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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内蒙古包头 8 月 10 日
电 （记者杨维汉 荣启涵） “草
原钢城”包头市阳光明媚，微风和
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
协 主 席 、中 央 代 表 团 团 长 俞 正 声
10 日率中央代表团一分团，在包头
市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带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亲切
关怀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深情祝福，
与大家共同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周年。

新中国在民族地区建设的第一
个大型钢铁企业包头钢铁集团公
司，经过 60 多年发展，业已成为内
蒙古的工业龙头企业。10 日上午，
俞正声等来到该公司稀土钢板材
厂，视察车间生产线，与一线职工和
劳模代表亲切交流。他勉励大家继
承和发扬坚韧不拔、追求卓越的精
神，爱岗敬业、勤勉奋发，努力学习
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增长新本领，
在推动企业发展、服务国家建设中
再立新功。

随后，俞正声还来到包头稀土
研究院考察稀土技术研发情况，慰
问科研人员。在稀土展览馆和稀土
材料中试基地，当了解到该院多项
科 研 成 果 达 到 国 际 先 进 水 平 时 ，
俞正声十分高兴。他希望研究院充
分拓展综合性研发机构优势，进一
步加强关键技术、重点领域集中攻
关，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作
出更大贡献，并努力为我国稀土产
业发展培养更多的高水平人才。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是自治区最大的装备制造企业，目
前已由生产单一履带车为主的军工
企业，发展成为现代化军民结合型
车辆制造集团。俞正声深入生产车
间，了解企业发展情况，参观该厂生
产的大型装备，慰问企业干部职工，
与优秀技术工人代表亲切交谈。他
鼓励大家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牢牢把握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
标，坚持质量至上、实战化运用，坚
持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不断为国家
建设作出新贡献。

10 日下午，俞正声会见了包头
市各族各界干部群众代表，并出席
包头市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
周年座谈会。在认真听取干部群众
代表发言后，俞正声肯定当地发展
取得的成绩，强调要以自治区成立
70 周年为新的起点，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
话精神，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始终
坚持生态优先发展，精心做好民族
工作，抓好全面从严管党治党，续写
包头新的辉煌，创造更加幸福美好
的明天。

中央代表团副团长王正伟、张
阳和中央代表团部分成员参加了上
述活动。

新华社内蒙古呼伦贝尔 8 月 10
日电 （记者熊争艳） 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代表
团副团长刘延东 10 日率中央代表
团二分团来到呼伦贝尔，把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

全国人民的美好祝福带给当地各族
干部群众。

刘延东会见呼伦贝尔市各族各
界干部群众代表，并出席呼伦贝尔
市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 周年
座谈会。刘延东指出，70 年来，在党
中央、国务院亲切关怀下，呼伦贝尔
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民族团结、社
会稳定，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她强
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7·26”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为“建设亮丽内蒙古 共
圆伟大中国梦”作出新贡献。要全
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发展如期建
成全面小康社会；切实保障和改善
民生，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要扎
实做好民族工作，促进各民族共同
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要始终坚
持生态优先战略，走出独具特色的
绿色发展之路。

刘延东在满洲里口岸考察国门
和保税区，了解边贸和通关情况，慰
问海关、边检人员和边防部队。她
指出，要积极对接国家“一带一路”
倡议，完善口岸基础设施；发挥好国
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做大
做强特色旅游，增强人们的国家意
识和民族自豪感。

刘延东来到陈巴尔虎旗牧民特
格西赛罕家，称赞他腾出自家草场帮
助牧民脱贫，鼓励广大牧民相互帮助、
勤劳致富。刘延东赞扬“天天那达慕”
群众文化创新活动。她说，要大力发
展特色旅游产业，多渠道增加农牧民
收入，不断开辟脱贫致富新路子。

在鄂温克族自治旗民族文化产
业创业园，刘延东参观民族作品展，
慰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及创业
代表。她指出，要关心支持鄂伦春、
鄂温克、达斡尔等人口较少民族，激
发企业和个人“双创”活力，把园区
打造成传承弘扬民族文化的高地。

