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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前一个阶段，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
委统战部主导创建的同心汇·知青联谊
驿站揭牌仪式在罕苏木苏木乌日都呼
布嘎查牧民达木柴院子里举行。

活动现场，旗县、乡镇有关领导及
知青代表、牧民代表欢聚一堂。

走进蒙古包展厅，当年知青插队到
乌日都呼布嘎查时使用的锅碗茶杯、收
音机、挂钟、书本等物件摆放得整整齐
齐，墙壁上挂着很多知青与牧民珍贵的
合影。

达木柴与远道而来的知青朋友们
边看边聊，看着这些装满回忆的老物
件，既激动又难过。“我又想起我‘阿爸’
了。”说话间知青郝立新眼角也不禁湿
润了起来。

达木柴是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罕
苏木苏木乌日都呼布嘎查牧民。20 世
纪 70 年代，沈阳知青郝立新、韩延成来
到嘎查后，与他们一家结下了不解之
缘。达木柴父亲拉希拉布丹认郝立新为
干儿子，韩延成认达木柴女儿为干女
儿，近 48 年来，一家三代人与沈阳知青
之间的往来从未间断。

如今，郝立新的“干爹”虽然早已逝
世，可看着这些老物件，过去的场景再
次浮现在郝立新眼前。

知青儿子的“草原阿爸”
1976 年 8 月，昭乌达盟（今赤峰

市）阿鲁科尔沁旗罕苏木公社迎来了一
批“特殊客人”———沈阳知识青年。18
岁的郝立新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知青点的房舍还没有盖完，
只好把我们安顿在有条件的牧民家，我
被安置在拉希拉布丹老人家。”郝立新
回忆，刚住进牧民家时，由于语言不通、
沟通困难，大多时候只能靠手势交流。

如何快速融入牧民生活是他们面
对的新挑战。

郝立新和知青们积极参与牧民生
产生活，捡牛粪、骑马、放羊、剪羊毛、除
草、盖房，渐渐地，他们与牧民们熟悉起
来。郝立新与拉希拉布丹的两个儿子处
成了好朋友，他们教郝立新蒙古语，郝
立新教他们汉语，双方的沟通交流日渐
增多，感情也逐日升温。

“当时拉希拉布丹阿爸在生产队当
马倌，我经常跟着他上山，帮着照看生

病的马匹和产驹子的母马。在山上，阿
爸给我讲述草原上的故事，我给他讲城
里的新鲜事，我听得津津有味，阿爸对
城里的生活也充满着好奇。”郝立新告
诉记者，拉希拉布丹老人对待他，虽非
亲生却胜似亲生。

“那会儿家里有啥好吃的，阿爸都
留给知青，怕他们受冻，还给缝制皮袍、
靴子，他总说‘草原上艰苦，城里来的孩
子不容易’。”达木柴回忆道。

郝立新对拉希拉布丹老人满怀感
激，却一直无以为报。1976年 11月，郝
立新得知草原上对认“干亲”非常讲究，就
与知青好朋友韩延成一起来到拉希拉
布丹老人家，请求认他作干儿子。自此，
知识青年郝立新有了一位“草原阿爸”。

1978 年 8 月初，上级下来紧急通
知，知识青年要返城，郝立新第一时间
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干爹。

“那一夜我阿爸辗转反侧，难以入
睡，我们都知道他舍不得他的干儿子。”
达木柴回忆。

1979 年春天，回城后的郝立新专
程从沈阳来罕苏木苏木看望拉希拉布
丹老人一家，跟他讲了城里的工作情
况，拉希拉布丹老人悬着的一颗心这才
放了下来。

“此后，我们经常书信来往，互通情
况。有时，阿爸会来沈阳看我，我会带他
逛街，去医院检查身体，领他看看城市
风景。”郝立新说，拉布丹老人每次去沈
阳，都会带上他喜欢吃的奶食和风干牛
肉。

