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棚蒙古族小学又迎来新学期开学的日子。图为小学生在操场进行体育活动。 摄影 宋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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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阿拉腾珠拉 吴春旭）“今年，嘎查集体经济收入突破百万元，真
正从‘债务村’发展为‘百万元村’。集体经济有了收入，群众的难题解决了，支部说
话有人听了，办事也有人跟了。”浩来呼热苏木伊和诺日嘎查党支部书记赵国强说。

近年来，伊和诺日嘎查党支部充分发挥牵头引领作用，千方百计增加集体经济
收入，实现嘎查集体经济突破百万积累。继而把集体经济收入反哺于公共基础设
施建设和民生事业，让群众共享成果，破解了“无钱办事”窘境，提高了党员群众口
碑，党支部政治引领能力显著提升。

盘活闲置集体资源，不断壮大集体经济。2018年，嘎查党支部确定了盘活闲置
资产、引导土地流转、增加集体收入的思路，将零散的集体耕地和草牧场集中，打包
向养殖业大户、龙头企业流转，通过租赁形式获得集体经济收入。

2019年，嘎查党支部流转土地1260亩，包括集体土地340亩和牧户920亩，带
动牧户30余户（其中贫困户7户），通过直接租赁收入27万元，实现集体收入增加
6.8万元，牧户人均增收1440元。2020年，通过“企业+党组织+牧户”流转增收模
式，流转土地2450亩，其中集体土地2180亩，带动牧户24户（其中贫困户1户），以
每亩300元的租赁价格，与龙头企业雪川公司合作实施草薯轮作项目，累计增加集
体收入87万元，实现户均增收3375元，达到村集体、企业、牧户“三赢”的效果。

与此同时，利用苏木统一开展草牧场清理核查有利时机，清理收回集体草牧场
4.6万亩，以每年每亩8—13元不等的价格长期租赁给附近牧户，租金根据市场行情
实施浮动，一年一收取，每年实现集体经济收入40—45万元。

嘎查“两委”班子建立集体资产管理和使用长效机制，在党员大会和村民代表
大会上通过，彻底改变了集体资产闲置和随意占用无人管理等问题。

通过两年的努力，截止2020年8月，伊和诺日嘎查集体经济收入已到132万
元，还清了30余万元的历史债务，实现了集体经济的“百万积累”。

支部主导收入使用，反哺群众共享红利
集体经济壮大后，嘎查党支部将集体经济投入服务群众、服务发展中，用于基

础设施建设和民生服务，让群众真正享受到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
2019年，配合项目资金，集体经济出资7.6万元，改扩建嘎查党群服务中心600

余平方米；投入9.6万元，进一步完善基层党组织阵地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为更好
地开展党群服务工作提供了硬件设施条件。

2020年，投入9.6万元，铺垫村组道路3.5公里，化解了群众道路不通、出行困难
的烦心事和操心事。由集体出资3.2万元，以“走出去请进来”的模式，学习肉牛冷
配技术，带动40户（其中党员户7户、贫困户5户）参与，完成冷配1000头，实现每头
牛增收4000元。利用上级资金支持，集体出资4万元，建设大畜改良固定站点1
处，协助流转围封草牧场4000亩，年可改良优质肉牛2000头。

2021年，嘎查党支部计划为缴纳合作医疗保险的牧民给予每人100元补助，对
部分毁坏的通组路进行彻底铺垫，包括通信、改良等5项村集体出资的惠民工程，
目前已在党员大会上通过。

通过实施一系列惠民举措，群众的满意度、幸福感、收获感，对村“两委”班子的
信任度和参与村务的积极性明显提高。

伊和诺日嘎查
集体经济积累逾百万

本报讯（记者 白建平）9月8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程俊孝到我旗就西拉沐沦
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和利用、沙漠治理、造林种草、环境保护等情况进行工作调研，旗
人大常委会主任图门白音，副主任袁洪涛，旗政府副旗长王柱、宋达夫陪同调研。

程俊孝一行先后来到响水电站、大石门水电站、西拉沐沦河观景台、污水处理
厂等地，详细了解了我旗环境保护、水资源利用等情况。在听取了各相关负责人的
工作汇报后，程俊孝指出，环保、水利、林业等有关部门要围绕我旗地形地貌、水源
条件、经济发展等方面进行科学规划，持续提高水资源和林业的保护和管理水平，
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我旗关于水资源、环境保护工作情况的
汇报，调研组对我旗水资源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调研组要求，要进
一步加强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力度，切实提高全社会的水资源环境保护意
识；要加强环境监管体系和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提高环境治理能力，为构建良
好的生态环境提供保障。要进一步落实政府环境保护职责，深入做好生态环境保
护各项工作，要强化督导检查，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
供良好生态保障。