在市光荣院、儿童福利院，刘延东
慰问老战士和孤残儿童。她强调，要
落实好国家抚恤优待和孤残儿童福
利政策，使老人们安度晚年，让孩子
们在社会大家庭的关爱下健康成长。

新华社内蒙古巴彦浩特 8 月 10
日电 （记者杨依军） 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代
表团副团长孙春兰 10 日率中央代
表团三分团继续在内蒙古自治区阿
拉善盟看望慰问。代表团一行深入
牧民家庭、寺庙、文化产业园等，把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亲
切关怀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美好祝福
带给阿拉善各族各界干部群众。

上午，孙春兰来到阿拉善越野 e
族英雄会会场考察沙漠旅游产业，
对阿拉善发挥地理区位优势、创新
推动旅游业发展的做法表示肯定。
随后，孙春兰走进蒙古包，同牧民张
辉生一家促膝交谈。听到张辉生通
过开展特色旅游实现年收入几十万
元，孙春兰很高兴。她说，习近平
总书记十分牵挂内蒙古各族群众生
产生活，你们生活好了，党中央就放
心了。走出蒙古包，孙春兰观看沙
漠那达慕赛马、赛驼、摔跤等民族特

色表演，与各族群众亲切互动。
孙春兰前往佛教寺庙延福寺考

察，同僧众亲切交流，向广大宗教界
人士和信教群众表示问候。她希望
宗教界人士认真学习落实全国宗教
工作会议精神，发扬爱国爱教优良
传统，坚持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
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维护
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方面继续
发挥积极作用。

孙春兰会见阿拉善盟各族各界
干部群众代表并合影。在出席阿拉
善盟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 周
年座谈会时，孙春兰对阿拉善在发
展特色优势产业、改善生态等方面
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称赞阿拉善
为国家航天事业发展作出的贡献。
她说，阿拉善素有“苍天圣地”美誉，
是祖国北疆重要安全稳定屏障，战
略地位十分重要。各级干部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认真领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7·26”重要讲话精神，加快经济转
型步伐，提高效益和质量，切实保障
改善民生，坚决守好生态红线，深入
推进民族团结，使各项事业再上新
台阶，让各族人民生活更幸福，建设
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

下午，孙春兰前往阿拉善大漠
奇石文化产业园考察，同在产业园
就业的农牧民和下岗再就业职工亲
切交流。

新华社呼和浩特 8 月 10 日电
（记者刘懿德） 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中央代表团副团长张平
10 日率中央代表团四分团，走进鄂
尔多斯的企业、社区等，把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
全国各族人民的真诚祝福带给当地
各族干部群众。

张平一行首先来到鄂尔多斯羊绒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看望生产车间一
线工人。张平勉励大家努力工作，勇
于创新，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美好生活。

在 安 达 社 区 综 合 文 化 服 务 中
心，张平与社区居民亲切交谈，祝福
大家生活美满。他指出，要加强基
层组织建设，充实基层工作力量，让
基层党组织有资源、有能力为群众
服务，真正成为团结群众的核心、攻
坚克难的堡垒。

在蒙古族居民哈斯戈日乐家，
张平详细询问全家工作和生活情
况。当得知她创办了民族服饰加工
厂时，张平表示，党和国家的好政策
为各族群众提供了创业干事的广阔
天地，要发挥聪明才智，为社会做贡
献，也实现自我价值。

代表团会见当地各族各界干部
群众代表，并出席鄂尔多斯市庆祝内
蒙古自治区成立 70周年座谈会。张
平充分肯定鄂尔多斯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的成绩，勉励当地干部群众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
蒙古时的重要指示，在稳增长、促改
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上不断取
得新成效，为“建设亮丽内蒙古 共
圆伟大中国梦”作出新贡献。

