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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里 是 流 淌 着 民 族 大 爱 的 沃 土 ，
“齐心协力建包钢”“三千孤儿入内蒙”
的动人故事，诉说着各民族共同团结奋
斗的光荣传统；这里是多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的热土，长城沿线的文物、万里茶
道的遗迹见证着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
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这里是祖国的

“北大门”，构筑起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
全屏障、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

内蒙古自治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成立的第一 个 省 级 民 族 自 治 区 ，2400
万各族儿女共同的家园。2023 年 6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
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
工作的主线”，指出民族地区的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
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都要紧紧围
绕、毫不偏离这条主线。

新征程上，内蒙古自治区认真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深
入、具体落实到各项工作中，推进各民
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经济活力增强 民生福祉提升

37 岁的牧民乌伊汗住在中蒙边境
上的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赛罕高毕
苏木。县城距离她家 100 公里远，最近
的邻居也在 3公里外。

然而，空间距离并未阻碍她走向现
代 化 的步伐。生活在草原深处的乌伊
汗，在短视频平台上有 14 万粉丝。天南
海北的人们，每天通过手机屏幕的微小窗
口就能看到她讲述草原趣事，而乌伊汗也
因互联网接触到了外面的大千世界。

“ 我 们 牧 民 祖 祖 辈 辈 以 畜 牧 业 为
生。过去，草原生活比较闭塞，如今一
切都发生了改变。”乌伊汗说，现在的边
境草原虽依旧人烟稀少，却充满活力。

为改善农牧民的通信条件，我国近
年来着力加快农村及边远地区宽带网络
覆盖。目前，内蒙古行政村宽带通达率达
100%，并不断向零星分布的牧家延伸。

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
总钥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在发展中更加注重保障和
改善民生，补齐民生短板，增进民生福
祉，让各族人民实实在在感受到推进共
同富裕在行动、在身边。

内蒙古自治区相关负责人说，内蒙

古将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民族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
发展成果公平惠及各族群众。如今，12
个盟市所在地都通了高速公路、103 个
旗县区都通了一级以上公路。各族群
众无论是在边陲小镇、还是在偏远牧
区，都能就近上学、看病，智能家电、宽
带网络、快递进入草原深处，手机放牧、
拍短视频成为农牧区群众的新时尚。

稳定的电力、便捷的交通、畅通的网
络，让牧民孟克巴雅尔家世代放牧的天然
草场变身成为现代感十足的科技牧场。

孟克巴雅尔位于鄂尔多斯市鄂托
克前旗昂素镇的草场，装有太阳能高清
摄像头，人坐在家里便能将方圆几公里
的动态尽收眼底；牛羊走近饮水槽，红
外感应装置就会自动放水；网上开设的
民族团结超市，销售着周边 30 多户各族
牧民的农畜产品……

在安定团结的沃土上，内蒙古立足
资源禀赋和战略定位，在高质量发展的
赛道奋力奔跑。

精心打造 8大产业集群和 16条重点
产业链，一批具有成长潜力、发展后劲的产
业不断壮大，新能源、稀土新材料、现代煤
化工等一些主导产业在全国有了一席之
地，伊利、鄂尔多斯等品牌走出国门……

2023 年，内蒙古地区生产总值、固
定资产投资、进出口总值 3 个指标增速
均位居全国前三，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速位居全国第七。

当 前 ，内 蒙 古 加 快 发 展 新 质 生 产
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不断增强发展
内生动力，发展成果惠及各族群众。

相处亲如一家 共筑精神家园

“ 小 燕 子 穿 花 衣 ，年 年 春 天 来 这
里 ……”在包头钢铁集团的展陈馆中，
播放着这首人们熟悉的儿歌。很多人
不知道，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就是“齐
心协力建包钢”。20 世纪 50 年代，在党
中央的号召下，全国各地 8 万多名各族
儿女支援包钢建设，开创了新中国民族
地区工业发展的先河。

得益于党中央一以贯之的支持，内
蒙古从一穷二白走向繁荣富裕。内蒙
古一直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不
移拥护党的领导，在主题教育中融入延
伸开展“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群众
教育实践活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中华民族

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
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内蒙古融红色文化和农耕文化、黄
河文化、长城文化等于一体，打造北疆
文化品牌，深入挖掘内蒙古大地上各民
族团结奋斗、守望相助等“一起走过”

“一起走来”的历史史实，生动展现各民
族交往交流、共生共享等“一起生活”的
现实经历，将其作为弘扬中华民族伟大
精神、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

