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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安全教育工程
送给儿童不一样的开学礼物

（3版）关注 GUANZHU

“前旗优鲜”区域品牌首次亮相
现场签约超 2000 万

内蒙古纤检局专家
深入羊绒企业提供技术指导服务

本报讯（记者 张鑫）9 月 17 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

新闻办公室举行迎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新闻发布会

第十一场发布会———锡林郭勒、二连浩特专场新闻发布

会。中共锡林郭勒盟委书记罗虎在，盟委副书记、盟长霍

照良，盟委委员、行署常务副盟长赵德永，盟委委员、二连

浩特市委书记鞠树文发布 70 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锡林郭勒盟及二连浩特市经济社会发展、生态保护和

建设、社会民生保障等方面情况及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发

展成就，并回答记者提问。

中共锡林郭勒盟委书记罗虎在介绍，2018 年，锡林

郭勒盟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813.9 亿元，比建国初期增长

3844 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1万美元。地方财政收

入实现 76.2 亿元，比建国初期的 189 万元增长 4032 倍。

三次产业结构由 89.7∶4.7∶5.6 演进为 13.7∶45.7∶

40.6，经济发展方式发生深刻变化。 （下转 2版）

本报讯（记者 大海）9 月 19 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

新闻办公室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

新闻发布会第十三场发布会———包头市专场新闻发布

会。包头市领导从经济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城市建设等

方面，介绍了包头市 70 年来取得的成就，并回答记者提

问。

这里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
从阿善遗址到水旱码头，从塞外草原到工业重镇，农

耕文化、草原文化、移民文化、工业文化在这里交融汇聚，

“草原英雄小姐妹”英雄事迹从这里传遍大江南北，多元

本报讯（记者 张鑫）9 月 20 日到 9

月 24 日，第四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

业博览交易会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

举行。

“一带一路国际馆”人气旺
意大利作为主宾国参展，当然也是

开幕首日“打卡”的必选之地。引入达芬

奇机械装置展、意大利文创产品、意大

利时尚生活品牌等。此外，邀请日本、俄

罗斯、印度、罗马尼亚、希腊等近 20 个

国家和地区展示世界级艺术家绘画及

雕塑作品、陶瓷行业先锋艺术作品、经

典日式茶具，并根据类别设“艺之灵”