俞正声率中央代表团一分团慰问包头各族干部群众
刘延东、孙春兰等分别率中央代表团二、三、

四分团赴内蒙古各盟市慰问各族干部群众
本报讯 8 月 8 日，四川九寨沟

灾情发生后，各方聚力前行，地震灾
区道路交通、转移安置、灾险排查等
工作加快推进。据四川省公安厅统
计，截至 10 日 13 时，阿坝州公安交
警部门已累计向松潘、广元、平武，
甘肃文县方向转移疏散滞留车辆
13116 辆，转移游客、务工人员约
7.1万人。

另据阿坝州民政部门初步统
计，截至 10 日 16 时，四川九寨沟转
移安置震区当地群众 9000 多人。
截至 9 日 22 时，地震造成省道 301
线 3 处断道均已抢通便道，17 个乡
镇已恢复供电，已成功转移游客 5

万余人。目前九寨沟灾区道路秩序
井然，车辆畅通有序。

此外，截至 9 日 16 时，九寨沟
县城新区、旧城已恢复供电，城关至
漳扎镇 35千伏线路已部分供电。

经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初步统计核实，截至
9 日 16 时，灾区已恢复基站 129 个，
完成 2G 基站扩容小区 34 个，新增
3G 基站小区通道 8 个，设置免费服
务点 9 个、免费平安电话 11 部。同
时，开通应急通信车 1 部，开通 7×
24 小时应急指挥视频调度系统，布
放临时光缆 23 公里，抢通通信光缆
18 皮长公里，松潘至弓杠岭至天堂

至九寨沟县城恢复语音通信。
中国地震局地震现场应急指

挥部 10 日派出 16 个灾评小组计
80 余人，前往九寨沟地震灾区各
地 开 展 烈 度 评 定 和 灾 害 调 查 工
作。专家表示，初步判断震中地区
烈度达到 8 度。记者随灾评小组
在位于震中地区的漳扎镇看到，沿
途仍有连续性滑坡，不时有碎石散
落。漳扎镇的甘海子社区，有一部
分老式的石制房屋基本全部倒塌，
其不远处新式砖混结构房屋受灾
影响不大。

（综合本报记者 刘 畅 曾金

华 杜 芳 张 雪报道）

见到李定勇时，他已经 30 多个
小时没有合过眼了，黝黑的脸显得
有些疲惫。

李定勇今年 30 岁，是松潘县武
装部的职工，曾参与过汶川大地震
的救灾，也参与了茂县泥石流灾害
的抢险。

松潘县城距离震区约 80 公里，
离九寨黄龙机场约 30 公里。九寨沟
地震发生后，机场到灾区的301省道
多处塌方，通行受阻，有游客被困。李
定勇和 70 多名战友接到命令，立即
前往疏通转运游客的“生命通道”。

由于地震能量较大，弯曲的省
道上到处都是倒塌的树木和塌方
体，许多地方的路基都已被压垮，
车辆通行十分困难。“当时省道上
很 多 地 方 还 在 塌 方 ，随 时 都 有 落
石。”他说。

为了疏通道路，挽救生命，李定
勇和 19 名战友决定带着手电筒，徒
步探路。

“当时省道附近有一个旅游村，
大约有 40 多名游客，我们在附近救
出了几名伤员。”他说，在村子附近
的道路上还有两辆已被巨石砸得变
形的旅游大巴。“我们小心地进入已
被压得不成形的大巴，希望能救出

游客。”
进入大巴的那一刻，李定勇的

心揪了起来。他和战友们最后从大
巴里背出了两具遇难游客的遗体。

在堵塞最严重的路段，塌方体
面积达到一万多平方米。李定勇和
战友们看准时机，等塌方点稍微稳
定的时候，护着彼此从巨型的塌方
体边上冲了过去。

由于前往九寨沟景区的省道被
落石渣土堵塞，从 8 日晚上 12 点开
始，李定勇和战友们徒步走了 60 多
公里到达灾区，一路搜救伤员，搜寻
失踪的车辆，直到 9 日上午 11 点才
到达灾区。