程俊孝到我旗进行工作调研

本报讯（记者 白建平 鲍乐）为进
一步推动国家统编教材使用工作有序
开展，近日，由旗委政府统一安排，我
旗各单位领导干部深入苏木嘎查对国
家统编教材使用工作实施过程中的相
关政策面对面的向牧民进行详细解

读。
达来诺日镇直属社区是赤峰市民

族团结进步的先进社区。我旗各单位
领导干部组成的工作队入驻之后，社
区工作人员积极与工作队成员配合，
走街访户就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进行

宣传。
达来诺日镇直属社区两委班子，

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和自治区的政
策，达来诺日镇政府党委派工作组，入
驻达来诺日镇直属社区，给牧民讲解
政策，牧民听了讲解以后积极把蒙语

授课的学生送到了学校。
在巴彦查干苏木，工作组深入各

嘎查，走进牧民家中，全面的解读统编
教材使用工作的相关政策，为牧民答
疑解惑。

我旗领导干部组队入户为牧民解疑释惑

本报讯（记者 金磊 白建平 马川
一 王莹莹 郎镕泽 鲍乐）截止 9 月
14日17时30分，我旗义务教育阶段民
族语言授课学校1600余名学生返回校
园，各学校全面恢复正常教学秩序。
莘莘学子又回到熟悉的校园，又看到
亲切的笑脸，又听到欢快的声音。

9月14日上午十点，达来诺日镇实
验小学新学期升旗仪式如期举行。操
场上，同学们个个精神抖擞。伴随雄

壮嘹亮的《义勇军进行曲》，国旗班同
学迎着朝阳，徐徐升起了五星红旗。

在达日罕乌拉苏木中心完小的教
室，老师正在认真的授课，学生们端坐
在课桌前，聚精会神的学习新知识。
校方告诉记者，在返校开课后，学校的
学习氛围比较浓厚，尤其是高年级同
学，在班主任引导下，都自主制定了学
习计划。

在经棚蒙古族中学记者看到学生

陆续来到学校报到，学校教职工在校
门口维持秩序、有序引导学生报到、入
校。开课的高三年级学生，已经进入
到了紧张的学习状态。

在巴彦查干完全小学，学生们也
已经全面正常开课，在课堂上，低年级
的学生们在认真的学习，高年级的学
生们，则都在仔细地翻看刚刚发到手
的新教材，对新学期都充满了新的期
待。

走进经棚蒙古族小学和巴彦高勒
中心完全小学，课堂上，是一个个认真
学习的背影，教室里时时回荡着学生
们的朗朗读书声。操场上，学生们三
五结伴，踢球、转呼啦圈、翻单杠，你追
我赶充满活力，欢声笑语回荡在整个
校园。

我旗民族语言授课学校全面恢复教学秩序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本报讯（记者 白建平）旗人民检察院认真贯彻落实上级部门的重要指示精神
和决策部署，强化政治担当，在扫黑除恶中尽显检察职能。

自2018年12月开始，中央督导组及自治区督导组相继下沉督导后，旗人民检
察院多次召开专题党组会部署工作，紧盯自身问题，主动对标对表反馈问题，即知
即改、立行立改，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巩固好督导成果，确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
作高质量发展。

旗人民检察院对反馈问题主动认领，积极整改，按照督导要求的六个方面建立
了专项工作档案85册，努力完成好统筹调度、材料归档、数据核查、战果报告等日常
工作，实现了上下联动整体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王某某涉黑案件为自治区挂牌督办案件，是一件在赤峰地区有重大影响的案
件。在赤峰市人民检察院交我旗人民检察院办理后，旗检察院成立了以检察长为
组长的专案组，先后三次赴敖汉旗提前介入侦查工作，在疫情防控期间，借助远程
讯问系统进行提审，保证了案件的办理进度。

（本案）在审查起诉阶段，共审查刑事侦查卷宗96册，提出侦查意见300余条、
形成审查报告1400余页，认定违法犯罪事实32起，涉及罪名11个，通过向犯罪嫌疑
人开示证据，释法说理、18名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综合全案证据，经审查后，
最终以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提起公诉，并顺利完成了出庭工作。

为进一步深化“六清”行动，实现全覆盖的“六全”工作目标，旗检察院通过建立
办案绿色通道、发挥庭前会议作用、加强协调沟通等方式，在案件清结方面取得优
质成果。

2020年旗人民检察院，聚焦六清工作任务，加大办案力度，共提起公诉3件28
人，受理的所有涉黑恶案件已经全部清结。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旗人民检察院针对办案中发现的倾向性问题以及重点行
业、领域存在的问题，制发检察建议书143份，督促相关职能部门规范行业治理，从
源头上防范和遏制黑恶势力滋生蔓延。