“那会儿大家都知道阿爸的干儿子
在沈阳，谁家需要去沈阳看病，都会找
上门来，阿爸就带着他们过去。郝立新
每次都要亲力亲为，跑前跑后，从未推
脱，有时为了节省住旅店开支，还直接
接他们回自己家中住。”达木柴觉得，对
待阿爸，郝立新比他这个亲儿子都亲。

2004 年，年逾古稀的拉希拉布丹
老人与世长辞，临终时嘱托两个儿子，

“以后要和郝立新哥哥保持来往！”达木
柴及家人点头答应。

拉希拉布丹老人虽已离去，但草原
上的牧民与下乡知青的故事仍在继续。

草原姑娘的“知青爸爸”
一份嘱托，一份承诺。2005 年，达

木柴领上女儿木其尔去沈阳市，看望当
年的知青大哥们。当时，郝立新去南方
工作还没有回来，他的好朋友韩延成热
情地接待了达木柴父女。

2006 年，郝立新从南方回到沈阳，
便与韩延成商量，决定在罕苏木苏木乌
日都呼布嘎查举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30 周年庆祝活动，于是 40 多名知青重
返草原。

此年 8 月，长长的车队停在达木柴
家门口。嘎查牧民纷纷赶来，他们与知
青们相互拥抱、互诉思念，整个嘎查沉
浸在再次相逢的欢乐中。

韩延成在大家面前郑重其事地宣
布，把达木柴二女儿木其尔认作干闺
女。话音一落，人群中响起热烈的掌声。
刚刚初中毕业的木其尔按蒙古族的最
高礼节手捧哈达，敬献奶酒，向“干爹”
叩首致礼。就这样，草原姑娘有了她的

“知青爸爸”，也正是这次的认“干亲”，
让达木柴和知青们的感情变得更加深
厚。

2006 年起，在每年水草丰美的时
候，达木柴都会邀请沈阳知青回到草原
做客，看那达慕，感受草原魅力，品尝草
原美食，“欢迎知青回家”成为达木柴最
常说的一句话。

韩延成一直关心干女儿的工作、学
习，在生活上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

后来，木其尔结婚成家时，韩延成
在内的沈阳知青 40 多人组成庞大的

“娘家亲”队伍专程前来送上了最真挚
的祝福。

“我丫头时刻惦记着我们，经常通
过电话、微信汇报自己的情况，过年过
节，总是第一时间发来问候。”提起木其
尔，韩延成满心自豪，在他心里，木其尔
就是他亲生闺女。

知青儿子的“草原阿爸”，草原姑娘
的“知青爸爸”，亲如兄弟的牧民与知
青，三代人，长达近 48 年的相知相识、
友好往来的故事，只是这片富饶土地上
民族团结进步的一个缩影。

同心汇·知青联谊驿站的成立，将
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感受草原牧民与
下乡知青的感人事迹，促进各民族像石
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让中华民族这
颗大石榴更加紧实饱满、光彩鲜艳。

(长河 魏那 王塔娜 伊得力)

日前，在内蒙古国创稀品科技有
限公司展厅，看到各式各样的显示屏、
不同颜色的发光灯牌。在这里，公司技
术人员为了追逐“一道光”，一路攻坚
克难，勇攀科技高峰。

2023 年 10 月，国创稀品公司推
出“稀土光修饰导光板”。公司总经理
刘鹏介绍说：“我们将修饰粉以不同比
例加入到不同类型灯具导光板中，可
精准控制发光材料的光转换波长，充
分发挥修饰粉的转光、补光作用，降低
LED 光源中有害蓝光含量，提升光源
中红光含量。”他表示，目前导光板已
应用于教育照明、工厂照明等多种场
景，为用户提供了更好的视觉环境。

技术突破，久久为功。2023 年至
今，国创稀品已与国家功能材料创新
中心、包头稀土研究院全面合作，目前
已拥有专利 10 余项。

国创稀品的发展是稀土高新区加
强科技创新、加快激发稀土元素应用
潜能的一个缩影。

在这里，稀土高发射保温理疗纤
维面料填补了稀土在纺织领域应用的
空白，颠覆了人们对稀土功能材料的
认知。稀土热障辐射涂料实现产业化，
这一新材料为我国工业窑炉的节能降
耗提供更好选择。稀土 DES 电浆墨水
屏（彩色）中试生产线即将落户包头，
并计划在 2024 年 10 月产出第一批

