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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办国办印发

《关于建立领导干部应知应会党内
法规和国家法律清单制度的意见》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

卷、第二卷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彝
文、壮文等七种民族文版，已完成全部翻译工作，近日在
全国出版发行。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习近平著作选
读》第一卷、第二卷，2023年 4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协调下，中国

民族语文翻译局组织全国民族文翻译队伍，于2023年
7月完成七种民族文版《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
卷翻译工作。《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民族文
版出版发行，必将进一步推动全国广大少数民族干部、
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蒙古文、藏文、维
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彝
文、壮文版，由民族出版社分别联合四川民族出版社、广
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民族文版出版发行

□新华社记者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中国经
济走势举世关注。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国民经济持

续恢复、总体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向着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迈出稳健坚实的步伐。

努力实现良好开局——“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盛夏7月，中国向世界亮出半年经济答卷——
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

比增长8.2%，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8%， ■下转第3版

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今年以来

引领中国经济持续恢复、稳中求进述评

本报8月2日讯 （记者 章奎）
8月 2日下午，王莉霞主持召开自治区
政府常务会议。

会议研究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
务落实监督考核方案和遏制“两高一
低”项目等事宜，强调要紧盯目标任务，
把握“达双碳”时间节点，扎实做好今明
两年的工作，提前谋划下一个五年的工
作。要客观分析、科学看待产业状况，
不能把传统产业简单归结为落后产业

“一刀切”式地淘汰掉，加速进行提档升
级改造，推动“两高一低”产业向“高载
能、高绿电、高效能、低排放”产业转变，
让“老树发新芽”“传统产业现代化”。

会议研究了偏远农牧户通电升级工
程，强调要进一步摸清底数、掌握农牧户
用电诉求，千方百计满足群众基本生活和
基本生产需求。要把保护草原挺在前头，
以新能源供电系统为主、电网延伸通电为
辅，分类解决偏远农牧户、边防哨所用电
问题，把急事办快、实事办实、好事办好。

会议还研究了防汛救灾、安全生
产等工作。

王莉霞还主持召开政府党组会议
暨主题教育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
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贯彻落实自治区
党委部署要求，对政府党组主题教育
相关工作作出安排。

自治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王莉霞主持

本报8月2日讯 （记者 章奎）
8月 1日和 2日，王莉霞分别向自治区
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协通报经济形
势，听取自治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的建议。

张延昆、胡达古拉、林少春参加有
关座谈会。

冯玉臻等6位人大代表和路全忠等
6位政协委员，围绕推动化工产业高质
量发展、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发展泛
口岸经济、强化水利支撑、加快新能源建
设步伐、促进城乡居民增收、提升财政效
能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实施“强首
府”工程、推进奶业振兴、做好现代能源
经济文章、保障粮食安全等方面提出建
议，王莉霞和有关副主席现场一一回应，
要求各相关领域把代表和委员提出的问

题梳理好，把各项建议研究吸纳好，拿出
有针对性措施，落实到具体工作中。

王莉霞说，今年上半年，我区经济保
持了稳中有进的向好势头。做好下半年
工作，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
内蒙古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
委十一届六次全会部署，锚定“闯新路、
进中游”目标，抢抓机遇办好“两件大
事”，咬定全年目标不放松、一竿子插到
底抓落实，扭住16条重点产业链大抓高
质量发展，牢牢守住安全生产、财政金
融、生态安全三条底线，从细处优化营商
环境，全力办好43件民生实事，下功夫
解决“慢”、“粗”、“虚”问题，以新风正气
取信于民。希望自治区人大和政协一如
既往支持、帮助、监督政府工作，共同书
写好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王莉霞听取自治区人大
代表和政协委员对经济
高质量发展工作的建议

张延昆参加

198

8 月 1 日，骑手们在参加赛马比赛。当日，通辽市第六届科尔沁运动大会暨科尔沁左翼后旗茂道吐苏
木第二届那达慕大会开幕，此次活动有“男儿三艺”——赛马、射箭、搏克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吸引来自
当地以及周边省市一万余名观众参加。 新华社发

