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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新引擎
四通八达交通路网
铺就乡村振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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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
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
第 17 次专题会议

走进乡村看小康 ZOUJINXIANGCUNKANXIAOKANG

奋斗：把总书记嘱托落在实处

准格尔旗：
小葡萄“串”起甜蜜生活

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
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

走访武川县可镇天力木兔村，首先

遇到“三个没想到”。

随便走进一处高标注农田滴灌井

房，见一位村民正在值守。机房里有几台

机器，墙上挂有《施肥机操作流程图》《变

频柜操作流程图》，还有一台操控仪器。

村民熟练地点开工艺流程屏幕，熟练地

点击施肥泵、搅拌机等点击，指挥着一片

田野的春种秋收，这还不算惊奇。当有人

猜测他是不是 50多岁，回答是 66岁。

66 岁，他依然在种地，只不过过去

是用苦力种地，今天是用智力种地。是自

己的土地全程托管以后的“再上岗”。这

是闫家沟村，66岁的徐文亮给我们的第

一个没想到。

站在一望无际碧玉般的南瓜地边，

肥大的叶片下面，那些金黄色和墨绿色

的南瓜不再藏着掖着，纷纷现出匀称饱

满的身影，丰收就在眼前。116亩！这的

确欣喜。但欣喜不止于此。这些名叫“黄

金 2 号”“清香栗”的主人是霍家沟村民

郭建，收获南瓜之余，他想的问题是，要

把南瓜叶做成草罐头，依然保持的绿色，

那会是牛羊冬季最好的辅料。

一个村民有做草罐头这样的想法!

感慨一位新型农民脚踏沃土，完成建设

家园和个人成长奋斗的时代情怀。这是

第二个没想到。

在天力木兔村党员活动室，一张圆

形的色彩拼组图格外吸引人。内容显

示—牵头单位：呼和浩特市农牧局党组，

核心组织：天力木兔村党支部。

据天力木兔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赵永刚介绍，内蒙古自治区农村牧

区经营管理服务中心党支部、呼和浩特

市农牧局机关第一党支部、呼和浩特市

乡村振兴统筹发展中心党支部、呼和浩

特市公安局党委、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

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党委、武川县农牧

和科技局党组、中共武川县纪委监委党

总支部、武川县可镇党委、天力木兔村党

支部、内蒙古民丰种业有限公司党支部、

武川县迦南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种养殖

大户等 18 个行政事业、企业、部队等单

位共同组成党建共同体，成立党建引领

“天力木兔村马铃薯”产业发展共同体。

18 支力量，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联村兴产，带农富农，产业兴旺，共同富

裕，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见效。

各方融力集结，为了一颗马铃薯，这

是天力木兔村给我们的第三个没想到。

党建引领“为民办实事”
农机社会化服务深得民心

武川县可天力木兔行政村位于县城

北 13 公里，辖 7 个自然村，辖区面积

26.83 平方公里, 属典型的农牧业结合

村，农牧业主导产业为马铃薯、莜麦种植

和肉牛肉羊养殖。全村户籍农户 588

户、1402 人，其中：常住农户 299 户、

511 人，所有农户均实现了“两不愁、三

保障、一高于”。耕地总面积 27644 亩，

其中水浇地 24320 亩，旱地 3324亩。存

栏牲畜（羊）9400只。现有规模种植养

殖专业合作社 12 家，耕地流转面积

15000 亩。

为更好的开展学党史“为民办实事”

活动，天力木兔村党支部在原有的工作

基础上，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找准群众急

愁难盼的困难事、烦心事，精心制定“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实践方案，通过积

极联系县农牧局经管站争取农机社

会化服务项目，切实帮助农户清理

农作物秸秆、耕旋土地、种植、收割

等农机社会化服务，实现农机农业

生产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有效降低

农户农业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解放

农村劳动力。

通过协调呼和浩特市公安局等帮扶

单位和村集体收入集资 120 万元，购置

了两台拖拉机、两台打捆机、一台 450

调幅犁、一台圆盘耙、台装载机、一台翻

斗车等相关机械设备。

（下转 2版）

党建引领 18支力量集结 为了一颗马铃薯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宰韵宰耘陨匝哉晕在匀韵晕郧月粤晕杂匀陨杂匀陨

本报讯（记者 张鑫）库伦旗最大

的优势是生态，最大的资源也是生态!

