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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林召讯 近年来，我旗持续加大对党建
指导员的选派力度，将机关事业单位中思想
政治素质好、服务意识强、业务能力精的优秀
干部选派到非公经济和社会组织中，培养打
造了一支高素质“红色 CEO”队伍，助力非公
企业和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

精准选派全覆盖。制定印发《关于开展

“党建指导员”申请选派工作的通知》和《关于
向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征集党建指导员需求
的通知》，通过派出单位动员、鼓励个人报名、
组织推荐人选、双向选择认定，同级组织部门
审定等程序，先后分三批从全旗机关事业单
位、引进人才、专业技术人员和退居二线干部
中精心遴选了 103 名懂经营生产、防疫防控、

金融政策和党务工作的党建指导员，派驻全
旗 75 家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和 27 家社会组
织。

精细管理全方位。制定了《达拉特旗非公
经济和社会组织党建指导员选派管理办法》，
明确每月到岗次数不少于 20 天，并健全考勤
记录、请销假、月报告等制度。（下转二版）

本报讯（记者 郭建军）10 月 23 日，巴彦淖
尔市离退休干部考察团来我旗考察工业经济发
展情况。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明，旗委副书记、
政府旗长高怀京，旗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亮华，
达拉特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白文科及市旗相
关部门主要负责人陪同考察。

高怀京对考察团表示欢迎和感谢，并向考察
团一行简要介绍了我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同
时，高怀京表示，巴彦淖尔市和鄂尔多斯市一衣
带水，而达拉特旗又是鄂尔多斯市的北大门，长
期以来与巴彦淖尔市相互交流促进，结下了深厚
的友谊。当前巴彦淖尔市现代农业正在蓬勃发
展，前景十分广阔，在品牌打造运行等方面积累
了很好的经验和做法，值得我旗虚心学习借鉴。

考察团一行先后来到内蒙古建能兴辉陶瓷

有限公司、蒙泰铝业有限责任公司，边走边看、边
听边问，详细了解了企业项目规划、投资规模、技
术研发、产品销售、市场前景等基本情况，认为各
项目规划起点高、产品质量优、投资规模大、市场
前景好，是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科技创新的
好项目、大项目，对推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考察团一行对我旗工业经济工作给予了充
分肯定，认为我旗牢牢抓住地处呼包鄂经济圈腹
地，交通便利、资源丰富等综合优势，高起点谋划
工业经济工作，不断加快改革创新步伐，全力调
整优化产业结构，努力延伸产业链条，引进了一
批科技高、污染小、耗能低、效益高的大项目、好
项目，全旗工业发展基础不断夯实壮大，工业经
济发展取得了较大较好的成效。

树林召讯 近日，市政府下发《鄂尔多斯市
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的通知》，共有
46 人成功入选，我旗其其格、娜仁其木格、娜仁
高娃、赵贵明、庞占、旺楚格 6 人入选该名单。

据了解，代表性传承人所涵盖的项目包含
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体育、游艺
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

八大门类。
截至目前，鄂尔多斯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代表性传承人由原来的 636 人增至 682 人，
其中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9 人、自治区级代表
性 传 承 人 99
人、市级代表性
传承人 326 人。
（达拉特发布）

我旗 6 人入选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秋日清晨，阳光洒满房间。于世俊和老伴儿
早早穿戴整齐，收拾干净房间，端坐在沙发上，仿
佛在等待什么人的到来……不一会儿，吉格斯太
镇的干部手捧着鲜花来了，“这是您的抗美援朝
纪念章还有鲜花，我给您送来了！”原来这位慈眉
善目的老人家，是一位 16 岁就参军的沙场老兵。
那枚闪闪发光的纪念章仿佛又把我们带回到那
段战火纷飞的岁月……

1931 年，于世俊出生在山西一个偏远的小
山村，他在吉格斯太镇工作生活了几十年，是一
名普通的大夫。他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他
曾是一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救治伤员的白衣战
士。

1946 年 6 月底，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发
动全面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英勇地
进行自卫，开始了人民解放战争。1947 年，16 岁
的于世俊在读书，但他的心思早飞到了那片他从
未到过的土地上。正好解放军到学校招募军人，
于世俊便瞒着父母毅然选择参军入伍，先后参加
了解放绥远、包头等战役，后追随谭善和转战西
南，参与康藏铁路、成渝铁路建设。1952 年，于世
俊随谭善和赴朝鲜战场，完成了繁重的医疗救治
和交通保障任务，1953 年 8 月回国。

