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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内蒙古日报》（记者 杨威） 记者从自
治区财政厅获悉：2024 年以来，自治区财政下达耕
地建设与利用资金 97.65 亿元，重点用于耕地地力
保护、高标准农田建设、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项目
建设、黑土地保护、耕地轮作休耕等。

近年来，为推动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
强耕地建设与利用的决策部署，稳定粮食播种
面积，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内蒙古
通过下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进一步调动
了广大农民提升耕地地力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通过推动建设高标准农田，确保了自治区耕地
持续稳产、增产；通过实施黑土地保护项目，持
续提升了耕地质量，水肥资源得到高效利用；通
过推动轮作耕作和高效绿色高产技术有效衔
接，持续促进了耕地休养生息和农业可持续发
展；通过实施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项目，探索出
一条具有内蒙古特色的盐碱地综合利用之路。
接下来，自治区财政厅将继续落实好相关工作，
加强资金绩效目标管理，推动内蒙古持续建好
北疆粮仓。

本报讯（记者 王晓飞 宋悦） 8月 16日，以“西
辽河文明的历史演进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
主题的 2024西辽河文化研讨活动在我市举行。

市委副书记、市长奇·达楞太，自治区党委宣
传部二级巡视员解明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
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中国民族史学会会长
赵天晓，内蒙古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孟祥
宏出席并分别致辞。市领导赵航、包兰芳、陈奕
名、朱瑞莲、包立群，来自中国民族史学会、中国
社会科学院大学、故宫博物院、内蒙古自治区社
会科学院、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
古民族大学、赤峰学院等科研院所和高校的专家
学者，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及内蒙古日报
社、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实践杂志社等中央和自
治区多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巴彦淖尔市以及我市
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赵航主持会议。

奇·达楞太在致辞中说，我们定期举办“西辽
河文化研讨活动”，就是要搭建一个集学术研讨、
成果展示、宣传推广于一体的综合文化交流平
台，进一步拓宽西辽河文化研究的视野和思路，
深入挖掘西辽河文化的丰富内涵，传承和弘扬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擦亮“西辽河文明”这张

“金色名片”。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
指引，进一步传承和发扬西辽河文化蕴含的通达
求变的创新基因、兼收并蓄的开放理念、和谐共
生的价值追求、同根同源的家国情怀，赋予西辽
河文化新的时代内涵，不断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生命力、创造力，做好“两个结合”的通辽实
践。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
实推进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建设，坚持“以
文化人、以文兴业、以文塑城”，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始终以文化的力量教育
人、感染人、激励人，凝聚起全市各族干部群众团

结一心、锐意进取的磅礴伟力，树立起“通达辽
阔、近悦远来”的城市形象，在办好“两件大事”上
展现新作为、体现新担当，奋力书写现代化通辽
建设崭新篇章。

活动还进行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
究通辽基地”签约，展示了西辽河文明研究成果。

此次研讨活动由中共通辽市委员会、通辽市
人民政府、中国民族史学会、内蒙古民族大学共
同主办，中共通辽市委宣传部承办。活动期间，
20 余位专家学者将围绕西辽河文明的历史演进
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交流心得，深入通辽市
博物馆、南宝力皋吐博物馆、哈民遗址博物馆等
地实地考察，探索“西辽河文明的历史演进与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关系，深入挖掘西
辽河文明的历史价值，并探讨其在构建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中的重要作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2024西辽河文化研讨活动在我市举行

本报讯（记者 邵南 李雪健） 8 月 16 日，市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 2024 年第 11 次集体学习（扩大）会议举行。
市委副书记、市长奇·达楞太等四大班子在家的领导同
志，法检“两长”，有关市直机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
加。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航主持。

本次集体学习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
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
师冯时授课。冯时以《深耕习近平文化思想第二个结
合——论“格物与唯物”》为题，围绕“格物与文明”“格
物与智慧”“格物致知”三个方面，从正确认识中华文
明、重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与民族自信的角度出发，系
统、深入地阐释了什么是文明、什么是中华文明，让大
家更深层次地领悟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第二个结合。

会议指出，本次讲座重点突出、事例鲜活、脉络清晰，
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实效性。 （下转第三版）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举行 2024 年第 11 次
集体学习（扩大）会议

本报讯（记者 何艾琳） 8 月 16 日下午，由市委宣传
部、市文旅广电局主办，市博物馆、市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市博物馆馆际联盟承办的西辽河流域史前遗址博物
馆联盟成立大会在市博物馆举行。