近年来，库伦旗牢固树立“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紧

紧围绕“走生态路、兴农牧业、打文旅

牌”工作思路，依托退耕还林还草相

关政策，大力发展林业，构筑生态屏

障。库伦旗先后获得全国水土保持生

态环境建设示范县、全国小流域治理

先进县、全国造林绿化百佳县和全国

经济林建设先进县等荣誉称号。如今

的库伦，“生态城镇”“生态农村”“生

态工业”，实实在在将生态优势转化

成资源优势，将资源优势转化成发展

优势，推动库伦旗高质量发展之路越

走越宽广。

造林添绿，再现秀美山川。库伦

旗主动对接国家和自治区、通辽市生

态重点工程建设，先后组织实施了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双百万

亩”、退耕还林等系列重点工程，大规

模开展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和林业生

态建设，从根本上遏制生态环境恶化

的趋势，促使生态系统向良性循环方

向发展。在全力绿化山川、建设良好

生态环境的同时，库伦旗还建立塔

敏查干沙带封禁保护区 120 万

亩，并在全旗推行牲畜禁牧舍饲

制度，对来之不易的生态建设成果进

行有效保护。

节能减排，走绿色发展之路。为

切实做好污染减排工作，库伦旗在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中打出一系列“组合

拳”: 整治关闭了不符合环保标准的

粘土砖窑和小锅炉，重点对水泥、矿

山企业渣场和污水处理设施的安全、

环境影响评价和环保标准进行检查;

投资 6000万元建成了污水处理厂和

垃圾处理厂，已顺利通过环境保护验

收，彻底终结了城市污水、垃圾“裸

排”的历史。此外，将污染源减排领域

从城市拓展至农村，对农村生活垃圾

和生活污水等进行综合整治，使项目

区所在地及周边 7 个村庄的 2 万农

牧民群众受益。深入开展燃煤小锅炉

整治工作，实现了主城区和工业园区

小锅炉清零的任务目标。已将 43 家

露天烧烤点移到室内，并安装油烟净

化设施，烧烤油烟污染问题得到有效

治理。完成了城区环境空气质量自动

站建设，对库伦镇区空气质量自动连

续开展监测工作，有序推进各项污染

防治工作。

生态为基，为产业发展赋能。近

年来，库伦旗依托荒山和沙漠等独特

景观，将发展旅游业融入生态环境治

理中，以资源开发为重点、以绿色产

业为载体，建设了一批投入少、产出

高、无污染、与绿色经济相关联的企

业。同时，瞄准市场大力发展绿色生

态农业，库伦荞麦已正式通过国家原

产地商标认证。发展集中连片荞麦核

心种植区 10 万亩，发展蔬菜种植基

地 5000亩，千沟万壑、绵延沙海成为

出产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沃土和特

色富民产业的金字招牌。库伦旗还着

力将林业发展方向从单一数量型向

多元实效型转变，以先进林场 100

亩、六家子林场 350 亩锦绣海棠经济

林示范基地为辐射，在全旗推广经济

林累计达到 2万余亩，经济林年总产

值达 700万元左右，在乡村振兴、农

牧民增产增收方面起到积极的推动

作用。

下一步，库伦旗将坚持节约优

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

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保护

和修复，让绿色成为库伦最大的优

势、最大的潜力，让生态成为库伦立

旗之本、竞争之要。如今，生态产业成

为库伦旗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村民们

纷纷端上了生态碗，鼓起了钱袋子，

真正实现了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

姓富的有机统一。

8月 10 日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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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内蒙古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

长包银山教授，深入巴彦淖尔市党政机关、乡镇社区为广大党

员干部群众深入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包银山先后在巴彦淖尔市和磴口县，以《新时代中国共产

党人的政治宣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为题，为巴彦淖尔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和磴口县机

关干部作了专题宣讲报告。深刻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的重大意义、主要内容和丰富内涵，深入解读了中国共