稀土 DES 电浆墨水屏。而稀土釉抗菌
陶瓷系列产品已在京东慧采上线，引
领更多“稀土 +”产品走进大众生活。

科技赋能，向“新”而行。稀土高新
区坚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以“两个稀土基地”建设为牵引，以
科技创新加快技术革命性突破，以制
度创新优化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以
产业创新推动生产方式变革，加快发
展新质生产力，全力推动稀土产业高
质量发展。

稀土高新区从提升稀土原料生产
能力、推动稀土新材料量质齐升、拓展
深化稀土终端应用、建设稀土产业创
新高地 4 个方面，聚力推动“两个稀土
基地”建设取得新突破。通过“揭榜挂
帅制”“赛马制”等方式，支持企业牵头
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促进科
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厚植稀土产
业的生长土壤。

目前，稀土高新区拥有全国最大
的综合性稀土科技研发机构———包头
稀土研究院，建有白云鄂博稀土资源
研究与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等 8
个国家级稀土产业创新平台，与中国
科学院、上海交大等 20 多家科研院
所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稀土科研
人员 3000 多人、占全国 1/3 以上。

今年，稀土高新区将争取成功创
建“国家稀土新材料技术创新中心”，

力争在创新平台优化布局上实现新突
破。

以“科技兴蒙”“京蒙协作”“科技
‘突围’工程”为抓手，稀土高新区正积
极创建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
区，开展“找矿挖宝”成果对接系列活
动。建立完善科技成果库，以科技突
围、产业落地为核心，形成新质生产力
的科技项目。全年开展以稀土产业为
主导的各领域产学研合作 40 项以
上，实施科技“突围”工程项目 3 个、关
键技术攻关项目 15 项以上，实现科技
成果落地转化 30 项以上。

同时，该区不断优化调整稀土产
业生态圈和产业链体系，布局电子信
息、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产业生态
圈，主攻永磁电机、抛光、催化等涉及
稀土产业应用的产业链。以产业前沿
趋势、国际国内链主企业战略布局、产
业技术路线动态梳理企业（项目），精
准选择目标。目前，稀土高新区已汇集
北科交大等多家电子信息产业前沿企
业，全区永磁电机企业 12 家、产能达
到 6500 台。

乘势而上、善作善成。稀土高新区
正聚焦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新型工
业化，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既定目标任
务，为建设“两个稀土基地”贡献高新
力量。

（张海芳 李宝乐）

隆兴昌镇荣誉村位于巴彦淖尔
市五原县城西 2 公里处，紧邻 110
国道、311 省道，交通便利。全村有
耕地 19200 亩，农户 1131 户 3125
人。2019 年，荣誉村党支部以整合
产业资源为突破口，充分利用全镇
发展“一村一品”“特种特养”的有力
契机，引进了内蒙古俏村菇菌业有
限责任公司，并按照每亩 400 元价
格出租 550 亩原坟地、荒滩等地，
建成花菇产业园区。建设期间，隆兴
昌镇投入了扶贫资金 70 万元，建
成出菇棚 10 栋，按照投资额不低
于 6%的收益租赁给公司，每年收
益 4.2 万元，其中 3 万元用于发展
壮大新福和荣誉两个村的村集体经
济，其余的用于农户分红。

“我们坚持绿色发展理念，采用
纯绿色高效栽培种植方式生产花
菇，不喷洒任何农药。再加上气候的
有利条件，这里生产的花菇肉厚、细
嫩、爽滑，口感更好价格更优，备受
客户青睐。”连日来，荣誉村的村民
杨建华每天都在花菇育菌棚里忙碌
着，他合理控制温度、湿度以及通风
等各个环节，做到精细管理、科技生
产，切实提高食用菌生产品质。

自从村里建起花菇园区，杨建
华就开始承包菇棚种植花菇，几年
下来收入比以前翻了翻。“去年我包
了 10 棚菇，赶上了好行情，一年下
来收入了 20 多万元。”杨建华高兴
地说道。

