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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展有其规律，科学把握历

史规律，按历史规律办事，就能无往而

不胜。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深入研究历

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全面总结党的百

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强调全

党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

么这个根本问题，把握历史发展大势，

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始终谦

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不为任

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决不

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以

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

目标，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不懈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充分体现

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

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始终掌握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和使命担当，

对于全党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

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

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

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

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

义。

在一百年的奋斗中，我们党始终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把握历

史大势，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

善于抓住和用好各种历史机遇。一百

年来，不管形势和任务如何变化，不管

遇到什么样的惊涛骇浪，我们党都始

终把握历史主动、锚定奋斗目标，沿着

正确方向坚定前行。我们党团结带领

人民用近 30 年时间完成了新民主主

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

站起来了；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础上用 40 多

年时间进行改革开放，在中华大地上

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

了绝对贫困问题，实现了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下一步，到 2035 年，我们党

要团结带领人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并在这个基础上再奋斗 15 年，

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实践充分证明，只要把握住历

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

机，顺势而为，奋发有为，我们就能够

更好前进。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

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全党必须清

醒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

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我们

面临着难得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

在这个关键当口，容不得任何停留、迟

疑、观望，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

鼓作气、继续奋斗。了解历史才能看得

远，理解历史才能走得远。全党要胸怀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认清

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增强历史

自觉，把苦难辉煌的过去、日新月异的

现在、光明宏大的未来贯通起来，从历

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

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在乱云飞渡中

把牢正确方向，在风险挑战面前砥砺

胆识，始终掌握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激发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信心和动

力，锚定既定奋斗目标，意气风发走向

未来，开创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

伟业。

锚定既定奋斗目标，意气风发走

向未来，我们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把

握时代、引领时代。马克思主义是认识

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是我们立

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

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

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

飞跃。在新的伟大征程上，坚持不懈用

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真

理光芒照耀我们的前行之路，我们就

一定能团结带领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

阻，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锚定既定奋斗目标，意气风发走

向未来，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

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系统观念，统

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

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我国发展仍

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

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机遇和挑战之

大都前所未有，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

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把握发展规律，发

扬斗争精神，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

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立足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

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我们

就一定能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实现

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

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下转二版）

推动集体经济发展，要根据资源特点因地制宜。

内蒙古达拉特旗吉格斯太镇蛇肯点素村立足村情，以

生产服务的方式，帮助种植户将小麦进行加工，变不

好卖的小麦为卖得好的面粉，当前，蛇肯点素村不断

拓展产品种类，延伸产业链，争取把蛇肯点素面粉卖

向更广阔的市场。

近日，记者来到达拉特旗吉格斯太镇蛇肯点素面

业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作响，一排排面粉机器有

序运转着，工人们有序地忙碌着，雪白的面粉源源不

断地生产出来。记者了解到，蛇肯点素村因地理位置

独特，是达旗硬质小麦的核心产区。2018 年，蛇肯点素

村利用 70 万元产业扶贫资金成立了蛇肯点素面业公

司，新建了一处 500 平方米面粉加工厂，作为该村村

集体经济重要来源。

村里建起这个面业公司后，村民一方面可以像牛永清一

样在公司打工挣钱，另一方面还能把小麦卖到公司增加收入。

早在 2017 年，蛇肯点素村就注册了“蛇肯点素

牌”面粉品牌。为了扩大销路，过去几年村里举办了小

麦文化节，和一些企业签订了购销协议，不仅扩大了

品牌知名度，也为村民种植小麦鼓足了信心。

目前，因为市场上同质化产品较多，销售渠道较

窄，蛇肯点素村也在不断拓展产品种类，并延伸馒头、

挂面等面粉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

（来源：新华社客户端 作者：杨静月）

本报讯（记者 郭建军）11 月 22 日下午，旗委书记

张秀玲到工业街道石化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调研社区

工作，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

心用情用力服务群众，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获得感和安全感。旗委常委、办公室主任杨利鹏，旗政

协副主席提名人选韩君明参加调研。

石化社区新的党群服务中心于 2020 年 7 月开工

建设，2021 年 10 月投入使用。来到石化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张秀玲通过听取汇报、现场查看、问询交流、体

验感受等方式，详细了解了石化社区基本情况以及基

层党建、阵地建设、社会治理、服务群众等工作情况。

石化社区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

将社区阵地、城市建设、文体发展、健康生活深度融

合，通过打造多彩泥塑绘画艺术馆、响沙现代文学馆

等文学艺术活动阵地，引进达拉特旗诗词学会、书法

家协会、养生健身等组织，为居民提供细致、周到、暖

心服务，着力打造有归属感、舒适感、未来感的“健身、

养身、秀身、修身”之未来社区。

张秀玲强调，社区联系着千家万户，是党和政府

服务民生、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社区工作人员一定

要充分认识做好社区工作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增强责

任感和使命感，认清新形势下社区工作形势，创新工

作思路和方法，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用心用情用

力服务群众，努力打造幸福和谐平安社区，不断提升

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张秀玲要求，要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不断强化社区