盛夏时节，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
中旗库伦苏木草原上，马头琴激昂，长
调悠扬，各族农牧民在草地上围坐一
圈，兴致勃勃地欣赏歌舞表演。这是当
地乌兰牧骑为农牧民带来的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惠民演出。

“我们根据民族理论政策、民族团
结进步故事，编创小戏、歌舞，全方位展
现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
展的风貌，并将这些文艺作品送到田间
地头、草原牧区。”察哈尔右翼中旗乌兰
牧骑队长王晓说。

内蒙古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工作主线推进社会建设，创造
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
乐的社会条件，让各族群众交知心朋
友、做和睦邻居、结美满姻缘。

在生活着 13 个民族的赤峰市松山
区兴安街道临潢家园社区，最热闹的地
方就是“民族团结之家”。在这个社区
居民活动大厅里，展示着居民们的民族
服饰、孩子们的“爱祖国”主题绘画作
品，各族居民经常聚在一起，挥毫泼墨、
切磋棋艺、分享美食，其乐融融。

“针对社区多民族聚居的实际，社
区党委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着力构建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
享、共事共乐的互嵌式社区环境，促进各
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临
潢家园社区党委书记吴晓华说。

各族儿女携手 筑牢生态屏障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这
里要加一个‘沙’字。”2021 年全国两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
时，对进一步加强生态治理提出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到内蒙古考察调研，每次，都会讲到筑牢生
态安全屏障。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
全屏障，是内蒙古必须牢记的“国之大者”。

紧紧围绕这一战略定位，内蒙古深

入实施一系列国家重点生态工程，各族
干部群众一道战黄沙、植新绿。近 10 年
来，自治区累计造林、种草、防沙治沙规
模均居全国首位，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减
少 6000 多万亩，实现从“沙进人退”到

“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科尔沁沙地南缘的通辽市奈曼旗

白音他拉苏木包头嘎查，曾经随处可见
的白沙子上，如今长满郁郁葱葱的黄
柳。这是牧民宝秀兰带领乡亲们治沙
近 30年的成果。

1993 年，宝秀兰嫁到包头嘎查。那
时候，流沙常把院墙掩埋，种下的农作物
常遭风沙侵袭，一年只能勉强养一头牛，
生活拮据。1995 年，她开始承包沙地种
树，后来带领乡亲们机械化、规模化造
林，近 30年来累计治沙造林 6万多亩。

生态越来越好，包头嘎查牛羊养殖
数量也合理提升。农牧民主要养牛、羊
和骆驼，年人均纯收入 1.5万元左右。

包 头 嘎 查 居 民 有 蒙 古 族 ，也 有 汉
族。“乡亲们一起治沙造林，互帮互助，相
处得比亲戚还亲。”宝秀兰说，“现在环境
变好了，生活富裕了，邻里更和谐了。”

当前，内蒙古已全面打响“三北”工
程攻坚战，科尔沁沙地是主战场之一。
宝秀兰正跟乡亲们在当地最难治理的
一块沙地上播种绿色。“我们大家齐心
协力，一定能尽早歼灭这片沙地。”宝秀
兰坚定地说。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内蒙古依靠各
民族共同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经过春季 45 天的休养生息，夏季的
呼伦贝尔草原洋溢着生机与活力。广
袤的草原犹如一张无垠的绿毯，铺展在
蓝天白云下，一群群牛羊悠闲地吃着
草，构成一幅和谐美好的画卷。

“整个春天，牛羊都要在棚舍里圈
养。虽然劳动强度会变大，但能换来草
原生态的改善，辛苦一些也值得。”呼伦
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锡尼河西苏木
牧民其其格望着绿草如茵的草原说。

今年，内蒙古 9.7 亿亩草原实行春
季休牧，以减少牧草返青期牲畜对牧草
啃食、踩踏，有利于牧草充分返青及后
续生长，提高牧草产量。

“休牧是为了解决草原过牧问题。”
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宝力根陶海苏木
牧民都仁毕力格说，如今，牧户们不断
完善半舍饲生产方式，各族儿女携手并
肩，共同守护这片珍贵的草原生态，让
绿意盎然的美景永驻人间。

