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8日，记者在乌兰浩特市建设局市

政处、爱国街洮儿河社区与居民家中看到大

家通过网络客户端、电视等集体观看内蒙古

自治区成立 70 周年庆祝大会盛况，看到激

动人心之处大家不时鼓掌。洮儿河社区居民

田士仁说：“70 年变化太大了，现在吃、住、

行条件多好，能亲身经历变迁和发展，这就

是我们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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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贺匾题词
引发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强烈反响

8 月 7 日上午，中央代表团向内蒙古赠送了

习近平总书记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 周年题

写的“建设亮丽内蒙古 共圆伟大中国梦”贺

匾。我区各族各界群众得知习近平总书记题

词的消息后反响热烈，表示“建设亮丽内蒙古共

圆伟大中国梦”也是内蒙古各族儿女的梦想和心

声。

消息传到玉龙之乡赤峰市，千里草原一片欢

腾。作为全国第一个畜牧业合作社的诞生地，翁

牛特旗阿什罕苏木的牧民为之欢欣鼓舞。“鱼儿

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70 年来，阿什罕苏木

同样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始终依靠党中

央的坚强领导，始终沐浴民族政策的灿烂阳光！”

阿什罕苏木党委书记满都夫说，“总书记的题

词是对民族工作的关心，对民族地区的关

切，对各族人民的关怀。总书记的殷殷嘱托

我们要牢记在心，不负重托，奋力前行，苏木上下

要立足新起点、把握新形势、谋划新蓝图，不断谱

写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生态文明、民生改善新篇

章！”

阿拉善盟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表示，题词承载

着党中央对内蒙古继往开来、再谱新篇的殷切期

望。阿左旗 76岁的退休干部李勇说：“看了总书

记的题词，我激动万分。这是对我们内蒙古 70年

成就的肯定，也是对内蒙古今后发展提出的新要

求。在 70 年的时间里，内蒙古实现了经济社会大

发展，我是见证者。我相信，内蒙古人民的生活会

越来越好！”

今年 64岁的锡林浩特市朝克乌拉苏木洪格

尔嘎查牧民占布拉入住锡林浩特市爱祺乐牧民

养老园区已经 3年，老人表示，“建设亮丽内蒙古

共圆伟大中国梦”，对我们千千万万草原儿女提

出了新的要求和鞭策。在位于苏尼特右旗的朱日

和训练基地，内蒙古某部队战士张进康说，看到

总书记的题词，我们倍感振奋，也深感责任重大。

作为军人，我们要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始终同

人民站在一起，更好地肩负起保家卫国的神圣使

命。

“我们要组织全市媒体学习好、宣传好、贯彻

落实好总书记的题词精神，为‘建设亮丽内蒙古

共圆伟大中国梦’做出自己的贡献。”乌海市委宣

传部外宣中心副主任杨勇说。乌海市干部雷彩霞

说：“总书记的题词道出了内蒙古 2500 多万各

族人民的共同心声，也指明了内蒙古今后的努力

方向。”