“瓷之韵”“器之道”三大板块。

“弘扬蒙古马精神”
主题馆首次亮相
“弘扬蒙古马精神”主题馆是历届

内蒙古文博会中首次设置的展馆，按照

“传承、创新、开放、共融、绿色”的展示

原则，配合优秀摄影作品、创意马主题

产品等形式，全面弘扬蒙古马精神、展

示内蒙古形象及优秀草原文化。

“弘扬蒙古马精神”主题馆集中展

示了近期正在举行的“弘扬蒙古马精

神”创意设计作品征集大赛所征集上来

的优秀作品，包括马的工艺摆件、马的

雕塑作品以及诸如抱枕、丝巾、暖手宝、

钥匙链、行李牌、台灯、闹钟等关于马主

题的日用品，琳琅满目的马主题文创产

品将蒙古马精神通过不同创意形式完

美诠释了出来。

朱红宫墙、精美文创
文博会上逛各地博物馆

在第四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

博览交易会文旅创意生活馆内，集结了

国家宝藏联合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秦

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敦煌研究院、陕西

历史博物馆、苏州博物馆等知名博物

馆，展品内容类别涵盖文创消费类、贵

金属收藏类等，同时打造匠心文创展

区，展示纸加、红色禾城、台北工业设计

协会等的现代、时尚文化产品。市民们

被各种精美、可爱的文创产品所吸引，

文创展品在内蒙古就可以近距离接触

到各地博物馆。

数字科技体验馆必打卡
今年,为了满足更多观众的体验需

求,科技类展商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

比往年有所提升,其中不乏科技行业细

分领域的全国龙头企业。数字展示行业

龙头上海风语筑首次参加内蒙古文博

会, 带来两款极具科技含量的互动装

置, 以全新技术为现场观众带来新鲜

感。同时，全球首家电影级沉浸式 VR

体验馆也在本届文博会中,由求索科技

倾力呈现。

绣美内蒙古馆

每一件都想带回家
栩栩如生的刺绣框画、内敛大气的

蒙古袍等绣品尽显独特而浓郁的民族

风情，一针一线演绎出了传统手工刺绣

的灵动与传神，反映着当代绣工对刺绣

工艺的热爱与不懈追求，让前来参观的

游客和刺绣爱好者赞叹不已。本次展览

中，集中展示长袍、帽子、靴子、荷包、马

鞍具等内蒙古传统刺绣艺术作品，同时

创新性地引入长三角地区极具特色的

刺绣文化作品。这些保持传统手工刺绣

基础上的多元化文化创意产品，令参观

者耳目一新。

书香文化精品馆
打造阅读盛宴

数万册图书打造阅读盛宴，展现自

治区出版发行领域发展成果，同时引入

国内重点数字阅读企业，作为传统固定

展区的补充与提升。在文博会首日，第

二届内蒙古精品图书展销会拉开帷幕，

为了把区内外更多的优质图书和精品

文化活动送到市民身边，本届书展会面

积扩大至近 3000 平方米，着力汇集区

内外精品力作，并精心组织举办丰富多

彩的阅读活动，将书展会打造成融出版

物展销、名家访谈、全民阅读等功能为
一体的文化盛会。

每一个文创展品和项目背后都有
一个精彩的内蒙古故事。无论是从传
统手工艺品到非遗传承项目，还是
从富有设计感的文创产品到充满未
来感的“黑科技”；无论是来自农村

牧区的手工艺人，还是来自全球各地的

客商，在内蒙古文博会这个舞台上，向

世界讲述着内蒙古故事，让世界倾听内

蒙古声音。

第四届文博会开幕
文化赋能 内蒙古闪耀独特魅力

锡林郭勒：

用蒙古马精神奋力书写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时代答卷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9 月 18 日，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迎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新闻发布会第

十二场发布会———内蒙古自治区社会

保障事业发展成就新闻发布会，内蒙古

自治区副主席欧阳晓晖，自治区民政厅

厅长邓月楼，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

长那炜清，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李荣介绍

了内蒙古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成就，并回

答记者的提问。

70年来，自治区社会保障经历了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企业单位保障到

全社会全民保障，从企业单一责任到国

家、企业单位和个人三方责任共担，从

城镇到农村牧区，从城镇职工到城乡居

民的重大转变，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不

断扩大，待遇水平不断提高，管理服务

能力不断增强，为保障改善民生、维护

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重

要作用，同时也交出了一份温暖人心的

民生答卷。

统筹推进社会保险体系建设

稳步提高保障水平

全面推广社会保障卡应用，建立

203 个即时补换卡业务服务网点，实现

旗县区全覆盖。截至 2019年 8月底，全

区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达到 2009.7 万

人，人民群众享受到了更加方便、快捷、

高效的社保服务。
健全全民医保体系

满足群众看病就医需求

从 1999 年开展全区城镇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开始，经过 20 年的

实践探索，现已经建成了以职工、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为主体，以大额

医保、大病保险、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医

疗救助制度等为补充的多层次医疗保

障体系，覆盖全区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障

体系基本形成。
加强社会救助体系建设

做好兜底民生保障

自治区从 1997 年建立并实施城市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起，不断加强社会救

助体系建设，经过多年努力，目前全区

已建立起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

养、受灾人员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

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临时救助和社

会力量参与为主要内容的“8+1”社会救

助体系，救助标准不断提高，科学化、规

范化水平日益提升，实现了传统社会救

济向现代社会救助的历史性跨越。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

生转变，人民群众期盼更多地分享经

济社会发展成果，人口老龄化、高龄

化对社会保障制度健康可持续发展

带来强烈冲击，对我们做好社会保

障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们

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全力建设覆盖全民、城

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

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稳步提高社会保

障水平，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内蒙古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托起人民群众“幸福梦”

本报讯 (记者 张鑫 通讯员 吴静)9 月 22 日上午,

在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庆之际，“2019 蒙

清丰收节启动暨杂粮开镰活动”在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

高茂泉村拉开序幕。

记者在现场看到，9月的清水河县高茂泉村梁上，一

片片成熟的谷子、黍子，金灿灿、红彤彤的穗子沉甸甸的，

丰收的喜悦映衬着农民脸上的笑容。几台收割机在田间

地头轰隆作响，场面让人震撼，收割机手们灵活地操控着

机器，在红彤彤的黍子和金灿灿的谷子映衬下，形成了一

幅和谐美好的画面。前来参加活动的嘉宾们一起行走在

黄澄澄、金灿灿的黍子和谷子田里，和农民一起感受丰收

的喜悦。

蒙清农业总经理黄福星表示，近年来，蒙清农业立足

自身品牌及市场优势，将产业发展、电子商务、返乡创业

与精准扶贫相结合，探索出一条“精准扶贫 +N”的扶贫模

式，有效带动了农民增收。

黄福星说，为了让农民丰产更要丰收，作为当地的自

治区农牧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蒙清农业通过“党支部

+公司 +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 + 乡村创客”的模式，与

上游农户通过土地流转、合作社、订单农业等方式建立紧

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同时以市场为导向，发展杂粮的精深

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更好的满足消费者日益变化的需

求，大力拓展销售渠道，线上、线下均实现了较好的业绩

增长。截至 9月份，蒙清农业已经通过线上、线下实现了

1000 多吨的小香米谷子、黍子、莜面等杂粮的预售，帮助

农民提前锁定丰收成果，为 2019 年合作社农民增产增收

奠定了坚实基础。

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包头这座工业之城这样蝶变

蒙清小香米谷子开镰
创新模式保障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