我们这一代人是看着《黄继光》《邱少云》
《上甘岭》等连环画，读着《谁是最可爱的人》课文
成长起来的一代，对战场上的他们，有爱、有敬

慕，更多的是深深的感念。第一眼见到于世俊，只
觉得他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人，不善言辞，“于大
爷，听说您上过朝鲜战场，是个了不起的英雄！”
朝鲜，英雄……老人分明听到这几个字眼，身子
有些抖动，眼里出现了家人少见的神采。原来，今
年 90 岁高龄的于世俊已患阿尔茨海默病多年，
虽被儿女们细心照顾着，但是他那段参军的记忆
也随着战火一同逝去了。关于老人的信息，几乎
都是从他的儿女口中得知的，儿女们在说到自己
老父亲参军事情的时候，眼里流露出来的是对一
个父亲、一个军人的爱戴与敬仰之情。

1957 年，于世俊转业到白泥井镇供销社。是
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的，一次偶然的机会，于世
俊在白泥井镇卫生院展示了自己精良的医技，随
后便被调到了吉格斯太镇卫生院。这一干就是三
十多年，可以说，于世俊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医
务工作者的岗位。当时作为医务兵，于世俊见多
了战场上的生与死，后来，他经常教育子女，“当
年我那些牺牲的战友们没有看到新中国，没有感
受到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生活，我能从朝鲜战场活
着回来，能亲眼看到祖国一天天强大，相比于牺
牲的战友，已经足够幸运了，我们要知足。”他的
女儿也骄傲地告诉我们，自己正是因为受了父亲
的影响，选择了从医，现在在镇卫生院工作。

在我们与于世俊女儿交谈过程中，于老一
直正襟危坐，虽不言语，但他那坚毅的眼神似乎

也在向我们诉说着他的过去，从解放战争到朝鲜
战场，再到地方转业，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那份
赤子情怀、军人本色，是“最可爱的人”身上闪耀
的那份英雄气概。

2020 年，抗美援朝 70 周年。在和平年代的
风和雨顺里再去回首那些战火硝烟，隔着 70 年
的时空，这段历史依然厚重沧桑、荡气回肠。这一
年，于世俊 90 岁。他又向我们敬起了军礼，那段
岁月仿佛就在眼前......

笔者感言：

向英雄致敬！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0 年，朝鲜战争

爆发后，无数先烈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抛头颅、
洒热血，涌现出黄继光、邱少云等大批英雄，他们
是“最可爱的人”，是舍生忘死作战的志愿军战
士，他们把胜利写在用鲜血染红的战旗上，把英
雄主义留在朝鲜的青山绿水间。

70 年时光荏苒，英雄精神永驻人民心间。历
史不容忘记，现今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作为新
时代的我们，更应该牢记历史，守护并传承英雄
精神，从自身做起，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
是林则徐的名句。温家宝刚刚担任总理时，就
用这句名言警示自己：只要对国家有利，即使
牺牲自己生命也心甘情愿，绝不会因为自己可
能受到祸害而躲开。俄国作家果戈理说：“为了
国家的利益，使自己的一生变为有用的一生，
纵然只能效绵薄之力，我也会热血沸腾。”古今
中外集大成者，无不把国家看得高于一切。

树高千尺有根，水流万里有源。“天下之本
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天下兴亡，匹
夫有责”“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华民族
的家国观，是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精
神支柱，是最重要的政治原则、最基本的道德
规范和最质朴的人生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
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不衰、饱尝艰辛
而不屈，近代以来，实现民族复兴之所以成为
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根植于民族文化血脉
深处的国家观居功至伟。

国家观并不玄妙，歌词里唱的“爱祖国、爱
人民”就是其核心内容。爱祖国，就是热爱祖国
的悠久历史，热爱祖国的山川河流，热爱祖国
的语言文化，热爱在祖国大地上生活着的同胞
亲人。国家观也并不遥远，它是阿拉善戈壁上
尼玛老人 49 年如一日守护边境的忠诚担当，
是抗击疫情中内蒙古医疗队逆行出征、大爱无
疆的深厚情怀，是达茂草原上“双语”检察官潘
志荣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无私奉献。审视当
下，树立正确的国家观、践行爱国理念，就是要
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顺应国家意志、

厚植家国情怀；就是要把爱国之心、报国之志
转化为具体实际的行动，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