近日，路过通辽市滨河大街与永安路交叉口

的市民会发现，交叉口路东原来的卖花摊不见了

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整洁明亮的玻璃房。房

门上的“爱心花房”四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看得人心里暖洋洋的。

花房的主人是 70 岁的老人许丹枫。老人用

瘦小的身形和缓慢的脚步，仿佛写就了一本沧桑

困苦的生活史。老伴和儿子在前些年相继因病去

世，现相依为命的女儿也身患白血病。为了帮丈

夫儿女治病，这个风雨飘摇的家欠下了巨额债

务，生活异常艰难。如今，女儿的命也全靠许老太

在路口的卖花摊勉强维持。

通辽市科尔沁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的执法

人员曾多次与许丹枫碰面。与老人多聊了几句

后，执法人员才了解了老人的生活困境。一时间，

执法人员对老人的遭遇充满了深切的同情。可

是，老人的卖花摊点已严重影响了市容市貌和市

场秩序；而如果不让老人摆摊，那就等于要断了

老人唯一的生活来源啊！一边是铁一般的工作纪

律和执法要求，一边是从心底升腾起的对弱势群

体的同情心。为了能更好地解决老人的生计问

题，同时又不妨碍“创城”总要求的贯彻落实，执

法人员夹在矛盾中间苦苦思索了很久。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科区城管大队领导班子

针对老人的情况开展了深入详细的调查和讨论。

经过几番研究商讨，最终，城管大队党总支提出

了一条两全其美的“妙计”：由党总支党员代表充

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许老太搭建一所

“爱心花房”，这样既不影响市容市貌，又能让老

人继续维持生计。

说干就干。7月 22日，科区城管监察大队大

队长奚勇及大队部分党员一行人来到了许丹枫

经营的卖花摊，代表大队给老人送去最暖心的慰

问。党员们希望能给老人的生活带来一些帮助，

让老人继续笑对生活，从而让老人切身感受到党

的亲切关怀。从老人处核实好情况后，大队领导

又第一时间向科区主管领导请示，得到主管领导

的大力支持。随后，大队按计划申请并启动专项

资金 4万余元，着手安装花房。为保证质量，这座

爱心花房采用钢构房结构，房体采用白钢建材，

三面安装了防盗卷帘门，城管大队又与辖区街道

取得联系，为花房接上了电。经过了辖区城管队

员近一周时间的努力，爱心花房迅速建成。7 月

29 日那天，许丹枫老人终于如愿以偿地把她心

爱的花悉数搬进了这个温馨的“新家”。从此，老

人有了一个能遮风挡雨的正规经营场所来卖花，

再也不用承受日晒雨淋，担心影响市容市貌了。

搬进花房的那天，许老太眼里泛起了泪花：

“执法队员平时就对我都很照顾，自从有了这个

花房，我就再不会那么辛苦了！”附近的一位市民

老大姨，看到执法大队党员送来的爱心花房，高

兴地告诉执法人员说：“许丹枫的情况太特殊了，

为了让女儿活下去，她在卖花的时候吃了不少的

苦。现在有了党的关怀和你们的帮助，她可以继

续安心卖花了，她的女儿也有救了！”

爱心花房虽小，却支撑着许丹枫和患病女儿

的生活希望。涓涓细流汇成江海，点滴善心聚成

大爱。科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也向通辽全市全体

爱花人士发出邀请：欢迎您来到位于滨河大街与

永安路交叉口路东的“爱心花房”买花献爱心。城

市如花，大爱无价。让我们用实际行动献出一份

爱，把城市家园装扮得更美丽，让人间真情在科

尔沁大地上涌动。

他只有小学文化，却每天带着学生写字、画

画；他不是专业画师，却有多幅作品被相关部门

收藏；他身患残疾，却从不气馁，还把自己的生活

过得有声有色；他已是古稀之年，却手绘了一幅

题为“筑梦内蒙古”的 30 米长画卷，在东胜区民

族街道永兴社区，我见到了这位可亲可敬的老

人———马计。

马计生于 1947 年，6 岁时，他患上了胸椎

病，但家里却因经济原因耽误了治疗时间，因而

马计落下了终身残疾。马计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干

重活，所以他从小就想着要学习一门手艺来谋

生。25岁那年，村里来了一位给寿木画图案的老

画匠，他便天天蹲在老画匠身旁观看老画匠是如

何作画的。老画匠临走时留下一些没用完的颜

料，他就收拾回家开始尝试自己作画。“记得当时

我给一个木质的盘子绘画上色，但没有调色板，

我就去捡别人家打破的旧碗作为调色板。”就这

样，他画出了第一幅“作品”。很多村里人看了他

画的木盘子之后都觉得他画得好，其中一户村民

还邀请他去作画。从此，马计就走上了绘画的道

路，并且一画就画了 40多年。

在谈起为什么要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 周

年作画时，马计只是平淡地说了一句：“人得学会

感恩。”在听过社区干部秦慧芳的介绍后，我才明

白马计这句话的含义。

马计家住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炜业怡和郦

景小区，是政府保障性住房小区，而他属于“三无

人员”，享有政府每个月补贴的 1100 元，除此之

外，由于他有绘画的特长，社区还无偿提供场地

让他办起了书法绘画培训班。培训班里招收了很

多孩子，孩子们年龄不一，从 5岁到 10 岁的孩子

都有，很多孩子家庭条件都不是很好，马计只收

取了最低的报酬，他还为部分低保户家的孩子免

费教学，有时还会自掏腰包给孩子们买绘画用

品。听说马计要为自治区成立 70周年作画，社区

立即上报申请，为他免费提供了绘画颜料、宣纸，

并专门定制了绘画架，最后还特意将他的画作裱

了起来。

马计说：“我这样的状况，能过上现在这样衣

食无忧的生活，要感谢党、感谢政府和身边这些

为我提供过帮助的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 周

年是大事，我就想通过绘画来反应一下 70年来

人民的幸福生活是怎样一步步走来的。”

翻开这幅题为“筑梦内蒙古”的 30米长画

卷，整幅画卷栩栩如生。看着由 16个场景拼接反

映牧区、乡村、城市生活水平及房屋结构、交通出

行、精神生活逐步提升的过程时，我仿佛“穿越”