和李定勇一样，四川阿坝特警
二大队的大队长马悌也是此次九寨
沟地震的救援力量之一。地震发生
后，33岁的马悌与 80余名战友从阿
坝的马尔康镇出发，前往震区解救
被困的游客。

在通往震区的 301 省道上，马
悌和战友们在一个酒店附近的林场
发现了 150 多名被困的游客，其中
两人重伤，八人轻伤。由于地震导致
附近的通讯中断，无法与外界联络，
大部分人的情绪都十分焦躁不安。

“有的游客在哭，还有的游客非

常 激 动 ，说 要 带 着 行 李 自 己 走 出
去。”马悌说。

为了让救援工作顺利进行，马
悌一边安抚游客，让大家保存体力，
一边用对讲机和后方联络，告知目
前的状况。

最后，马悌和战友们决定带着
游客前往转运点。

“我们把游客分成 30 人一批，
每五分钟带一批从林场出来，越过
一系列塌方体，最终到达转运点。”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努力，所有旅客
都被成功转运。

“很感激我们的武警战士！”一
名被救的游客激动地说，“他们把我
们一个个背出来，给我们伤员喂水
喂饭，他们围成人墙让我们通过塌
方的地方，没有他们，我们不知道怎
么走出来！”

马悌说，转运过程中他最难忘
的是战友之间的团结、不放弃的精
神。“中途我的脚崴了三次，每一次
战友们都在左右搀扶着我走，在大
灾难面前，我们军人展现了齐心协
力不放弃的精神！”

文/新 华 社 记 者 钟 群 王

迪 杨 迪

（新华社四川九寨沟8月10日电）

“ 生 命 通 道 ”的 救 援

8 月 10 日，武警交通

一总队三支队施工机械在

对一处滑坡险情道路进行

疏通。当日，九寨沟县至

九寨沟景区的道路滑坡险

情不断，武警交通一总队

三支队、中铁一局等道路

施工队伍在加紧施工疏通

道路，疏通任务艰巨。

新华社记者
李 鑫摄

四川九寨沟：

转移疏散与恢复重建加速推进

日夜施工
疏通道路

本报北京 8 月 10 日讯 记者韩

秉志报道：民政部今天发布消息称，
8 月 10 日 21 时，国家减灾委、民政
部针对甘肃省近期严重暴雨洪涝灾
害，紧急启动国家Ⅳ级救灾应急响
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查看灾
情，指导地方开展救灾工作。

据甘肃省民政厅报告，8 月 3 日
以来，甘肃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过
程，引发严重洪涝灾害。截至 8 月
10 日 20 时，灾害共造成陇南、兰州、
白银等 10 市（自治州）27 个县（区）
38.8 万人受灾，9 人遇难，1 人失踪，
9900 余人紧急转移安置；2300 余间

房屋倒塌，7900 余间严重损坏，近
4000 间一般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
11.5 千公顷，其中绝收 700 余公顷；
直接经济损失 9.3亿元。

另据介绍，甘肃省财政已下拨
应急救灾资金 500 万元，省民政厅
紧 急 调 拨 500 顶 帐 篷 、1000 床 棉
被、1000 张折叠床、1000 个防潮垫
等救灾物资运往灾区。各受灾市县
及时启动本级救灾应急预案，迅速
开展人员搜救，加大救灾款物投入，
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国家Ⅳ级救灾应急响应启动：

紧 急 应 对 甘 肃 暴 雨 洪 涝 灾 情

在内蒙古科尔沁草原腹地北纬
42 度到 45 度，有一条世界黄金畜牧
带，这里的黄牛以膘情好、牛龄小、
出肉率高、肉质细嫩著称。

素有“黄牛之乡”之称的内蒙古
通辽市就位于这条黄金畜牧带上。
而通辽市的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
有限公司，其“科尔沁”品牌成为“中
国驰名商标”，其产品远销中东、东
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成为北京奥运
会、广州亚运会和羽毛球汤尤杯等
重大赛事及港澳地区牛肉特供商。