新华社记者 刘伟 勿日汗 于嘉
哈丽娜

北 疆 大 地 展 新 姿
—内蒙古同心共奏和谐曲

入夏以来，多地出现高温、强降雨
天气。面对高温“烤”验和频繁降雨，许
多劳动者坚持奋战在一线。他们是穿
梭在大街小巷的外卖小哥，是默默守护
城市洁净的环卫工人，是扎根施工现场
的建设人员……一个个平凡而敬业的
身影，托起城乡建设运转，勾勒出这个
夏天的别样风景线。

进 入 7 月 ，上 海 连 发 高 温 预 警 。
户外热浪滚滚，美团浦东张江站点骑
手朱颜军每天依旧奔忙在大街小巷。

“天气热了，订单多了，这是我提
高工作业绩的好时候。”朱颜军说，“太
热的时候可以抽空到骑手驿站休息，
里面有空调、饮水机、微波炉，设施都
很齐全。”

应对高温，美团采取防暑降温措
施 ，在 100 多 个 城 市 向 骑 手 提 供 防 暑
物资包，联合线下商户扩大城市中的
骑手驿站网络，上线骑手专享的免费
共享充电宝活动，启动特殊天气应急
机制。

岗位虽平凡，职责不平凡。一位位
劳动者用汗水和付出，保障万家生活平
稳有序。

气温攀升，正是用电高峰期。入夏
以来，山东日照莒县地区电网持续高负
荷运行。如何做好迎峰度夏工作，是对
电力人的考验。

“更换开关柜内触头盒和套管的时
候，一定注意拧紧螺丝。”在 110 千伏陵
阳 变 电 站 10 千 伏 开 关 柜 放 电 消 缺 现
场，国网日照莒县供电公司变电运检中
心副主任卢明晓叮嘱工作人员注意检
修细节。连日来，面对高温、暴雨等多
重挑战，他带领团队始终坚守岗位，奋
战在抢修前沿。

今 年 46 岁 的 卢 明 晓 扎 根 变 电 检
修 一 线 岗 位 已 经 28 年 。“ 作 为 一 名
电 力 人 ，踏 踏 实 实 干 好 本 职 工 作 ，保
障 用 户 可 靠 用 电 是 我 的 职 责 所 在 。”
他 说 。

数百公里外，杭州连日的雨水刚
停，气温又回到炙烤模式。在上城区德
胜东路，环卫工人王果安一早就开始清
扫道路上零碎的垃圾，背上的汗水浸湿
了工作服。这几天，他的日均行走步数
达到 3万多步。

在杭州，有 2 万余名环卫工人采取
轮班值守的方式，坚守在一线。“这个季
节在户外工作确实很辛苦，但能用劳动
来守护城市的清洁美丽，不管天气多
热，我们都会坚持下去。”王果安说。

夏日里，大江南北，建设者的脚步

没有停歇。他们与时间赛跑，为保障重
点项目、民生工程建设快马加鞭。

江 苏 无 锡 ，地 下 10 多 米 处 ，无 锡
地铁 5 号线永丰路站至健康路站盾构
区间隧道内正在施工。高温潮湿闷热
的环境中，中铁十九局无锡地铁 5 号
线项目负责人高辉在认真检查工序，
交代工人安全注意事项，汗水顺着他
的脸颊不断滴落，蓝色的工服浸出了
层层盐渍。

“ 再 热 再 累 ，能 为 城 市 建 设 贡 献
一份力量，这就是我的人生价值。”高
辉说。每天早上不到 7 点，他就召开
项 目 早 班 会 ，总 结 前 一 天 建 设 进 展 、
寻 找 问 题 ，部 署 当 天 安 全 生 产 工 作 。
不久前，在他的带领下，无锡地铁 5 号
线 永 丰 路 站 至 健 康 路 站 左 线 盾 构 区
间顺利贯通。

7 月的厦门，户外热浪灼人。走进
中铁二十二局厦漳泉城际铁路 R1 线
机场段工程现场，150 多名建设人员不
畏酷暑，有序作业。

定点、绕圈、拧紧……在项目西区
间深约 20 米的地下基坑内，钢筋工周
连美正在熟练地绑扎钢筋，扎钩和扎
丝通过他的双手，不停在钢筋之间穿
梭。每天，他和 20 多名工友都要面对
成吨的钢筋绑扎任务，完成上万次钢
筋绑扎。“不管天气如何，认真工作、保
质保量，这都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
周连美说。

用奋斗诠释劳动精神，用担当书写
劳动人生。

千 里 之 外 ，河 北 保 定 。 全 长
3748.9 米的雄忻高铁跨胭脂河特大桥
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胭脂
河两岸的连续刚构拱已雏形初显，90
多名中铁十八局工人坚守一线，加紧
推进工程建设。

