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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
召开上半年商务口岸
经济运行分析会

走进乡村看小康 ZOUJINXIANGCUNKANXIAOKANG

奋斗：把总书记嘱托落在实处

“七一勋章”获得者丨
“守边老人”魏德友：
用不变初心 筑不朽界碑

本报讯（记者 张鑫）“住上好房

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

风气……”。兴和县各乡镇和村的变

化只是内蒙古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的一个缩影。和这里一样，内

蒙古越来越多的村庄都在乡村振兴

中蝶变，越来越多的村民过上了生态

宜居的幸福生活。

“小康不小康，厕所算一桩”。近

年来，兴和县不断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

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深入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

动，大力开展农村户厕改造，引导

群众提升环保意识，在努力补齐影

响百姓生活品质短板的同时，将小事

情做成大文章。

“小厕所”里蕴含“大民生”。“一

个土坑两块砖，三尺土墙围四边”，这

曾是农村厕所留给人们的印象。与很

多农村群众一样，兴和县城关镇二台

子村的刘关瑞过去使用的就是这样

的厕所，如今用上了马桶的他感慨颇

多。他说，自从给安上这个厕所以后，

带来了很多方便。以前那个土厕所，

孩子们都在城里头，一回到乡下不愿

意上，安上这个厕所以后孩子们也愿

意去，而且我们上岁数的有坐便，既

方便又卫生。

“以前冬天上厕所特别犯愁，不

仅受冻，还难收拾。”兴和县大同夭乡

村民张有花说。老厕所在房门外十几

米，大冬天上厕所的种种不便，本已

经习以为常，但自从村里集中推进了

厕所改造，让她有了明显不一样的感

受。现在上岁数的老人们，尤其她家

还有个 88岁的老妈妈，起坐也方便，

风不吹雨不淋的，挺好的，又干净。

户厕改造之初，很多村民对无害

化厕所的好处并不了解，也有很多人

嫌麻烦不想改造，每户两百元的支出

也让一些村民打了退堂鼓。面对群众

思想多存在“传统习惯不想改、刨墙

破土不愿改、担心效果不敢改”等顾

虑，兴和县各乡镇和村委会工作人员

通过积极宣传引导，向群众讲明改厕

的经济效益、健康效益和环保效益。

兴和县城关镇二台子村委会工

作人员陈云表示，经过宣传户厕改造

政策，现在已经有 83 户村民自愿安

装了户厕，而且村民们都反映很好

用，挺实用，也挺方便，下一步我们将

继续大力宣传户厕改造政策，在充分

尊重村民意愿的基础上，提高户厕安

装的普及率，让更多的村民享受到户

厕带来的便利。

农村厕所改造，带动的是农村人

居环境的整体提升。村民们认可了，

工作推进的阻力就小了。如今在兴和

县各乡镇，农村户厕改造带来了一场

农民卫生习惯的革命，也让这里的群

众体会到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

感。

截至目前，兴和县实施农村改厕

1.1 万户，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率达到

87%，创建各级文明村镇 86 个，农村

人居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群众生活

质量和幸福感有效提升。

7月 28 日至 29 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自治区宣讲团在包头市宣讲，自治区党委党史学习教育

宣讲团成员、内蒙古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闫安进机关

下乡镇，为机关干部、公安民警、社区工作者进行了深入浅出、

生动翔实的宣讲，宣讲受到热烈欢迎，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7月 28日，闫安走进包头市东河区公安分局，从深刻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行动纲领三个方面，为 100 余名公安干

警进行了主题宣讲。

包头市公安局新兴大街派出所指导员马彦云表示：“百年

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令我心潮澎湃。作

为一名公安干警，我将始终坚持人民公安为人民，把人民群众

的利益放在首位，不断加强理论学习，持续提升技能水平，以饱

满的工作热情投身平安东河的建设当中。”

包头市公安局回民派出所民警刘少清说：“通过聆听讲解，

我深切感受到，我们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苦难到辉煌的艰

辛历程。作为一名普通民警，我要做到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严格按照‘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工作要

求，坚决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扎实做好本职工作，用心用情

守护一方平安。”

7 月 29 日上午，闫安走进青山区青福镇，作了题为《马克

思主义纲领性文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的专题宣讲，同时，闫安还现场解答了参会人员提出的

问题。

“听了闫教授的宣讲很受启发，作为基层党支部书记，我以

后要更加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撸起袖子加油干，为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和社区进步贡献力量。”青福镇保利社区党委第八党支

部书记牛文义说。

参会人员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高屋建

瓴、内涵深邃，今后将更加自觉地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

导工作、推动实践，牢牢把握“九个必须”根本要求，更好地开展

各项工作。

宣讲会后，闫安前往保利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向干部群众

面对面宣讲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耐心解答工作

人员遇到的困惑和疑问。

7月 29日下午，闫安还到包头市委大楼进行宣讲，市直机

关干部 200多人聆听了宣讲。 据《内蒙古日报》

“培训为我们新教师的快速成长搭建了一个良好平台，虽

然培训结束了，但我们的执教之路才刚刚开始。教师职业神圣

而美好，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教师，我要把青春奋斗融入党的教

育事业。”8月 6日上午，由自治区教育厅主办的“三科”特设岗

位专项计划教师岗前培训班结业典礼在内蒙古师范大学举行，

思想政治学科教师曹伦高娃分享了培训感想。她说：“跟岗实践

让我们走入学校，走上讲台，把培训中学习到的知识应用于实

际，发现问题并及时寻找解决方式，这段时间我成长很快。”