花菇种植管理技术简单，既不
打农药，也不施化肥，只需防止因温
度过高烧袋、适时为菌泥加水保持
湿润即可。杨建华种菇没有一点后
顾之忧，像菌种培育、种植、销售，公
司都有专门的技术人员为大家指
导。俏村菇菌业有限责任公司还针
对有种植需求的村民，组织他们参
观学习，从配料、装菌到采摘，每个
环节都免费向村民传授技艺，消除
种植顾虑。统一生产标准、统一技术
培训、统一管理服务、统一商标品牌
和统一市场销售的“五统一”模式，
更加激发了村民们发展花菇产业的
积极性。

“菌棒进棚是错期的，如果集中

在短时期进棒，就会增加用工人数，
从而增加生产成本，现在公司也是
边管理边摸索总结经验，并进行示
范推广，尽可能减少开支，确保种植
户实现利润最大化。”俏村菇菌业
有限责任公司厂长乔继锋说。

目前，荣誉村俏村姑菌业有限
责任公司已建成香菇菌棒生产车间
1500 平方米，保鲜库 1700 平方
米，育菌棚 85 栋，出菇棚 150 栋，
还配套建设了办公区、冷库、制袋车
间等，现已具备 200 万棒花菇种植
及加工的生产能力。今年，公司自种
30 万棒，村民承包种植 150 万棒。
公司全年还向周边农户可提供 100
多个就业岗位。

村民韩有志从建厂初期就来这
打工，一年下来累计 90 多天的时
间，可以增加 2 万～3 万的收入。

“每年农闲的时候都会来，根据工种
和季节每天有 150～300 元不等的
收入，工资从不拖欠，离家近还能赚
到钱，一年下来也能多收入不少。”
韩有志说。

据了解，花菇产业园用工高峰
期日用工量平均都在 150 人以上，
提供了摘菇、剪菇、打杂等工作。荣
誉村俏村姑菌业有限责任公司根据
扶贫长效机制，优先安排周边低收
入群体、脱贫户和监测户入园务工，
进一步拓宽了他们的增收渠道，让
他们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同时公司
还优先安排贫困户经营种植，并利
用扶贫贴息贷款补贴购买菌棒，种
植一个拱棚可节省支出 7000 元左
右。

“荣誉村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
优势和组织优势，把企业引了进来，
不仅盘活闲置土地，壮大了村集体
经济，实现了村民的多重增收，还在
产业兴旺上实现了新突破，成功走
出了一条‘支部引路、企业带富、集
体增收’的新路子。今后，五原县要
创新探索构建党建联建、村企共建
等发展新模式，通过整合资源、聚合
力量，实现互利共赢。”五原县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隆兴昌镇党委书记
乌云达赖表示。（马丽霞 张志中）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推进现
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
力。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的主要内容，是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根本支撑和关键所在。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要求内蒙古加快改变产业结
构“四多四少”状况，构建体现内蒙古特
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2023 年以
来，内蒙古坚持以链式思维抓产业，聚
焦优势产业、特色产业、支柱产业，深
入实施延链补链强链行动，一体推
进重点产业链建设，北疆大地动能
澎湃。

澎湃动能激荡在呼和浩特市全力
培育“六大产业集群”的奋斗实践里。

一年来，呼和浩特市锻长板、补短
板，聚力培育绿色农畜产品加工、电子
信息技术、新材料和现代装备制造、生
物医药、清洁能源、现代化工“六大产业
集群”。2023 年，全市“六大产业集群”
产值实现 2430 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
值比重突破 90%。

澎湃动能激荡在包头市全力推进
“两都”建设的奋斗实践里。

一年来，包头市立足稀土资源优
势、产业优势和创新优势，全力打造“稀
土之都”和“绿色硅都”两大旗帜型产业
集群。2023 年，全市稀土产业产值达到
800 亿元，晶硅光伏产业产值达到
1200 亿元，两大旗帜型产业集聚成势，
成为包头市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支撑。