30 多米高的桥墩上，工人们在进
行顶板混凝土浇筑。工区负责人刘寒
一边仔细检查施工材料，一边指导工人
进行混凝土振捣作业。从去年 5 月到
现在，刘寒紧盯施工现场，脸庞早已晒
得黝黑。

“这座大桥是雄忻高铁全线控制性
工程。桥墩基础深入水下 23 米，建设
难度大。我们合理安排施工，避免工人
高温时段作业，同时紧抓施工进度，全
力确保大桥早日顺利合龙。”刘寒说。

夏日里，一位位劳动者把责任担在
心头，用汗水刻下坚守，书写着新时代
奋斗者爱岗敬业的情怀。

新华社记者 樊曦 王优玲

夏日里夏日里，，那些坚守一线的劳动身影那些坚守一线的劳动身影

上海交通大学自主
研制的深海重载作业采
矿 车 工 程 样 机“ 开 拓 二
号”海试现场（无人机照
片，6月 22日摄）。

日 前 ，我 国 深 海 矿
产资源开发关键技术研
究与装备研制取得重大
突 破 ，由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自主研制的深海重载作
业 采 矿 车 工 程 样 机“ 开
拓 二 号 ”成 功 完 成 海
试。“开拓二号”连续完
成 5 次 着 底 采 矿 ，取 回
深 海 多 金 属 结 壳 与 结
核，实现深海重载作业采
矿车海试水深首次突破
4000 米 ，最 深 达 4102.8
米，在国内首创深海复杂
海底地形高机动行进、深
海多矿类复合钻采等深海
采矿领域多项技术。

新华社发

雨季行走在三峡库区腹地的重庆
市奉节县，一江碧水云雾笼罩，墨绿的
脐橙树栽满长江两岸，数个生态产业在
此生发。

奉节，古称夔州，自古以来依江而
兴。壮美长江带来的生态美景，激发文
人墨客无穷灵感，旧时即有“经夔无诗，
枉称诗人”之说。

但这样一座“诗城”曾因粗犷发展
让绿色蒙尘。青龙镇大窝社区的老居
民们至今还记得被硫磺侵蚀的斑驳焦
土。“每逢下雨，雨水夹杂泥土顺坡而
下，有时还流入居民家中，难以清理。”
居民罗益福回忆说。

大窝社区曾是原奉节一磺厂所在
地，后转而发展煤炭产业。长达几十年
开采硫磺、煤炭，这里的土地受硫磺侵
蚀酸化严重，核心区域寸草不生，许多
庄稼地严重石漠化。

2015 年，一磺厂关停，面对满目疮
痍的荒山废土，大窝社区通过飞播造林
与人工栽种，在荒山种植柏树、落叶松
等 4000 余亩；结合当地海拔较高、日照
充足等特点，种植软籽石榴、脆李等经
果林 2500 余亩。如今，植被得到有效恢
复，森林覆盖率达 90%。

矿山变景区，大窝社区唤回满山苍
翠，这也是奉节转变发展模式、大力发
展生态产业的一个缩影。

走进永乐镇大坝村，村民们都在忙
着为自家的脐橙树修枝除草。“这几年，
村里生态越来越好，发展起脐橙产业。”
在大坝村的脐橙种植基地里，村民易勤
国说，如今自己种了 10 多亩脐橙，一年
收入超过 10万元。

奉 节 脐 橙 是 三 峡 生 态 的 一 张 名
片。正是一江碧水、两岸青山的自然生
态，孕育出奉节脐橙个大形正、皮泽橙

红的“颜值”，以及汁多爽口、余味清香
的口感。

奉节通过发展脐橙、中药材、生态
畜牧等生态农业，不仅绿化了长江岸
线，保护了三峡库区生态，还促进了农
民增收和乡村产业振兴，实现生态效益
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奉节县农业农村委主任刘方令表
示，目前，全县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
总面积达 80 万亩，其中，脐橙种植面积
37.5 万亩，年产值达 60 亿元，成为“一棵
树致富 30 万人”的主导产业。2023 年，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6899 元，
较 2018 年增长 51.6%。

绿色理念“点亮”乡村，也推动当地
工业高质量发展。在海拔 2000 米左右
的金凤山巅，近百座风车分布在长达 70
余公里的山脊线上，金凤山扩建（望天
坪）风电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

