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李茂林）11 月 17

日下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

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

会现场了解到，为展示内蒙古丰富厚

重的历史文化和民族风情，促进旅游

文化深度融合，由内蒙古自治区旅发

委主办的第十四届蒙古族服装服饰艺

术节大赛将于 11 月 27 日 12 月 1

日在呼和浩特市举行。

本届艺术节是以蒙古族服装服饰

大赛为核心，集赛事、展演、展示、展

销、研讨等为一体的节庆活动。此次大

赛自治区共有 138 支代表队，1197 人

报名参赛。其中，呼和浩特市 22支、包

头市 7 支、呼伦贝尔市 10 支、兴安盟

6支、通辽市 6支、赤峰市 21 支、锡林

郭勒盟 8支、乌兰察布市 6支、鄂尔多

斯 16 支、巴彦淖尔市 7 支、乌海市 6

支、阿拉善盟 8 支、满洲里市 6 支、二

连浩特 9支。区外有吉林、新疆、云南

等三个省区的 4支代表队，52 人报名

参赛。

本次大赛的表演队有 7 支，91 人。

其中，自治区三少民族表演队 3支，39

人；蒙古国，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

图瓦共和国、卡尔梅克共和国 4支表

演队，52人。

据了解，蒙古族服装服饰大赛设

现代、传统、行业工装、饰品、冬季传

统、中小学生校服、大学生创意设计等

7个蒙古族服装服饰比赛项目。比赛期

间自治区三少民族服装服饰代表队，

蒙古国、俄罗斯蒙古族服装服饰代表

队将进行表演。7个比赛项目设置金、

银、铜奖，鼓励民族服装服饰生产设计

者改革创新；设置模特团体表演奖，鼓

励模特准确地表达民族服饰的内涵；

设置盟市组织奖，表彰推动旅游文化

融合发展的先进单位。大赛奖项充分

体现公平性、导向性、科学性，推动民

族服装产业向市场化、现代化、时装化

方向发展。

为使艺术节具有更强的参与性、

互动性，促进蒙古族服装服饰生活化、

市场化，为蒙古族服装服饰业界提供

合作交流、市场运营的平台，大赛期

间，在乌兰恰特的一楼、三楼大厅举办

蒙古族服装服饰展示、展销活动。市民

可凭身份证免费入场体验。

据了解，蒙古族服装服饰艺术节

大赛从 2003 年在赤峰市举办第一届，

此前已成功举办 13 届，参赛队也由最

初的 18 支代表队，增加到本届的 142

支。本届活动，旨在让更多的人了解蒙

古族服装服饰文化，在带动蒙古族服

装服饰研发生产的同时，也将丰富旅

游产品，弘扬民族文化，并成为知名旅

游节庆品牌。

千人报名参赛中俄蒙同台展示 市民免费入场

第十四届蒙古族服装服饰
艺术节 27 日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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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建设亮丽内蒙古 共圆伟大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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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年底前或全面实现
公交车微信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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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
新兴产业崛起 注入新动力

本报讯 内蒙古最新出台职称改革

政策，建立职称评审绿色通道，明确规

定作出重大贡献的专业技术人才可直

接申报高级职称。

按照最新规定，内蒙古将对重点行

业、重点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民族特

色人才以及引进的海内外高层次人才

和急需紧缺人才采取一事一议、一人一

策、特事特办的方式，放宽学历、资历、

年限等条件限制，由相关专家通过面试

答辩、实地考核、成果鉴定等方式破格

认定相应职称。在评定职称时，内蒙古

自治区高校、党校、社科、卫生、农牧林

业科研、会计、经济、统计、审计、新闻、

出版、档案、图书、文博系列副高级以上

职称、正高级工程师职称，继续设置论

文条件，推行论文论著代表作制度，重

点考察研究成果、业绩贡献及作品创作

质量，淡化论文数量要求，改变以往重

数量轻质量的现象。

内蒙古明确规定：各系列中级（工

程系列副高）及以下职称，不再将论文

作为限制性条件，只作为参考性条件，

将探索以专利成果、项目报告、工作总

结、工程方案、设计文件、教案、病历等

成果替代论文要求。据了解，今后内蒙

古对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

不作统一要求，确实需要评价外语和计

算机水平的，由用人单位或评审机构自

主确定，改变以往在职称评审时“一刀

切”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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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重大贡献专业技术人才可直接申报高级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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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一场“夸夸咱的红干