澎湃动能激荡在鄂尔多斯市全力
打造世界级新能源产业高地的奋斗实
践里。

一年来，鄂尔多斯市抢抓新能源大
规模发展“窗口期”，坚持一体推进新能

源发电项目和装备制造业发展，大力发
展“风光氢储车”等新兴产业。2023 年，
全市制造业、新能源产业投资分别增长
175%和 266%，占总投资的比重均超过
40%，鄂尔多斯市入围中国新能源产业
集聚度最高城市 50 强。

澎湃动能激荡在乌海市全力打造
煤基生物可降解材料产业基地的奋斗
实践里。

一年来，乌海市以链群思维扩增
量、提质量，努力完备产业链条、健全产
业体系，华恒、君正、三维、东源等可降
解材料项目加速推进，全球最大 BDO
生产基地建设初具规模，建成、在建产
能 160 万吨，乌海市被确定为全国
BDO 产业发展大会永久举办地。

澎湃动能激荡在通辽市全力推动
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奋斗实践
里。

一年来，通辽市把生物医药产业作
为全市重要支柱产业，聚焦生物医药产
业延链补链强链精准招商，全力推动生
物医药产业规模化、集聚化发展。2023
年，通辽市玉米生物医药产业集群获批
自治区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
全区各地立足本地资源优势，扬优

势、锻长板、补短板、壮集群，精心打造
具有内蒙古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023 年，全区实行产业链“链长制”，推
进延链补链强链项目 650 个，16 条重
点产业链产值近 1.4 万亿元。

新 能 源 全 产 业 链 增 加 值 增 长
16.1%，风光氢储装备制造业产值达到
2762 亿元，呼包鄂通 4 个基地占比达
到 80%；

现 代 煤 化 工 产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15.4%，煤制乙二醇、煤制烯烃产能均居
全国第二；

稀土产业增加值增长 21%，中重稀
土金属产品实现规模化生产，稀土、铌、
锂等战略资源勘探实现新突破；

农 畜 产 品 加 工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11.6%，新创建奶业、马铃薯 2 个国家级
产业集群和 3 个国家级现代产业园、8
个产业强镇，创建数量全国第一。

……
一组组亮眼数据，让内蒙古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势头更加强劲，也更坚定了
新的一年全区上下乘势而上、再攀高峰
的信心和决心。

新的一年，如何加快构建现代化产
业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内蒙古给出的答案是：聚焦“两个
基地”、发挥“三大优势”，推动农牧业上
水平、工业挑大梁、新能源唱主角、现代
服务业促升级。

———农牧业要锚定打造现代化大
产业、建设产业强区目标发力。树牢大
农业观，在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上下
功夫，推动农牧业产值突破万亿元。

———工业要围绕率先“进中游”目
标锻长板、补短板、壮集群、强支撑，加
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坚持以新能源带动
新工业、以先进制造业带动新型工业
化，全面落实新型工业化“1+7”政策体
系，资金重点向产业创新、制造业发展
倾斜。

———现代服务业要提速发展、提升
质量。大力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
业、现代农牧业深度融合。

目标已定，使命在肩，内蒙古加快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其时已至，其势
已成，其兴可待。

(康丽娜)

赤峰牧民与沈阳知青的不解之缘
建立近 48年的深厚友谊

花菇绽放“致富花”

向“新”而行 塑造稀土产业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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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长板 补短板 壮集群

加快构建具有内蒙古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
基础保障性行业，国网阿
鲁科尔沁旗供电公司充分
发挥电力先行作用，组织
党员服务队解决企业用电
难题，以实际行动助力地
方稳经济、保增长、促发
展。

党员服务队现场走访
小微企业，详细检查供电
设施运行情况，梳理排查
安全风险，进一步优化电
力营商环境。开展助力企
业“开门红”专项服务活
动，按照设备台账，逐台
区、逐线路进行全面检查，
消除设备安全隐患，“零距
离”帮助解决企业用电难
题和个性化需求，确保“电
力十足”，服务企业生产。

(呼格 摄)

村民们正在收获花菇

通辽现代能源“火风光储制研一体化”示范项目储能装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