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把

社区党组织建成坚强前哨和坚固堡垒，以党建统领各项

工作有序推进。要继续创新细化网格化管理模式，将社

区工作重心下移、管理服务下沉，整合相关单位部门职

能职责，压实工作责任，真正做到管理服务无缝隙、无盲

区，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和实效。要整合辖区各类优

势资源，汇聚辖区各方面力量，常态化开展丰富多彩的

活动，为群众提供多样化、精细化精准高效的服务，全面

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和服务群众能力，把群众紧密地团结

在党组织周围，切实把党群服务中心建好、管好、用好。

本报讯（记者 付银兰 韩子伟）为弘扬爱侨、助侨

精神，11 月 24 日，自治区侨联主席、一级巡视员史晴

带领慰问组到我旗开展“走基层、送温暖”慰问归侨、

侨眷活动。旗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尚振飞及市旗相关

部门负责人一同慰问。

在中天同圆（内蒙古）生物质能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助理、海归人才王毅的办公室里，慰问组详细了

解了王毅所在公司的审批、筹建等基本情况，希望王

毅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把公司前期准备工作做好、做

充分，与相关企业采取合作、共享的经营模式，高效

高质量保护好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环境。

在侨眷王卫东家，慰问组了解到王卫东的女儿

定居美国 １０ 多年，从事教育工作。慰问组叮嘱他

要保重身体，并希望王卫东的女儿能常回家看看，与

本地教育界人士共同交流，为进一步提升本地教学

质量作贡献。

在 101 岁老归侨曾亚凤家，老人用广东话与大

家谈笑风生，共话美好的生活，并合影留念。

每到一处，慰问组都与他们深入交流，详细了解

他们的身体状况及亲属在海外工作生活情况，并送

上慰问金和美好祝愿，向他们及海外亲人致以亲切

的问候。

归侨、侨眷们纷纷表示，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和

关爱，一定会把这份温暖转达给国外的亲人，让他们

时刻不要忘记家乡，努力为国争光，更好地回报家乡

和社会，努力为祖国建设和海内外侨胞的团结贡献

力量。

人民日报评论员

锚定既定奋斗目标 意气风发走向未来
———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张秀玲到石化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调研