椒，聊聊咱的十九大”村民学习讨论会

在通辽市开鲁县东风镇东方红村热烈

进行着。

说起那些鼓舞人心的好政策，村主

任韩宝庄兴致勃勃：“现在我们的红干

椒大部分销往山东、潍坊等地，销路一

直很稳定。十九大报告振奋人心啊，其

中说土地承包期延长 30年，这相当于

给咱吃个‘定心丸’，今后，我们一定会

加大土地投入力度，以实际行动种好红

干椒，带领村民们致富奔小康！”

据当地宣传部门同志介绍，开鲁县

目前是我国最大的县域红干椒生产销

售集散地，东方红村是开鲁县 200 多个

种植红干椒致富的嘎查村之一，村民共

800 多人，种红干椒有 30 多年的历史

了。韩宝庄向记者介绍：“红干椒现在每

市斤 4元钱，每亩收入可达到 3200元，

效益是种植玉米的 3到 4倍。农民们种

植红干椒的热情很高啊。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指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太

好了，咱农民更要铆足劲儿给自己挣个

好年景。”

走进东方红村，所到之处，各家各

户庭前院后都是堆成小山状的红干椒；

收购点上，一袋袋的红干椒躺在传送带

上正在装车，准备运往外地。这个寒冷

干燥的季节，却也正是晾晒红干椒、热

销红干椒的旺季。

王魁是东方红村种植红干椒致富

的典型。他家有 70亩田地，全部都种上

了红干椒，去年收入 15万元。见到记者

来访，他很高兴：“种下红干椒，就相当

于握住了钱袋子啊。有了党和国家的好

政策，村干部又经常带着科技人员下来

做指导，我们对将来信心十足。”

日落西山，一堆堆的红干椒在夕阳

下，呈现出亮丽的色彩，似乎寓意着村

民们红红火火的日子。 据内蒙古日报

土地承包再延30年 给农民吃了“定心丸”

本报讯“如果没有这么好的优惠政

策，我们很难买得起新房。”内蒙古自治

区包头市东河区北梁棚改居民付婷喜

滋滋地告诉记者，她和丈夫张俊杰只缴

了 11 万多元差价就兑换到 90 多平方

米的新楼房。

近日，北梁棚改最后 3900 多套回

迁房开始办理选房手续，意味着这个内

蒙古最大的城市棚户区所涉及的 12 万

人实现了新房梦。

北梁是明清两代“走西口”人创建

的“老包头”居民聚居地。那里“七沟八

梁”、地势忽高忽低、平房密密匝匝，13

平方公里土地上长期住有 12.4 万人，

90％以上房屋是超过 50 年的土木结构

危旧房。2013 年 3月，北梁棚户区搬迁

安置工程全面启动，包头市把其作为

“头号民心工程”，出台系列优惠措施集

中推进。

记者看到，北梁原址 3 个回迁小

区、40多栋新楼熠熠生辉，等待着主人

的到来。“老北梁”东侧、被人们称为“新

北梁”的异地安置区，已是一个面积近 5

平方公里的崭新城区。

“住到新房里，我做梦都在笑。”12

号楼一单元居民尚保全老人说，在棚户

区时，家里人挤人，外面房挤房，两个人

侧身才能通过的长长窄巷，雨天泥水不

能行，冬天拉煤进不去，而现在，楼房

高、马路宽，真正过上了城市人的生

活。

图文据新华社

包头北梁棚改：5年圆了50年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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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梁棚改居民张俊杰（左）和妻子付婷（右）在北梁棚改征收安置大厅选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