7 月 27日达茂旗那达慕大
会开幕当日，一场清晨的雨仿佛
送来吉祥的祝福。盛夏的达茂
草原，绿草如茵，风光秀美，绽放
出清凉的气息，热情迎接八方来
客！

6月 23日，包钢·2023包头
马拉松在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鸣
枪开跑，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3万名跑友齐聚于此，在奔跑中
感受包头的城市魅力。

“五一”期间，从旅游景点到
网红街区，包头市形式多样的文
旅活动，将节日的氛围感拉满。
在火出圈的横竖街，日均客流量
达6万人，同比提升500%以上，
促进区域消费提升400%。

……
这就是当下的包头。一项

项文旅体活动此起彼伏、精彩纷
呈，不仅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
生活，更吸引了众多外地客人来
这里，为繁荣城市经济、提升城
市影响力注入了更多活力、动
力。

在聚集人气的同时，包头市
同步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促消费
活动，进一步提振消费信心、激
发消费活力，点燃城市“烟火
气”。

在刚刚结束的“包头很来
电·钜惠正当时”2023包头新能
源汽车生活节活动中，市民白雪
成趁此机会购入了他们家第一
台新能源车。在为期半个月的
时间里，包头市区两级商务部
门、重点商贸企业开展了百余场
主题促消费活动，在全市掀起了

新能源汽车消费热潮。活动期间，销售新能源汽车
641台，累计补贴92.6万元，销售额超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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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2日讯 （见习记者 高辉）近日，记者
从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以来，自治区
机关事务管理局按照“调配使用一批、划转注资一
批、跨层级调剂一批、等价置换一批、出租拍卖一批、
转化利用一批”的统筹盘活利用思路，调剂办公及业
务用房 3.11万平方米，有效保障了自治区本级行政
事业单位办公及业务用房需求。

自治区林草局现办公楼建筑面积1.39万平方米，近
300人在楼内办公，在使用过程中，被鉴定为危房。自治
区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情况后，对自治区本级闲置和出
租房产进行了匹配性筛查，将1处1.26万平方米的涉诉
纠纷房产收回，调剂给林草局使用，有效解决了林草局危
房办公的问题，实现了盘活资产和解决危房“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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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剂办公及业务用房3.11万平方米

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六个一批”统筹盘活闲置房产

□本报记者 韩雪茹

奶牛存栏169.5万头，同比增长13.4%。
牛奶产量275.3万吨，同比增长11%。
乳制品产量227.6万吨，增速14.7%。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再次用亮眼的“成绩单”展现

出奶业发展“加速度”。
“乳香飘飘”的内蒙古，究竟在中国“奶罐”中占多

大分量？
内蒙古地处“黄金奶源带”，是全国最大的奶业生

产区，奶牛存栏、牛奶产量、奶产品产值等多个指标稳
居全国首位，全国人民每喝 5杯牛奶就有 1杯来自内
蒙古。

数字说话。全区现有年销售 500万以上乳制品
企业 83家，加工能力 1230万吨。2023年，自治区级

以上龙头企业新增 8 家，达到 38 家，加工能力达到
1140万吨。此外，全区获得SC认证的企业有41家，
获得小作坊登记证的手工坊有 1584家，加工能力达
到16万吨。

2022年 8月，荷兰合作银行公布“2022年全球乳
业20强”，伊利位居“全球乳业五强”，连续9年保持亚
洲乳业第一。蒙牛升至第七位。

鲜有一个区域能像内蒙古这样，同时孕育两大位
列全球乳业前十强的乳企。中国乳业“两牛鼎立”，助
力呼和浩特从“中国乳都”向“世界乳都”迈进。从中，
也可以看出内蒙古在中国乳业中沉甸甸的分量。

奶业是内蒙古的绿色现代产业、当家支柱产业，
是保障国家农畜产品供给、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
产基地的重要支撑。全力推进奶业振兴，瞄准奶业这
个长板，全力把产业链拉得更长，成为内蒙古推进经
济工作、承担政治使命的明确目标。

8月，巍巍大青山下的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更显
朝气。

在位于健康谷的液态奶全球智造标杆基地里，智
能化的生产线高效运转，日处理鲜奶6500吨,是全球
产能领先的单体工厂。同样位于健康谷的敕勒川生
态智慧牧场，采用了全球一流的自动化设备和智慧低
碳管理系统，是全球领先的智慧示范牧场。