据介绍，此次培训共 90 天，课程设置遵循新教师成长规

律，依据教师培训课程指导标准，聚焦国家统编教材新教师专

业发展核心素养和教育教学基本能力，突出了实操性、实用性

和实效性。学员们通过培训领会了政策，提高了思想认识；理解

了课标，把握了教材；结合了实践，提高了技能。

去年秋季学期以来，国家统编教材授课教师培训在我区不

断开展。作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推行使用国家

统编教材的基础性工程，我区着力于为民族语言授课学校打造

一支政治素质过硬、教学水平较高、师资数量充足的教师队伍。

在顶层设计上，自治区教育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

加强民族语言授课学校国家统编教材师资队伍建设的若干措

施（试行）》，从建立过渡期辅导员制度、教师补充、提升教师队

伍素质、优质师资储备 4个方面提出了 13条具体措施。

在措施落实上，我区迅速出击，配齐配强民族语言授课学

校三科教师师资力量。

———提前谋划并按时完成三科教师公开招聘。今年 1月，

全区各地在精准测算教师需求的基础上，制定完善了本地区三

科教师公开招聘方案，各盟市通过公开招聘、校园选聘等方式，

在 6月底前完成了教师招聘工作，并对新入职教师进行培训。

“为教育发展、国家繁荣和民族振兴努力奋斗！”4 月 17

日，在兴安盟新入职三科及其他教师岗前培训班开班仪式上，

全体新教师共同宣读人民教师誓词，坚定教师职业理想信念。

———启动实施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三科”教师自治区

特设岗位专项计划，招聘的教师用于三科教师缺口较大地区培

训顶岗教学周转。去年 12 月，自治区教育厅已招聘 298名三科

“特岗教师”，经过 3 个月的岗前培训，这些教师已于今年春季

开学后进行了一学期的跟岗实习，秋季开学后将到各民族语言

授课学校顶岗教学。 （下转 2版）

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
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

兴和县：户厕改造惠民生美丽乡村更宜居

本报记者 张鑫 通讯员 王效平

随着乡村振兴的稳步推进，许多有

闯劲的青年纷纷返乡创业，在广阔天地

间大有作为。和林格尔县黑老夭乡石家

窝铺村村民宋爱俊作为返乡一员，不仅

将养牛产业做的有声有色，还成立了种

植养殖专业合作社，在致富奔小康路上

“牛劲十足”。

日前，记者走进和林格尔县黑老夭

乡石家窝铺村，兴俊种植养殖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宋爱俊，正忙着给牛添草、加

料。“我家的牛每天按时喂两次草，一次

喂料，每天早上还要先打扫卫生，杀菌

消毒再喂食。”宋爱俊对记者说。

“现在的牛肉价格较高，市场供不

应求，行情非常不错。”看着自己尽心竭

力办起来的合作社，宋爱俊满怀信心地

说，“按现在肉牛发展，年底可达到 100

头，明年年底就可出售肉牛 30头，选择

返乡创业，我真是走对了路。”

前些年为了生计，宋爱俊一直在异

乡漂泊，四处务工，无法照顾家人，让他

十分无奈。去年宋爱俊回乡探亲，注意

到家乡的牛羊产业发展得很好，但规模

养殖的合作社还没有，收入也不稳定，

这让宋爱俊看到了不错的发展前景。

“买牛需要钱，建圈舍也需要钱……”

正当宋爱俊为钱发愁之际，村支书石占

文主动找来了。经过几番协调，石家窝

铺村委会与和林格尔县兴俊种植养殖

专业合作社签订合作协议，以上级拨付

的壮大村集体经济 125 万元合作养殖

肉牛，村委会以托养保底分红方式，由

合作社进行饲养，合作社以生产牛犊为

利润，基础母牛永久属村集体资产，合

同期限 5 年，合作社以买牛总款 125 万

元的 6%，每年返还村集体分红款 7.5 万

元，合作社以养殖场作为抵押物，确保

壮大集体经济资金使用安全。

2020 年，宋爱俊自筹资金 130 多

万元，租赁土地 15 亩，建起了牛舍、草

料棚、运动场、青贮窖。今年 4 月，从山

西引进的优质“西门塔尔”肉牛如期走

进兴俊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由此开启

了他的牛官梦。

眼下，52 头“西门塔尔”肉牛在宋爱

俊的精心饲养下，个个膘壮体肥，已产

下一头小母牛。“我们养殖场产下的母

牛全部扩繁，公牛育肥，小公牛经过科

学育肥，18 个月就可上市。每年除去返

还村集体分红款，年收入 20 多万元是

很有保证的。下一步准备扩大养殖规

模，购买拌料机、喂料机、装载机，希望

更多村民参与进来，与乡亲们共同致

富，共同建设美丽家乡。”宋爱俊看着自

家的肉牛信心满满地说。

宋爱俊本着为乡村振兴发展贡献

一份微薄之力的初心，努力打造一个高

标准、高质量的全新种植养殖专业合作

社。目前，兴俊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以

种养为依托，坚持绿色生态养殖，承包

村民土地 400 多亩种植青贮玉米，每年

还可收购养殖场周边农民的玉米秸秆

作为饲草料，此举既避免了玉米秸秆在

田间焚烧产生的污染问题，又为村民增

加一笔额外的收入。

因为年轻，才要有为。42岁的宋爱

俊走在创业路上，正在家乡匠心描绘新

的乡村振兴蓝图。我们期待，兴俊种植

养殖专业合作社可以在全县起到示范带

头作用，使乡村富起来，农民的腰包鼓起

来，老百姓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返乡创业当牛官
小康路上“牛劲十足”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自治区宣讲团在包头宣讲

打牢根基 配齐配强师资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