到了那个年代。

“我画了春、夏、秋三个季节，最后以 8 朵牡

丹的‘花开富贵’结尾，就是为了表达人们对美满

幸福生活的向往。整幅画寓意着 70年来，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自治区各项惠民政策的照耀

下，内蒙古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巨

大的成就，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精神面貌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也希望大家看到我的画能和我一

样感恩生活和所拥有的一切。”马计说。这幅画卷

不仅反映了内蒙古的发展变化，也包含着马计对

生活的热爱。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周年大庆之际，新华

社外籍记者海伦·本特利来到内蒙古大草原，走

进牧民家中品尝羊肉和马奶，去牧场劳作，去草

原上策马奔腾！

这里的牛羊都是放养，日行 8到 10 公里；

饮食纯天然，草地和地下水富含草药和矿物质。

这里有全中国最好的牛羊肉。数十年来，沙漠变

绿洲的努力从未停止，中国早已成为治理荒漠化

的全球典范。

内蒙古的城市化发展也毫不逊色，60%的当

地百姓已经过上了现代城市生活；过去五年，

100万牧民迁移到了多民族的城市社区。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所说，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

能少！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呼和浩特
70米剪纸长卷献给内蒙古

近日，为丰富城乡群众文化生活，充分展示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新农村及城区发展的新面貌，

不断提高基层文化志愿者的业务水平和综合素

质，由赛罕区文体广电局主办的文化志愿者手机

摄影大赛暨 70米剪纸长卷展在赛罕区文化馆举

行。

展览汇聚了赛罕区摄影艺术家和爱好者的

100 幅摄影作品，以及剪纸非遗传承人经过 6个

多月的共同努力打造出的 70 米的剪纸长卷。这

些作品以独特的视角、新颖的构思，为庆祝自治

区成立 70 周年，弘扬历史文化、讴歌建设成就、

洋溢着赛罕区人民炽热的爱、浓烈的情。

熬奶茶 换新衣
全家围坐看直播

8月 8日下午，各族人民怀着激动和自

豪的心情，收听收看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

周年庆祝大会盛况。这一刻，全区各族儿女

踏歌起舞。草原儿女，深情回顾内蒙古 70年

来的沧桑巨变，衷心感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

守望相助，共同奋斗。沐浴在党的阳光

下，内蒙古各族儿女心手相连，共护民族团

结之花———马兰花开，鸿雁传情。

初秋时节，自治区成立 70 周年庆祝大

会召开的消息就像长了风的翅膀，传遍草原

的每一道山岗、每一条河流、每一座蒙古包、

每一个牧民家庭。

在草原深处的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绍

根镇柴达木嘎查，牧民宝音朝格鲁将家里打

扫得干干净净，一家人换上崭新的蒙古袍，

熬上飘香的奶茶，早早地围坐在电视机前，

等待庆祝大会开幕。当悠扬的马头琴声响

起，当蓝色的哈达迎风飘扬，老父亲朝伦巴

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党和政府太

关心我们了，草场有补助、牲畜有销路，现在

我们住有新房、行有轿车，生活真是一天比

一天好！”