会上，八家馆际联盟成员单位现场签约，小讲解员们
对西辽河流域史前遗址博物馆作了介绍，参会人员围绕
联盟相关工作进行研讨，分享了事业发展的先进经验，
为联盟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会议指出，各成员单位要赓续过往、立足当前、着眼
长远，深刻把握文物考古工作发展大势，厚植区位优势，
发掘资源潜力。要博观约取、履践致远，继续探索未知、
揭示本源。要不断拓宽中华文明研究的时空范围，为将
西辽河文明研究向纵深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大力弘扬北疆文化而不懈奋斗。

西辽河流域史前遗址
博物馆联盟正式成立

新华社北京 8 月 15 日电 8 月 16 日出版的第
16 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
说明》。

习近平指出，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谋划和部署改
革，是党领导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从实践经验
和现实需要出发，中央政治局决定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考虑。第一，这是凝
聚人心、汇聚力量，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
务的迫切需要。第二，这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迫切需要。第三，这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更
好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迫切需要。第
四，这是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
稳致远的迫切需要。

习近平指出，在决定稿起草过程中，我们重点
把握以下几点：一是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
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确定遵循
原则，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二是紧紧围绕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落实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来谋划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坚持问题导向。三是抓住重
点，突出体制机制改革，突出战略性、全局性重大

改革，突出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凸显改革引领
作用。四是坚持人民至上，从人民整体利益、根本
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谋划和推进改革。五是强化
系统集成，加强对改革整体谋划、系统布局，使各
方面改革相互配合、协同高效。

习近平指出，决定稿锚定 2035 年基本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目标，重点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改
革举措，在内容摆布上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注
重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第二，注重构建
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第三，注重全面改革。
第四，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第五，注重加强党对
改革的领导。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共中央关于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

本报讯（记 者 高 圆 圆 包 智 斌） 8 月 16 日下午，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交流研讨会举行 ,参加西辽河
文化研讨活动的专家学者围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主题进行交流座谈。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内蒙古民
族大学的 7 位专家教授 ,从流域文明与城乡高质量发展、
激活通辽非遗活力进一步推进北疆文化建设、西辽河核
心区口头非遗文化发展与传承研究等方面畅谈心得体
会，并提出诸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大家一致表示，西
辽河文明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具有
重要地位，通过举办西辽河文化研讨活动，将进一步拓
展西辽河文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推动西辽河文明研究
事业繁荣发展。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交 流 研 讨 会 举 行

本报讯（记者 张馨月 王晨曦 包智斌） 8 月 16 日
下午，“西辽河文明的历史演进”主题研讨举行。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故宫
博物院、内蒙古民族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校的 6 位专家
学者，围绕“西辽河文明的历史演进”主题，结合各自研
究领域成果，就辽中京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西辽河文
明视域下医药卫生史研究、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演进与现代治理、西辽河文明与辽朝契丹文化文明等方
面进行详细阐释，并对西辽河文化以及其他民族文化发
展过程中展现出来的民族融合、社会治理、文化演变、医
疗发展等文化成果进行了研讨交流。

“西辽河文明的历史演进”
主 题 研 讨 举 行

文脉弦歌不辍，文明
生生不息。

8 月 16 日在我市举行
的 2024 西辽河文化研讨活
动，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
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
行动，也是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全面打造北
疆文化品牌、唱响新时代文化主旋律的有力举措。
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对于我市进一步传承西辽河

文脉、振兴文化事业必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人类历史的漫长进

程中，各民族创造了具有自身特点和标识的文
明，共同构成人类文明绚丽多彩的百花园”。近
年来，西辽河畔的通辽作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
传承地，深入实施西辽河文化考古发掘、研究阐
释和宣传推介工作，持续推进文化资源的优势再
造，努力将文化软实力转化为发展硬支撑。我们
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继续做好西辽河文化的研
究阐释工作，挖掘西辽河文化的丰厚内涵，加强
西辽河文化的宣传教育，推动西辽河文化研究的
成果运用，大力弘扬、创新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不断提升西辽河文化学术品牌影响

力。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
族共有精神家园，持续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发展工程，打造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