作为“十四五”期间呼和浩特市的重点项目，伊利
现代智慧健康谷聚焦打造以乳产业为核心的“千亿级
产业集群”，通过产业驱动全链发展、数字赋能智慧城
市、绿色引领产城融合，创造了全球奶业多项“之
最”。在健康谷，人们可以近距离感受世界先进的乳
业生产新模式，也可以见证从“一棵草”到“一杯奶”的
乳业生产全过程。

透过伊利，可以清晰看到内蒙古立足得天独厚的
奶业发展优势， ■下转第4版

全链条发力打造中国“奶罐”硬实力
——从奶业振兴看内蒙古高起点跨越

□本报记者 宋爽

8月 2日下午，一场调研成果征
求意见会在自治区党委政研室（改
革办）机关会议室举行。围绕近日
形成的关于落实东北振兴战略的调
研成果，参加座谈的自治区有关部
门同志各抒己见，热烈讨论，掀起了
一场“头脑风暴”。

开展调查研究，调查是基础、研
究是关键，只有静下心来把事情研
究深、研究透，才能把准脉、开好方。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党

委政研室（改革办）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
论述，聚焦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内蒙古重要指示精神特别是办好
两件大事，沉下身子调查、静下心来
研究。围绕推动生态价值转化、小
微企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高标准
农田建设、开发区管理体制、防沙治
沙、农业节水等课题，自治区党委政
研室（改革办）深入开展调研，形成
报告近 20篇，其中不少成果已转化
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和工
作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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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党委政研室（改革办）

沉下身调查 静下心研究
为办好两件大事贡献力量

3月 22日，二黄河被水利部授予第二届“最
美家乡河”称号，成为内蒙古唯一入选河流。

每一个来到巴彦淖尔的人，看到二黄河，都会
被眼前的景色“绊”住脚。当得知二黄河来历时，
更是惊讶地张大嘴巴——二黄河又叫总干渠，是
河套地区各族人民靠锹挖肩挑小车推、历时10年
之久、在河套大地上奋力开挖兴建的一条“人工引
水河”。这种“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的蒙古马精神震撼人心，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河套儿女。

据统计，10 年间，二黄河工程累计完成土方量
1977 万立方米，其中仅有 387.7 万立方米为机械开
挖，其余 1589.3万立方米均为人工开挖，占工程总土
方量的80%以上，比一个西湖的蓄水量还要多。

为什么要开挖二黄河？从一件件珍贵的历史资料
和几代水利人的深情讲述中，我们逐渐找到了答案……

黄河素来善淤善决善徙，上世纪中叶，黄河经常
泛滥甚至改道。有历史记载的 2000多年中，黄河下
游发生决口泛滥1500多次，重要改道26次。那时的
巴彦淖尔人，对黄河又爱又恨。

新中国成立初期，初具规模的河套八大干渠都是
直接从黄河开口引水，每年春季开河放水之后，渠里
的水要流到秋后，等秋灌结束后再组织大量劳力去封
堵河口，这就出现取水用水问题：枯水时，大小渠口向

黄河争水，大强小弱，上优下劣，许多土地干旱
歉收或绝收；水大时，洪水就会漫过渠堤，淹没
大块良田沃土，形成洪涝灾害。而来年春季“放
口”时，大量民工又需要在春寒料峭的冰凌水
里，捞出上年秋天封堵渠口时塞填的麦草及各
种泥石物料，方能疏通放水。这样苦寒湿重的
劳动，当地人称作“捞渠头”。

“天旱引水难，水大流漫滩，耕地年年变，荒草长满田”
一直是河套灌区的困扰。抗御水旱灾害，从根本上提高灌
区灌排能力，成了巴彦淖尔人心中的一个强烈愿望。

1957年，国家出台河套灌区发展规划，计划修建
黄河三盛公水利枢纽。自治区下达三盛公水利枢纽
工程及总干渠工程的土方施工任务后，当时的巴彦淖
尔盟委向全盟人民发出倡议，“因工程量大、时间紧、
任务艰巨， ■下转第4版

3万人锹挖肩挑小车推 10年之力创造人间奇迹

二黄河：巴彦淖尔的一面精神旗帜
□本报记者 薛来 薄金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