该项目装机规模 60 兆瓦，计划今
年 9 月 全 容 量 并 网 投 产 ，届 时 风 电 站
每 年 预 计 发 电 1.329 亿 千 瓦 时 ，等 效
节 约 4.15 万 吨 标 煤 ，新 增 年 产 值 5271
万元。

奉节依托华电、华能、三峡集团等
中央企业，加快建设投资 84 亿元的双
城经济圈重点项目菜籽坝抽水蓄能电
站 。 奉 节 已 建 成 风 光 电 力 装 机 规 模
53.9 万千瓦，年发电量 10.4 亿千瓦时，
年新增产值 5.08亿元。

目前，奉节聚焦清洁能源、眼镜、食
品加工等重点产业，建设生态工业园区
和高铁生态城新兴产业集聚区，打造
500亿级生态工业产业集群。

瞿塘幽深、环山皆秀，“含绿量”正
不断带来“含金量”。今年前两季度，奉
节集中开工重点项目 53 个，总投资超
200亿元。 新华社记者 李晓婷

“含绿量”正不断带来“含金量”
——三峡库区重庆市奉节县绿色产业发展观察

著名的“村超”绿茵场是不是只能
踢足球？当然不是！一场充满“农趣”
的乡村运动会就是答案。

刚刚过去的周末，一场充满“农趣”
的乡村运动会被搬上了贵州省榕江县
的“村超”绿茵场。在这场名为 2024 快
手“村奥会”的活动上，除足球、篮球、乒
乓球等比赛项目，高脚竞速、押加、旱地
龙舟、指压板插秧、剥玉米、抓鸡抓鸭大
作战等运动项目格外吸睛。

一群人趴在地上的力量较量吸引
了不少人，这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项目——押加。与常见的拔河运动不
一样的是，押加是一种趴着拔河的体育
项目，又叫“大象拔河”。参赛者两两一
组，分别趴在场地两端，两人的脖子上
套上同一根长绸布。当哨声一响，参赛
者分别向相反的方向拉爬，率先将绳子
拉过指定区域的人胜出。

经过多轮比拼，以惊人腕力被大家
所熟知的斗腕运动员魏思澄毫无悬念
地获得押加项目的冠军。“没办法，实力
藏不住了。”魏思澄自信地说。

更让他惊喜的是“村味”十足的奖
品——榕江本地饲养的鸭子。在他看
来，比赛热烈又有趣，享受比赛的快乐
和感受大家对运动的热情才是参赛的
意义。“氛围太好了，观众不分彼此，为
所有参赛者呐喊、加油，感觉很温暖也
很振奋。”魏思澄说。

“类似押加这样的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项目，不仅有竞技性，还特别有趣，很
适合大众体验，无论是参赛者还是观赛
者都能享受比赛的快乐。”从贵阳来现
场看比赛的杨晓梅说。

此外，不少充满“农趣”的项目让现
场更加欢乐。在“村超”绿茵场上，旱地
龙舟不仅有榕江本地村民组队参赛，在
华留学生也组队参与其中。

他们 4 人一组，骑在气垫龙舟上，
以腿代桨“骑”龙奔跑，有的参赛队中途
因队员摔倒而被迫出局，而又快又稳冲
过终点的队伍则获胜。

然而，不管是参赛队，还是观众，似
乎都不太在乎胜负，而是更享受快乐。

“这个项目早已突破了比赛范畴，更像
是朋友之间，或亲子之间的有趣互动。”
参赛的榕江县村民韦贵银说。

闭幕式上的抓鸡抓鸭大作战把热
烈气氛推向了高潮。活动现场，男女老
少齐上阵，面对行动迅速的鸡、鸭，大家
比拼的就是一个眼疾手快。

奥运冠军、中国女子乒乓球大满贯
得主邓亚萍是本次活动的嘉宾，她表
示，奥运会是职业运动员竞技人生的最
高舞台，对绝大多数热爱运动的人，“村
超”“村奥会”等大众体育活动则是他们
展现自己的平台，对助推大众体育发
展，营造全民健身的良好社会氛围很有
意义。 新华社记者 骆飞

7月 8日，在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井字镇花桥村，农民在田间抛秧。
近日，湖南多地进入“双抢”时节。当地农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冒酷暑抢收

早稻、抢插晚稻。 新华社记者 李建新摄

冒酷暑 忙“双抢”

“村超”的绿茵场又整活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