自治区侨联慰问组到我旗开展“走基层、送温暖”慰问活动

蛇肯点素村：用面粉壮大集体经济惠及全体村民

达 拉 特 旗 ：构 筑 大 农 业 绿 野 涛 声 逐 浪 高

本报记者 石玉森

秋色已暮，寒意渐生，而达拉特旗

沃野乡间依然涌动着勃勃生机。树林召

镇鲜农现代高效农业产业园，一栋栋高

标准大棚内绿意盎然、硕果妖娆；王爱

召镇王爱召村“田野三兄弟”种养合作

社，成千上万只白鹅曲项欢歌、振翅长

鸣；昭君镇沙圪堵村稻米加工厂，车辆

穿梭、机组轰鸣……一个个充满活力的

场面构成达拉特旗现代农牧业的别样

“丰”景。

立足新起点，开启新征程。达拉特

旗以构筑大农业为支撑，以“打造‘北纬

40 度，黄河几字湾’健康安全农畜产品

生产加工输出基地”为目标，深入推进

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走规模

化发展、产业化经营、品牌化增收、市场

化运营、社会化服务的路子，加快构建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

系，全面推动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

合、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融合，高效、

优质、生态、品牌农牧业的绿色画卷正

铺展开来。

规模化发展 厚植沃土固农

秋意浓，仓廪实。白泥井镇海勒素

村“全国种粮大户”王五命的几千亩大

田里机声隆隆，人们正忙着收割麻子、

收储草墩。近两年，王五命依靠科学种

田和规模化经营，成为全旗推动传统种

植模式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先锋。2021

年，王五命的种植规模已扩大到 3600

亩，肉羊、绒山羊养殖规模发展到 400

多只，纯收入预计在 120 万元以上。他

的经营是达拉特旗现代农牧业规模化

发展的一个缩影。

达拉特旗通过整合资源，捆绑各类

项目资金，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109 万

亩，全旗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到 209 万

亩，农机总动力达到 83.8 万千瓦，农业

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96%。

在先进理念的引领和物质装备的

有力推动下，全旗土地流转步伐明显加

快，“大户承包经营，联户合作经营，企

业规模经营”等多种新型经营模式不断

涌现。以龙头企业、种养大户、家庭农牧

场、农牧民合作社为主的现代农牧业新

的经营主体逐渐形成，农牧业生产园区

化、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的特点更加

凸显。

目前全旗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面积

达到 135 万亩，占耕地总面积比重达到

60%以上。土地托管、代耕代种等新型土

地合作经营近 60 万亩，改良盐碱地

13.8 万亩，土地流转率达到 49.5%。

产业化经营 龙头带动富农

近段时间，位于王爱召镇新民堡村

的海高牧业示范牧场项目建设工地各

项工程正在加紧施工。海高牧业示范牧

场是蒙牛、中化农业、中粮集团合作建

设的有机奶全产业链一体化项目，项目

总投资 18 亿元，计划五年内建成。建成

后，全群存栏 3 万头，日产鲜奶 580 吨，

年需青贮玉米 5 万多亩，将带动本地 5

万名农牧民就业，成为农牧民增收致富

的新源活水。

达拉特旗采取外引内扶等多种举

措，集中引进扶持起点高、辐射带动能

力强、市场前景看好的农畜产品加工龙

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全旗相继引进

伊利、蒙牛、东方希望、中化农业等国内

大型涉农企业 25 家，培育市级以上涉

农龙头企业 51 家，涉农企业总数达到

579 家，培育形成各类农牧民专业合作

社和家庭农牧场 4000 多家；建成绿色

农畜产品加工物流和休闲观光农业园

区 8 个，年产值 10 亿元以上的农牧业

产业化加工企业 11 家；组建以龙头企

业牵头、农牧民专业合作社为纽带、家

庭农牧场和种养大户为基础的农牧业

产业化联合体 11 个，农企利益联结率

达到 62%。

依托龙头带动和市场驱动，达拉特

旗积极调整优化种养结构，重点培育壮

大粮食、蔬菜、乳肉、水产等主导产业和

水稻、鲜食玉米、小杂粮、高端牛肉等特

色产业，形成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现

代农牧业发展格局。目前，全旗粮食播

种面积稳定在 175 万亩，粮经饲比例调

整为 65∶18∶23，粮食产量突破 16 亿

斤，全旗第一产业增加值达 44.76 亿元。

品牌化增收 绿色品质强农

吉格斯太镇大红奎村的糜米加工

生产车间里，红彤彤的糜子经过多道脱

粒工序，最终加工包装成黄澄澄的“打

瓦壕”糜米，等待着销往远方。

吉格斯太镇大红奎村糜米在当地

久负盛名，为把好产品推向更广阔的的

市场，大红奎村注册了“打瓦壕”商标，

并被选入“黄河几字湾”区域公用品牌。

2021 年，大红奎村共种植糜子 1000 亩，

预计纯收入 60 万元以上。

2019 年，达拉特旗开始实施“黄河几

字湾”区域品牌战略，并从品牌策划、设

计到管理，从农畜产品的生产、销售到

质量体系建设等方面全方位推进，架起

了联农带农“彩虹桥”，为全旗农牧业产

业化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达拉特旗围绕建设绿色、健康、安

全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把千家

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有

效地对接起来，通过强化降肥、减药等

措施，推行绿色化、标准化生产，建立健

全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检验检测和

可追溯体系，推进“两品一标一新”认

证，提高了农畜产品市场占有率，形成

了品牌效应。

目前，全旗培育形成响沙酒业、东

达蒙古王 2 个全国驰名商标和真金、蒙

祥等 23 个著名知名品牌，累计认证“两

品一标一新”产品 51 个，年产有机农产

品 22.5 万吨以上，绿色食品、有机食品

和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产量比重提高

到 35%。

2021 年，“黄河几字湾”公用品牌入

选全国农产品全程质量控制技术体系

试点，180 多种农畜产品成为绿色农业

名片饮誉四方，产品销售额突破 1 亿

元，十四五末预计达 3 亿元以上。品牌

农业敲开市场大门，逐步成为农牧民的

“金饭碗”。

市场化运营 产销联动助农

达拉特旗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

大厅这段时间异常热闹，线上带货直

播，线下互动交响，一箱箱绿色农产品

搭乘“网络快车”逐梦远方……

达拉特旗健全完善农畜产品加工

仓储、冷链物流体系，补齐农畜产品营

销短板，打造优势农产品产供销联合基

地和市场网络。积极扶持培育龙头企

业、种养大户、家庭农牧场、农牧民合作

社、经纪人等新型农牧业营销主体，有

效衔接产品与销售市场，按照“龙头企

业 + 合作社 + 农牧户 （家庭农牧场）”

的模式，形成龙头企业与农牧民“利益

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联结长效机制，

带动了一批家庭农牧场和种养大户直

接参与市场流通、营销。强化“农超”“商

超”对接，通过建设农产品直销店、集散

市场，有效拓宽了销售渠道，提高了市

场占有率。运用“互联网 +”思维，大力

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围绕完善“互联网

+”运营机制，扩大“线上线下”交易面，

推动本土产品实现网上交易。

目前，全旗从事农牧业生产营销的

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牧场、种养殖

大户达 1000 多家，从事流通的经纪人

达 1600 多人，年销售收入 500 万元以

上流通企业达到 34 家，建成农产品物

流园区 4 个、储藏保鲜库 7 座、市内直

销点 13 家，启动运行旗级电子商务公

共服务中心，建立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点

17 个。组建成立内蒙古几字湾商贸有

限责任公司负责优质农特产品的营销，

在呼包鄂地区开设 7 家线上 + 线下 +

大数据 + 大物流新零售直营店，同时逐

步向北京、成都、重庆、杭州等大城市辐

射，让优质农产品“走出去”，让贫困户

农产品“搭便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