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宝贵经验和实践启示，解

读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刻内涵、时代价值和在新征程上以史为

鉴、开创未来的根本要求，同时围绕讲话中提出的一系列新思

想新观点新要求进行了系统讲解。

磴口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王维清说：“聆听包院长对总

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讲座，我们再一次重温了讲话的精

神、内涵和实质，使我们对伟大建党精神有了深刻的理解和认

识。作为一名基层共产党员和教育工作者，我要牢记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的初心和使命，努力做好各项工作。”

包银山还深入磴口县巴彦高勒镇南开社区，与社区工作人

员和居民进行了互动。

“作为社区工作者，怎样把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从而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作用？”南开社区党总支书记牛清华问道。

“我认为在加强社区治理工作当中要结合总书记的讲话精

神，创新服务方式。构建和谐社区首先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宣

传好‘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服务能力、治理能力提高了，对我们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设会有更大的帮助和推动。”包银山回

答说。

牛清华说：“包院长的讲解给了我很好的启发。作为基层社

区工作者，我们要更多地深入社区群众中间，了解他们的所思

所盼所想，用实际行动解决他们生活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困

难，让服务更贴心、让社区更温暖。” 据《内蒙古日报》

“经过线上线下不间断、全方位的教研、培训，教师们思想

站位不断提升，教学水平持续增强。他们越来越敢于展示自己，

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尤其在‘示范性种子教师’培训过程中，一

些教师与授课的知名专家学者探讨了自己的观点，形成了自己

的教学设计，这说明教师们的能力水平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有

了更强的独立思考能力。”8月 13 日，组织完又一轮全区民族

语言授课学校统编教材新入职教师线上培训后，自治区教研室

办公室主任刘恒欣慰地说。

“除了大规模成体系的培训外，去年以来，自治区教研室紧

紧围绕三科课堂教学重点难点问题，深入基层一线学校，与三

科教师面对面交流研讨，帮助教师进一步熟悉掌握课标、熟悉

把握教材，同时改进教学方法，保证课堂的教学质量、效果能够

更好。”自治区教研室副主任赵斌说。

课堂教学是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工作的核心和关键，自

上而下的教研指导是提高教师课堂教学水平最直接、最有效的

手段。

今年 4月底，自治区下发通知，提出建立常态化教研包联

机制，组建起自治区、盟市、旗县三级优秀教师教研团队，按每

校每科 3到 5人的规模，组织教研员、名优骨干教师建立教研

指导团队，按每月不少于 1 次，对民族语言授课学校开展驻校

指导。以鄂尔多斯市为例，该市选聘全市优秀中小学教师、教研

员和部分名师工作室成员，成立 4个指导组，深入民族语言授

课学校开展定点帮扶指导，目前教研活动已覆盖全市所有民族

语言授课中小学。

为推动教研活动扎实有效开展，自治区教研室创新教研方

式，常态化开展网络教研活动，组织跨区域、跨学校教研培训活

动，交流先进教学理念和有效教学方法，分享优质教学资源，促

进三科教学深度研究和难点问题精准解决。今年春季学期，各

地教研部门利用教研网络平台，组织全区 430 所民族语言授课

中小学三科教师参与教材解读、协助备课、教辅培训等在线教

研活动，并组织征集优秀课例在网上持续展播。

上学期，自治区教研室组织由教研员、骨干教师和三科“示

范性种子教师”代表组成调研团队，开展了 4次大规模的入校

调研培训指导工作，足迹遍布全区 12个盟市。调研指导团队深

入旗县基层学校，通过随堂听课、集体备课、讲示范课、举办讲

座等形式，调研指导学校三科教学工作。

赤峰市教育教学研究中心朱明威作为首批调研工作的第

三小组成员，随调研组于 3 月末赴锡林郭勒盟，在二连浩特市

蒙古族小学和阿巴嘎旗蒙古族实验小学进行了调研。他说：“通

过调研我们发现，学校领导和教师都能够正确理解和大力支持

民族地区使用国家统编教材，学校在通过各种方式谋求教师业

务水平的提高，教师也能虚心求教、潜心教研，提升自身业务素

养。” （下转 2版）

库伦旗：打造生态“名片” 绘青山绿水长卷

本报记者 卉平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自治区宣讲团在巴彦淖尔市宣讲

精准教研 提升教育教学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