“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正如李大
钊所言：“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
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爱国，
就要去建设一个可爱的国家，不能单纯从自己
的角度考量。任何时候，个体都不可能超脱整
体独立存在，个人权利始终要在国家框架里才
能得到伸张。当然，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也有
不统一的时候，这很正常，就像牙齿和舌头相
好都有咬着的时候。越是在这个时候，越需要
每个人在大是大非面前从全局和整体利益去
看待问题，越需要有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积极
心态。道理很简单，一滴水漂不起纸片，大海上
才能航行巨轮；一棵树顶不住风沙，成片森林
才能遮风挡雨。

“世界上有许多美好的地方。但是，那里
有黄山么？有黄河么？有长江么？有长城么？
……既然这些都没有，那么，祖国就是一个不
可替代的地方。”当年路遥的文字，激发起多
少人爱国奋斗的精神；今天，我们离梦想从未
如此之近。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让个人和
国家民族同身共命、同频共振，我们就定能激
荡起共鸣、汇聚成洪流，为排除一切艰难险
阻、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增
添无穷力量。
（转自《内蒙古日报》）

内蒙古日报评论员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评论之九

用家国情怀激荡磅礴动力

本报通讯员 白晶晶

在吉格斯太镇，90 岁的他又敬了一个军礼

金秋时节，大地一片丰收景象，记者来到
达拉特旗展旦召苏木井泉村看到，600 多亩板
蓝根长势喜人。一位老人出门相迎，步伐矫健，
精神抖擞，他就是板蓝根种植基地负责人、产
业结构调整带头人———李千树。

李千树今年 72 岁，在当地是个名人。在某
部队农场工作了 30 年后，种养殖经验丰富的
他来到展旦召，承包农场、开荒平地、搭建棚
圈，开始走上种养殖结合的路子。怀着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勤劳肯干的李千树不断壮大着种
养殖规模，如今经营着 700 多只羊、30 多头肉
牛，种有 1000 余亩地。

不满足于传统种养殖的李千树，经多方考
察后将致富的目光瞄向了人们耳熟能详的中
药材———板蓝根。今年以来，受疫情影响，预防
流感药材的需求持续增高，板蓝根作为重要药
材，一度出现紧缺情况。

李千树紧紧围绕苏木政府近年来积极倡
导的种植业结构调整工作思路，立足土地资源

充裕、生态环境优良、气候条件适宜等有利条
件，尝试起了板蓝根种植。如今，600 多亩板蓝
根正在收获，李千树全力推进中药材标准化种
植、集约化经营和产业化发展，开辟出了一条
增收致富新路径。

李千树介绍，截至目前，每亩板蓝根投入
的种子、药、肥、人工、水电和机械等成本约
1000 元 / 亩，按照目前长势来看，预估产量能
达到每亩 300 至 400 公斤。参照当下市场价
格，每亩板蓝根毛收入能达到 7000 元左右。市
场销路方面完全不用犯愁，结合线上线下推
广，现已有省内省外多家制药厂主动联系，价
格喜人。

李千树告诉记者：“由于今年是第一次尝
试种植中药材，经验不足，板蓝根密度稍大，如
果能够降低密度，产量还会有所提高。下一步，
我计划再建集通风、晾晒和存储于一体的储药
棚，确保初加工顺利，提高药材整体质量。”

在经营中药材种植的同时，李千树还在不

断摸索着养殖新方法，分类圈养、创新配方、进
口先进制料机器，为牛羊打造出了专属“营养
套餐”如玉米面、颗粒草、葵花饼……如今，他
家的牛羊个个膘肥体壮，每年能够出栏 300 多
头（只）牛羊。李千树希望能把自己研究出的饲
料配方推广给更多农牧民，使他们能够充分利
用秸秆，既不影响种植，又能提高养殖水平，还
能减少焚烧秸秆的污染，形成一个良性的生态
循环养殖模式。

在创造美好生活的同时，李千树始终关心
关注着困难群众的生活和农村学生的发展。多
年来，他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投身社会扶贫和
助学等活动，为多户贫困户捐款捐物、赠送基
础母羊、提供就业岗位，资助困难大学生，感人
事迹不胜枚举。（转自《鄂尔多斯日报》）

李千树：中药种植前景阔 种养结合富路宽
鄂尔多斯日报记者 刘俊平

巴彦淖尔市离退休干部考察团来我旗考察

做 好 人 口 普 查 ，

助 力 国 家 发 展 。

达拉特旗融媒体中心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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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红色 CEO”队伍 提升非公企业党建工作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