“镇里的汉族干部经常来嘎查，还带来

技术员，教我们养牛养羊，就像亲兄弟一样。

今年我家的牛增加到了 30 头，收入又多

了。”宝音朝格鲁说。

53年前，包头白云鄂博草原，在为保护集体

羊群而与一场罕见暴风雪的搏斗中，走出了享誉

全国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她们小小年纪，小小

身躯，却用实际行动展现出了伟大的集体主义和

爱国主义精神。

60年前，为支持国家建设，淳朴的牧民们献

出世代供奉的神山，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们

一起，开发铁矿，建设包钢，书写出了民族团结进

步和共同繁荣发展的大爱无私的奉献精神。

作为草原英雄小姐妹事迹的发生地和世界

稀土之乡，白云鄂博传承英雄精神、奉献精神和

爱国情怀，并将其与各民族守望相助、共同繁荣

发展的实践有机结合，凝炼成白云鄂博特有的

“红色精神”，服务包钢建设，服务包头和自治区

经济建设，为维护“两地三方”血浓于水、守望相

助的民族团结情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即

将完工并对外开放的“草原英雄小姐妹”红色旅

游基地总投资 1.2 亿元，总占地 26.5 万平方米。

主要建设一座“草原英雄小姐妹”事迹展览馆，并

在周边建设丁香、胡杨林园，意将红色文化与生

态建设相结合，让更多的人在行走中了解并深入

到这段历史中。

作为重点工程，“草原英雄小姐妹”红色旅游

基地从 2016 年 7 月开始策划，2016 年 11 月份

开工建设，目前处于工程扫尾阶段。展览馆将运

用现代VR手法，将单纯的展示变为展示和体验

相结合，整合“草原英雄小姐妹”相关影像和文献

资料，为观众提供一座集展览、体验、互动于一体

的现代化场馆。

时光荏苒，虽历经半世纪岁月打磨，但小姐

妹的英雄之光并没有稍许褪色，反而得到了进一

步的传承、发扬。除了“草原英雄小姐妹”红色旅

游基地的建设，三集纪录片《草原追梦》也于今年

6月开机摄制，准备近期在内蒙古卫视播出。作

品以纪录片为载体，通过再现草原英雄小姐妹的

感人故事和成长经历，重塑小姐妹伟大而平凡的

英雄形象，打造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名片。

以此为契机，白云鄂博矿区还将围绕传承草

原英雄小姐妹事迹与团中央共同开展“七个一”

系列活动，即：一个故事、一本书、一首歌、一部

剧、一部电影、一系列活动、一组基地。把流传了

几十年、影响了几代人的英雄故事打造成一个有

风景、有规模、有档次、有文化的红色旅游 IP，培

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契合主旋律，构建

白云鄂博文化旅游产业和经济发展的战略支点。

岁月虽然苍老了容颜，但英雄精神永远容光

焕发。这种精神，更成为白云鄂博今后发展道路

上的思想财富。

从白云鄂博草原英雄小姐妹故事积淀、传承

下来的红色精神，是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与

各民族守望相助、共同繁荣发展理念的有机结合

体，是内蒙古精神宝库里的一颗闪亮的明珠。

党的十八大以来，白云鄂博矿区顺势而为，

发扬“红色精神”，激发各族儿女的自豪感和干事

创业激情，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积极推进

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发展循环经济，打造绿色矿

山，把稀土资源优势全面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发展优

势，走出一条美丽与发展双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新

路子。如今，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乡已经发展成

为蒙、汉、回、朝鲜、满、达斡尔等 11 个民族人民

守望相助、共奔全面小康社会的热土，一个宜居

宜业的绿色矿区正在成为蒙汉各族人民共同的

温馨家园，草原英雄小姐妹事迹及其积累而成的

红色精神，在新的时代愈加焕发出新的活力。

如今的白云鄂博，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

团结、边疆安宁、文化繁荣、生态文明，各族人民

弘扬红色精神，“唱草原晨曲、挺钢铁脊梁、振包

头雄风”，以民族团结一家亲、守望相助奔小康的

昂扬精神姿态，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庆祝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周年！

城管搭起“爱心花房”
与自治区同龄老人绽放最美笑容

手绘30米画卷
与自治区同龄老人筑梦内蒙古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中国梦和属于自己的幸

福观，对于生活在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的公安民

警志愿者来说，他们的幸福就是：特别的爱送给

特别的你！在那里，16个警察儿女们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倾情书写了一段“草原母子情”感人佳

话。

“没想到我这个孤老婆子也会有这么一天，

这是小张，小王，敖登……都是我的好孩子！”已

经 78 岁高龄的蒙古族额吉图雅,用伸不展的手

颤颤巍巍地指着墙上的一张“全家福”一一辨认。

说起自己的 16 个警察儿女，老人的脸上笑开了

幸福的花，满是骄傲和自豪。

2013 年以来，阿右旗 31名公安民警青年志

愿者组成“学雷锋金盾助老小分队”，其中 16 名

志愿者专门来到无儿无女的蒙古族额吉图雅老

人家，组成警民长期帮扶对子。他们陪着老额吉

唠家常、问冷暖、擦玻璃、叠被褥，关注老人生活

点滴，为老人排忧解难，做老人贴心、暖心、舒心

的“警察儿女”。

“每周都会帮我打扫卫生，每天都会给我打

个电话问候平安，孩子们谁有空谁就会过来看看

我。如今，我的屋子亮堂了，日子也有盼头了，在

以前想都不敢想！”图雅额吉动情地说着当地流

传着的一句话：“草原上最温暖的是额吉的怀抱，

其实和咱老百姓的心贴得最近的就是这群警察

孩子。”

78岁老额吉感恩 16个警察儿女

草原英雄小姐妹“红色精神”
从草原走向全国

流光溢彩通辽城

徜徉在繁华的通辽街头，放眼望去，路边景

观灯给川流不息的街道增添了不少喜庆的氛围。

8月 7日，记者在开发区青龙山大街看到，

不少行人边走边对着新落成景观雕饰拍照。

据了解，为庆祝自治区成立 70 周年，通辽城

区在重要路段节点及路线悬挂标志性装饰等，打

造浓厚热烈的氛围，体现各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

面貌。

■与自治区同龄

洋记者走进大草原

■看直播话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