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阿尔山市一处棚改集中安置点（8月 12 日摄）。新华社记者 刘磊 摄

常志凤（左）在阿尔山市伊尔施街道棚改集中安置点新希望小区自己经营

的超市中招待顾客（8月 12 日摄）。 新华社记者 刘磊 摄

老人们在阿尔山市棚改安置点森旺社区活动中

心排练节目（8月 13 日摄）。 新华社记者 刘磊 摄

苏艳梅（后）和婆婆李秀珍在阿尔山市伊尔

施街道伊林小区新居中看电视（8月 11 日摄）。

新华社记者 刘磊 摄

苏艳梅（后）和婆婆李秀珍在阿尔山市伊尔施街道伊林小区新居厨房里做

饭（8月 11 日摄）。 新华社记者 刘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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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改的温暖：1亿多人“出棚进楼”

上接 1版

5 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冒着零下

30多摄氏度的严寒，来到地处边陲的

阿尔山市，并到困难林业职工郭永财

家中了解情况。看到郭永财等群众住

房还比较困难，他叮嘱当地干部要加

快棚户区改造，排出时间表，让群众早

日住上新房。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下，阿尔

山市开始了大规模的棚户区改造。

2014 年至今，当地累计投入 40 亿元

改造棚户区。如今，像郭永财一样的

10200 户群众，从忧居走向安居。

绿树掩映，高楼林立，道路干净

……家住湖北武汉市青山区青宜居小

区的刘桂华由衷感慨：“居住的环境越

来越好了！”

2018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

北考察，来到武汉市青山区工人村街。

“棚户区改造事关千千万万群众安居

乐业。我们的城市不能一边是高楼大

厦，一边是脏乱差的棚户区。”总书记

一席话，让当地群众感受到浓浓温情。

而今，通过棚改，武汉青山区 1.3 万余

户、4万多人的棚户家庭迁入新居，刘

桂华一家也在 2015 年搬进了新小

区。

2013 年至今，我国棚改大规模推

进，取得了历史性成效，2013 年至

2017 年累计改造各类棚户区 2645 万

套，惠及 6000 多万居民，改造数量和

惠及居民数量均比 2008 年至 2012

年翻了一番。截至 2018年底，全国范

围内 1 亿多居民“出棚进楼”，住房条

件得到极大改善。

从“将就”到“讲究”

棚改工作开展以来，全国各地以

棚改为契机，不断补齐发展短板，通过

美化环境，配套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

务，使棚改群众生活品质得到明显提

升。

阿尔山市伊尔施街道伊林小区，

苏艳梅的家收拾得格外精致、讲究，鱼

缸里养着色彩斑斓的热带鱼，阳台上

摆满了花草。“在城里住了几十年，现

在才算真正过上了城市生活。”苏艳梅

感慨地说。

迁入新居，硬件改善，棚改群众的

文明素养也相应提升。武汉青山区青

馨居社区的余冬梅说，住进新房，大伙

都变了个样，“刚搬来时，不少棚改户

有乱丢垃圾、高空抛物的坏习惯，在社

区宣传引导下，再看我们的社区，卫生

干净，每个人都文明守礼。”

“棚改后，不仅有了新房，也有了

新家。”家住长沙市湘雅路街道文昌阁

社区的刘志纯说，她现在每天都去老

年活动中心唱歌，参加社区举行的各

类活动。“居住环境好了，生活也更丰

富多彩了。”

记者在内蒙古、湖北、湖南等地走

访感到，随着棚改工作的推进，城市面

貌日新月异。各地抓住棚改契机，完善

道路、电力、燃气等配套基础设施，污

水处理、垃圾处理、集中供热等项目相

继投入使用，并建设公园和广场，大大

提升了城市品质和人居环境。

从希望到兴旺

棚改工程既是改善群众生活条件

的安居工程，又是帮助群众创业就业

的乐业工程。

在阿尔山市伊尔施街道棚改集中

安置点新希望小区，常志凤经营了一

家超市，货架上的商品琳琅满目，生意

不错。2014年棚改时，她用 20 多万元

安置款买下这家店面。常志凤说：“过

去房子破烂，没有固定收入，是棚改让

我们全家重获新生。”如今，她家又买

了新房、汽车，今年打算继续扩大店

铺。

长沙市芙蓉北路的棚改户李碧如

搬入新居后，一家人信心满满开始了

新生活。眼下，全家正忙着给儿子找媳

妇。“党和政府心里装着咱棚改群众，

我们既感动又感恩。”李碧如说。

作为棚改受益者，武汉市青山区

青宜居小区 78岁的老人吴传发，创作

了湖北慢板《幸福不忘共产党》，在武

汉三镇表演上百场，感恩棚改好政策。

去年吴传发还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棚户区居民的好

日子，我要向党组织靠得更近些。”