行之力则知愈近，知之深则行愈达。西辽河
文明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过程中起到过重要
作用，是北疆文化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
最佳“注脚”。在文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上，我们
要坚定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航定向，紧紧抓住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与时代同向同
行、与人民共情共鸣、与大局同频共振，进一步弘
扬北疆文化，汇聚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
合力，为加快建设现代化通辽注入强大的文化感
召力、精神驱动力和工作凝聚力。

赋予西辽河文化新的时代内涵
本报评论员

齐聚西辽河畔，对话亘古文明。8 月 16 日，来
自全国各地的业内专家学者和文化界精英齐聚
通辽，共赴一场思想与文化的盛宴。

2024 西辽河文化研讨活动由中共通辽市委员
会、通辽市人民政府、中国民族史学会、内蒙古民
族大学共同主办，中共通辽市委宣传部承办。活
动期间，20 余位专家学者围绕西辽河文明的历史
演进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交流心得，深入通

辽市博物馆、南宝力皋吐博物馆、哈民遗址博物
馆等地进行实地考察，探索“西辽河文明的历史
演进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关系，深
入挖掘西辽河文明的历史价值，并探讨其在构建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的重要作用，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专家学者们以《从西辽河文明实证中华文明
的连续性》《观察研究“三交史”的五个维度和五个

层面》《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乌桓的南迁入塞与
融入中华》《“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
发展》《推进民族地区现代化夯实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的物质基础》《从“国家—民族”理论看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等为题的报告内容丰富新颖，报
告方式精彩纷呈，生动有趣的语言、富有感染力的
表达让参会人员沉浸其中，大家时而拿起笔来认
真记录，时而报以热烈掌声。 （下转第三版）

擦亮西辽河文明“金色名片”
——2024西辽河文化研讨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杨永娜

本报讯（记者 王欢 李旭明） 为丰富广大人民群众
的精神文化生活，通过多元化的音乐表演展现城市风采
和文化魅力，预热 8 · 18 哲里木赛马节，8 月 16 日，聆听通
辽音乐嘉年华在奥体中心体育场精彩上演。

晚 8 时，音乐嘉年华在现场观众此起彼伏的呐喊声
中拉开序幕，伴着绚丽的灯光和“狂躁”的音符，现场观
众跟随音浪一起舞动，尽情释放激情与活力。

此次聆听通辽音乐嘉年华系列活动为期 4 天，分别
为《年轻人不讲舞德》KPOP 电子音乐之夜、《全部都招
待》InnerSa 厂牌说唱音乐专场演出、《诗与原乡》摇滚之
夜和《草原孤勇者》安达组合专场演出。白天看比赛，晚
上看演出，这不仅是一个城市的狂欢，更是赛马节与音
乐节多元文化的深度交融与激情碰撞。

聆听通辽音乐嘉年华
点 燃 城 市 热 情

第二十五届 8 · 18 哲里木赛马节将于 8 月 18 日
至 20 日举行，令人向往的科尔沁草原再次张开热
情的怀抱。千里疾风万里霞，追不上百岔的铁蹄
马。在久负盛名的“中国马王之乡”通辽，怎能不
参与一次哲里木赛马节，感受草原人民的夏日狂
欢？

马头琴、四胡悠扬的琴声，彩绸飘逸的安代，
婀娜多姿的歌舞，亮丽夺目的科尔沁服饰……

精彩的马上竞技扣人心弦，激烈的套马表演让

人热血沸腾……
这里万马奔腾、英雄辈出，马文化代代传承、

底蕴丰厚。科尔沁赛马历史悠久、载誉良多，最有
分量的当属 1992 年在广州举行的“中国马王杯
赛”，科左后旗骑手扎那力克群雄，一举获得了“金
马杯”，荣膺“中国马王”。

2007 年，科左后旗以博王府赛马场为基地，组
建了马术协会，对运动员采取严格的培训教育，
对马匹进行科学调教。有组织、有制度的科学管

理体系，推动我市马术运动健康有序发展。据了
解，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科尔沁马在全国速度马
比赛当中，获过 134 次冠军、30 次亚军、21 次季
军。

2018 年，自治区农牧业厅印发《现代马产业发
展重点项目实施方案》，支持马良种提升工程，开展
马新品系培育。2019 年，自治区农牧厅审定批复由
科左中旗萨仁夫畜牧养殖有限公司组织实施《通辽
市耐力型科尔沁马育种方案》。 （下转第三版）

策马科尔沁 悦享赛马节
——我市弘扬马文化打造赛事品牌综述

本报记者 任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