘎查‘两委’班子也非常关心我们的生
活，逢年过节给我们送来米面粮油，告
诉我们有困难就找嘎查支部帮忙。”乌
琪琳对记者说，“我们从心里感谢党，感
谢政府！”

十年前，乌琪琳一家人只靠 30 亩
地种植青贮和黄豆，年收入不到 1 万

元，生活比较困难。现如今，乌琪琳成
为草根台嘎查家喻户晓的养殖大户，不
仅自己过上了好日子，还带领村民们一
起发展牛产业，一起走向致富路。

近年来，草根台嘎查依托肉牛产业
良好基础和丰富的牧草、生态资源优
势，将肉牛产业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牛羊存栏数达到
了 7 万多头（只），带领大家走好“牛”路
子，做大“牛”文章。

“大家再努努力，今天多割一些韭
菜，之前的韭菜都售空了，超市又打电
话来订货啦！”草根台嘎查党支部宣传
委员陈秀芳笑着说。

走进草根台嘎查蔬菜大棚，热浪中

弥漫着新鲜韭菜的芬芳，村民们有的割
韭菜、有的打包，大棚里呈现出一派繁
忙的景象。

草根台嘎查的村民白宝全、宫丽
华夫妻原来一直靠天吃饭、种地为生，
收入一直不稳定。2022 年，夫妻俩用
5000 元承包了草根台嘎查的大棚，种植
韭菜、菠菜、茼蒿、香菜等蔬菜，每年 3
月至 11 月就能收益上万元。

“如今，国家扶持政策好，我们嘎查
‘两委’班子成员每天都来指导大棚种
植技术，跟我一起除草、包装，还帮我联
系销路。现在我每天至少能卖几十斤
韭菜，我爱人养殖了150多头（只）牛羊，
家里每年收入能达到八九万元！”白宝

全高兴地说。
春意盎然，温暖的阳光洒在整齐洁

净的庭院里。老党员张凤山和妻子一
边健身，一边聊着如今的幸福生活。“十
年前，我家还是两间小土房，院子里没
有硬化，下雨天别提多难受了！现在，
盖上了宽敞明亮的大房子、大车库，院
里就有健身器材，我和老伴儿没事下下
棋、喝喝茶，这生活太幸福太惬意啦！”
回首过去的十年，细数家中翻天覆地的
变化，张凤山激动地说。

十年前，草根台嘎查是一个偏僻落
后的小村庄，基础设施薄弱，村民收入较
低，老百姓都盼着能过上好日子。十年
来，在党的好政策指引下，草根台嘎查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壮大嘎查集体经
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丰富群众娱乐生
活，一项项惠民利民的好事让村民们纷
纷为村干部竖起大拇指。（下转第二版）

创建全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盟

突泉县乌兰牧骑：
创排文艺精品  打造地区文艺品牌

本报讯（曾令刚）近年来，突泉县乌
兰牧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围
绕“两个打造”创排文艺作品，努力打
造更多政治性强、内涵丰富、意蕴厚重
的优秀文艺精品，服务农民群众，推动
文艺创新。 

排练厅里，突泉县乌兰牧骑的队员
们正在紧张排练拉场戏《小村大爱》，该
剧根据基层党员干部先进代表李珺真实
事迹为题材所创作，作品以拉场戏的表演

形式，以点带面来表现广大扶贫干部扎根
基层、为百姓排忧解困的故事。突泉县乌
兰牧骑还特意邀请了吉林省戏曲剧院吉
剧团的老师为该戏进行业务指导。 

扎根生活沃土，服务人民群众。突
泉县乌兰牧骑每年下乡演出都超过百
场，足迹遍布全县 9 个乡镇 188 个行政
村。今年，突泉县乌兰牧骑已完成服务
基层、服务群众文化线下惠民演出 10
余场，累计服务观众近千人。

感党恩 听党话 跟党走·晒变化  话幸福

担当作为好干部

呼格吉乐图：科技创新路上的“排头兵”
□记者 韩雨格

晚上 9 点，盟科技局高新科科长呼
格吉乐图刚踏进家门就听到了爱人的
唠叨：“饭都热了 3 次了，啥工作干起来
没个准点！”“刚才和上海交大的教授
对接米糠加工中试基地的事儿呢，这
个基地建起来，能够带动 3 家企业乃至
全盟米糠加工全产业链发展呢，大家
都攒着劲往前冲呢。”呼格吉乐图一边
吃饭，一边向爱人解释。

作为兴安盟科技创新路上的一名
“排头兵”，呼格吉乐图工作起来总是干
在前、冲在前，任劳任怨。

特别是自开展“科技兴蒙”行动
以来，他抢抓对外合作的有利契机，先
后促成我盟与江南大学、吉林大学、上
海交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科学
院、中国农科院、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等 20 余家大院大所建立了
科技合作，推动建立“江南大学 - 兴安
盟技术创新中心”“吉林大学 - 兴安

盟技术转移中心”“江南大学 - 源陆
食品黑麦健康食品联合研发中心”“江
南大学 - 万佳食品美味创新研发联合
实验室”“江南大学 - 草原三河稻米
食品创新研发联合实验室”。

在他的努力下，兴安盟高新技术
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实现了飞跃式
发展，高新技术企业由 2 家发展到现
在的 30 家，达到“十四五”期间双倍增
目标的 94%。科技型中小企业由 2020
年的 9 家发展现在的 54 家，增长了 5
倍，超额完成“十四五”目标任务。自
治区级企业研究开发中心由原来的 2
家增加到目前的 19 家，为创新主体建
设和我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创建
打下良好的基础。

……
作为高新科科长，帮助企业争取科

技项目是他一直在做的事。“呼科长，
真的非常感谢！多亏了你们的帮助，
我们才顺利跻身科技型中小企业、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