棚改是重大民生工程，也是发展

工程，有效带动了投资消费和经济增

长。2008 年至 2018 年，全国棚改完

成投资约 9.7 万亿元，棚改及拉动相

关产业总投资，2017 年超过 20 万亿

元。

完整参与了阿尔山市棚改工作的

副市长赵德权说，通过棚改，广大干部

练就了与群众打交道的真本领，为民

情怀深植内心；棚改群众真心拥护党

和政府，精神头更加充足。“棚改，架起

一座党群连心桥。”

阿尔山市 80 岁的棚改户毕殿花

说，党和政府把发展的红利发放给了

老百姓，让大家过上了幸福生活，“我

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活到 100 岁。”

据新华网

本报讯（文 / 图 记者杨彦

文）8 月 18日，第六届内蒙古国际

马术节暨第二十三届 8·18 哲里木

赛马节，在“中国马王之乡———通

辽市”的珠日和草原隆重开幕。

开幕式上，国旗护卫队、会旗

仪仗队、哈撒尔之子方阵、国际友

人方阵、蒙古马方阵，以及各旗县

市区方阵等 18 个方阵代表队依次

入场。庄严的升国旗仪式结束后，

传统那达慕仪式开始。随着圣火点

燃，烟花腾空盛放，将开幕式推向

高潮。

8·18 哲里木赛马节从 1995

年举办第一届开始，迄今为止已举

办二十二届。如今的赛马节，已成

为集传统体育竞技、民族文化、旅

游等于一体的综合性盛会。本届赛

马节，不拘泥于传统的体育赛事活

动，赛区在保留马术比赛和搏克、

摔跤、射箭等传统民族体育项目的

基础上，充分融入能够体现当地民

族文化元素的篝火晚会、民族歌舞

表演、非遗及文创产品展等系列民

俗文化特色活动。其中，押加项目、

赛马接力和轻驾车项目是首次出

现在赛马节上，马匹血统也进行了

细化分类，提高了本届赛马节的观

赏性、竞技性、参与性。体育、文化、

旅游深度融合，马术竞技、民族文

化风情和休闲旅游相得益彰，为广

大群众和游客奉上一道丰富多彩

的饕餮大餐。

通辽市副市长于沨在开幕式

上介绍，通辽市是“中国马王之

乡”，是敖包相会的地方。作为最

具民族特色的哲里木赛马节，

是内蒙古自治区三大节庆活动

之一，也是全市各族群众自己

的传统节日，更是展示科尔沁文化

魅力的盛会。

蒙古族被喻为“马背上的民

族”，蒙古马是吃苦耐劳、坚忍不

拔、勇往直前、忠于职守、守望相助

品质的代表，“蒙古马精神”已融入

内蒙古各族人民的血脉，成为草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辽是中国

蒙古族人口第一大城市，是中国蒙

餐之都，是敖包相会的地方，更是

久负盛名的“马王之乡”，通辽市

有 30 多万匹骠勇矫健、能征善

跑的科尔沁蒙古马，赛马早已

成为科尔沁草原蒙古族人民传

统的体育竞技项目，在多次国内外

重大赛事中，通辽赛手都取得了辉

煌的战绩。

多年来，通辽凭借良好的自然

资源基础、扎实的马业发展基础、

深厚的马文化底蕴和广泛的群众

基础，使马背文化演变为草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以蒙古马

精神为主题的赛马节已经成为了

马文化旅游的最大亮点。通辽市以

赛马节为纽带，建立了一个向世界

弘扬蒙古马精神、展示草原民族文

化的国际窗口。

8·18 哲里木赛马节：向世界弘扬蒙古马精神

女儿（左一）、儿媳（右一）来到家中看望郭永财（左二）和

冯秀华（左三）（8月 11 日摄）。 新华社记者 刘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