旗人民检察院认真落实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和全国、全区检察长会议部署，紧扣
扫黑除恶为期三年总目标，坚持依法严惩、标本兼治的总要求，紧盯涉黑恶案件，不
断提升办案质效，多措并举“打财断血”，深挖彻查“保护伞”，强化诉讼监督，为我旗
社会安全稳定积极贡献检察力量。

旗人民检察院
坚实检察力量 突显扫黑决心

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是
法律的明确规定。宪法、民族区域自
治法、语言文字法、教育法、义务教育
法均明确规定了中国公民学习和使
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和义
务。可见，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是法定的国家事权，学习使用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是各族公民的共同责
任。

在全球化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大背景下，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国
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各种
语言和文化也在交流中不断发展变
化，在此背景下，我们应该保护好少
数民族语言文化。但推进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教育与保护少数民族语言
文化不是互相矛盾或互相折损的关
系，相反，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
仅对于保护、发展和传承少数民族语
言文化会产生积极促进作用，也是各
少数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我们要深刻认识学习使用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增强推
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自觉性
和坚定性。

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符
合民族教育发展规律，不存在违背少
数民族学生认知规律的问题

长期以来，国家根据少数民族地
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实际，确
立了保护和促进少数民族语言文化

发展的民族教育政策，并在国民教育
体系中，通过发展民族教育推动少数
民族语言文化发展和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的普及。

事实证明，熟练掌握和使用国家
通用语言是每个人成长成才、有效履
行工作职责、实现人生价值的必要条
件。在全球化的今天，推进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教育会更好地提高少数民
族学生的认知能力、理解能力、问题
分析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会使越来
越多少数民族孩子从中受益，使他们
能学习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更好地
融入社会，更好地发展自我。

众所周知，人的听说读写能力的
形成主要在儿童时期，这一阶段是学
习掌握语言文字的黄金期，也是国家
推广和普及通用语言文字的关键期，
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要从娃
娃抓起。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进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对于实现和优化
教育的育人功能，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改变以往少数民族学生在社会融
入过程中存在的语言隔阂、文化疏离
和文化适应压力等问题具有重要意
义，也符合民族教育与心理发展规
律。

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符
合民族语言文化发展的规律，不存在
弱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环境和
消亡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问题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
局的形成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
在走向自觉，都离不开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中国历
史发展进程中，我国各民族语言文字
是各地区、各民族人民长期交往交流
交融的结果，各民族语言文字的相互
影响、相互借鉴是通用语言文字形成
的重要条件。

各民族文化都是发展变迁和与
时俱进的，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化。文
化在竞争中发展、在交融中变化，这
是文化发展规律，任何企图封闭自己
民族语言文化、隔绝与其他民族语言
文化交流的做法，都是违背文化发展
规律的。

与我国古代以及西方国家相比，
我们党的语言文字政策坚持把统一
性和多样性、共同性与差异性有机结
合起来，实现了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与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化的相
互促进，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
团结等方面体现出显著优势。学习
和掌握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实质上
为保护和促进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发
展提供了更好的契机，促进了少数民
族语言对国家通用语言的借鉴、吸
收，完善了少数民族语言的表达形式
和内容，只会增进人们对少数民族语
言文字的理解和热爱，增强少数民族
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和自豪感，是一

种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和文化保护，
二者并行不悖、相互促进。

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为
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走向更加广阔舞
台、不断繁荣发展提供了更大助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语言相通
是人与人相通的重要环节。语言不
通就难以沟通，不沟通就难以达成理
解，就难以形成认同。”

内蒙古是北方游牧文化的摇篮，
几千年来，生活在这里的各个民族共
同创造并形成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
造就博大精深的草原文化。这其中，
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多彩原本就离
不开丰富的语言，假如用同一种语言
去创作、演出和传播，少数民族文化
恐怕不会像今天这样光辉灿烂、丰富
多彩，也不会独具特色、名扬海内
外。话剧《尹湛纳希》、音乐剧《草原
英雄小姐妹》等经典作品，就是因为
用双语创作、用双语演出，才能深入
群众，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

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对
于各级各类优秀文化人才更好地运
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并举的方式去传播少数民族
文化，推动优秀少数民族文化更加便
捷地、更具亲和力地走出内蒙古、走
向世界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促进少
数民族文化在更加广阔的领域传播
和推广。

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与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并行不悖
■ 艾北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