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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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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呼和浩特7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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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长沙 7 月
9日电（记者 帅才）近期，
南方多地遭遇洪涝灾
害，一些人的生活、生
产受到影响，有些人可
能出现焦虑等不良情
绪。疾控专家提醒，要
关注洪灾后心理健康
问题，必要时寻求心理
医生的帮助。

湖南省疾控中心
副主任医师胡冀介绍，
洪灾后，有些人可能出
现焦虑情绪、抑郁情
绪，出现莫名的紧张感
或烦躁感，控制不住思
考与洪灾相关的问题；
还有人会出现急性应
激反应，情绪波动大，
出 现 失 眠 症 状 ，包 括
无法入睡、早醒、睡眠
时 间 短 、夜 间 惊 醒 等
问题。

湖南省疾控中心
主任医师刘富强提醒，
洪灾后要注意群众的
心理健康问题。首先，
要正视不良情绪，而不
是回避不良情绪，多与
亲友交流，获取心理支
持；其次，灾区群众可
以合理安排作息时间，
多关注生活中的积极
方面，构建内心的稳定
感；第三，可以尝试进
行心理疏解练习，重构
安全感。学会自我放

松，做一些放松的训练，比如坐在椅子上，两脚分开，闭
上双眼进行冥想，让身体放松，也可以通过有节奏的一
呼一吸腹式呼吸、双臂交叉放在胸前交替轻拍的“蝴蝶
拍”等方法，让自己平静下来。

“要关注灾区青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家长要避免
将焦虑情绪传递给孩子。”湖南省健康管理学会学生心
理健康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赵丽萍提醒，一些青少年
儿童可能因为遭遇突如其来的变故，出现对未来产生
不确定性等心理应激反应。如果发现青少年儿童出现
不良情绪，可以引导和鼓励其表达和分享自己的感受
和经历，寻求家长、老师的帮助，及时疏导不良情绪。
如果不良情绪得不到及时排解，建议咨询专业的心理
医生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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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7月9日，湖南省华容县团洲垸团结村附近
的洞庭湖大堤上，100 多条粗大的水带如同白
色长龙横卧堤面。大型排涝设备开足马力，垸
内积水源源不断排向洞庭湖。经过前一夜的成
功堵口，团洲垸水位开始缓缓下降。

从大堤决口到成功封堵、启动排水，记者在
华容抗洪一线经历了紧张忙碌的四个昼夜，回
顾过往，一个个瞬间历历在目。

10米、50米、100米……226米！7月5日下
午，团北村附近的大堤被肆虐的洪水撕开，决口
迅速扩大，村舍、荷塘、农田顿成一片汪洋。

大堤上，家住团洲垸内的种养大户梁定
文心急火燎，一直盯着被洪水浸泡的家园。
看着自家的屋顶只露出一个小角，梁定文琢
磨着会不会变形、垮塌，盼着洪水尽快退去，
生活早日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梁定文的心思，也是四面八方赶来的抢险
救援者的共同愿望。

“一定要把主动权掌握在手中。”湖南省
洞庭湖水利事务中心工程事务部专家周永强
告诉记者，当前正值主汛期，洞庭湖仍将在较
长时间持续高洪水位，如果不尽快堵住决口
排出渍水，灾情还可能扩大。

经各方专家集体会诊，决定采取“抢筑裹
头、双向立堵、突击合龙、加高加固、防渗闭气”5
步走的方法实施封堵。随着垸内外水位逐渐趋
近，决口封堵于6日正式开始。

来自全国各地的抢险救援力量迅速向决口
汇集，数万方块石通过卡车、船舶输送到前线。
中国安能集团和武警部队的485人参与封堵工
作，开启“人歇机不歇”24小时作业模式。

白天最高气温 37 摄氏度，大堤上热气蒸
腾。抢险人员头顶烈日，汗如雨下，身上衣服几
乎没干过。一位“90后”抢险人员忙了一天，乘

坐冲锋舟返回驻地时，靠着同事就睡着了，水
花打湿了衣服也浑然不知。

6日晚，水陆两路开始同时作业，大型驳船
在水上抛投石料，推进速度达到每天 60 至 80
米。8日白天，堵口作业通过最深处9.5米的深
水区，向着最后的合龙推进……

在团洲垸大堤防线被不断修复的同时，一
条条“支援线”“保障线”也在紧张运转。

47 岁的刘卫丰是湖南益阳宇晶运输有
限公司的一名卡车司机。接到公司的驰援
任务后，他主动请缨，与同事成立了一支由
17 辆自卸车组成的车队，于 7 日凌晨 2 时赶
到华容。

遇到刘卫丰时，他正开着满载块石的
自卸车在堵口附近的路上排队。堵口任务
紧迫，他顾不上休息，加上天气炎热，体力
的消耗特别大。“我们苦一点，抢险进度就
能快一点。”刘卫丰说。

在大堤上，一群“摩托侠”分外引人注目。
他们是当地蓝天救援队组织的摩托车队队员，
专门给卡车司机运送食物和应急物资。

来自华容县人民医院的医师汤泽“征用”姑
父的摩托车，加入了这支队伍。“刚开始只招募
到50名骑手，没想到后来来了110多人。”能成
为其中一员，汤泽非常自豪。

8 日 22 时 31 分许，大堤决口完成封堵，抢
险队员们爬到铲车上摇旗呐喊，各方参与人员
欢欣鼓舞。

决口合龙后的第二天，团北村村民刘三姣
和丈夫走出临时安置点，来到县城的一家餐馆，
和女儿及一些亲友团聚。

亲朋举杯，刘三姣眉头渐渐舒展。席间，她
跟丈夫首次商量起之后回家的安排，“第一件事
就是去买蔬菜种子，种在园子里。”

（新华社湖南华容7月9日电 记者 谭剑
白田田 周楠 阮周围 姚羽、谢奔）

为 了 早 日 家 园 如 故
——湖南华容洞庭湖大堤上的四天四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