科尔沁牛业究竟“牛”在哪里？
养牛先种草。科尔沁牛业率先从

源头抓起，从传统种植大玉米，改变
为种植青贮玉米和紫花苜蓿为主的
高蛋白饲料作物，并成立了科尔沁农
机种植合作社和科尔沁肉牛养殖合
作社，农牧民以土地流转入社，农机
种植统一管理、产品统一收购，保证
饲料安全。目前，共流转土地 3万亩，

流转草原 2.1 万亩，3 年内将完成 10
万亩土地流转，年产青贮饲料 80 万
吨至100万吨，每亩多创收200元至
300元，惠及2000多农牧户。

科尔沁牛业通过“公司+基地+协
会+经纪人+大户带农户”“公司+金融
机构+农户”等模式为养殖户提供发
展资金和技术支持，解决农牧区卖牛
难的问题。据悉，2016年带动农户总
数达31763户。自2010年开始为养殖
户提供贷款担保，惠及2349个养殖户
66234头牛，累计贷款24548.7万元。

“科尔沁牛业经过 20年的发展，
打造了饲料种植、母牛繁育、育肥牛
养殖、屠宰加工、牛肉制品生产、线上
线下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模式，生
产规模达到年屠宰肉牛 30 万头，生
产冷鲜、冷冻肉 6万吨。”科尔沁牛业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和说。

此外，科尔沁牛业还投资 6000
多万元从国外购置现代化农业机械，
土地连片机械化作业使土地贡献率
在原有基础上提高50%以上。引进以
色列耐特菲姆滴灌技术，每块土地配
套智能气象站和水分检测仪实现智
能控制，利用水肥一体化，将肥料均

匀地输送到作物根系，每亩青贮产量
由原来的3吨提高到5吨。

“已建和在建万头肉牛养殖基
地共 8座，每个基地都建有标准化牛
舍。”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助理李峰介绍说，基地配套现代
化大型饲喂设备 TMR 车，检测每日
饲料成分并存储数据，保证饲料营
养，提高生产效率。

科尔沁牛业还建立了HACCP食
品安全质量控制体系，并集中引进了
家畜自动跟踪系统、自动分级系统、真
空自动收集输送系统、生产加工PLC
全程控制系统四大系统和卧式放血等
先进工艺，保证了产品的质量与卫生，

“我们产品类型多样。”科尔沁
牛业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郑晓
杰告诉记者，“针对‘80 后’‘90 后’

‘00 后’的生活习惯，我们开发了不
同口味的微波产品，有牛米花等休
闲零食类和牛腩饭等主食系列产
品；针对家庭就餐，提供方便烹饪、
便于调理的主厨牛排系列等产品。”

“我们着力推动农牧业现代化与
绿色化深度融合，努力架起一座从草
原到餐桌的世界桥梁。”李和说。

内蒙古通辽：

草 肥 牛 壮 产 业 兴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罗 霄

本报讯 截至 10 日 18 时，精
河县 6.6 级地震共造成 32 人受伤（3
人重伤）、307 间房屋倒塌、5469 间
房屋裂缝受损、213 处院墙和 153
座畜圈倒塌、6 处路面受损。目前一
线抢险救援工作已告一段落，相关
部门已全力进入灾后重建及保障工
作中。

记者在新疆精河地震灾区了解
到，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中，消防官兵
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
先后对 6 个自然村逐村逐户展开排

查搜救工作，对倒塌的 307 处房屋
全 部 实 行 了 搜 索 ，疏 散 群 众 300
余人。

8 月 10 日，财政部表示，为帮
助新疆精河地震灾区做好救灾工
作，中央财政紧急下拨自然灾害
生 活 补 助 资 金 8000 万 元 ，其 中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5000 万元，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 3000 万元，由自
治区和兵团统筹用于灾区受灾群
众紧急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
助 、倒 损 住 房 恢 复 重 建 等 救 灾

支出。
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台网中

心和新疆地震局紧急在大河沿镇、
托里镇叶里斯南也肯村分别架设
测震台、强震应急流动观测台各两
套，开展震情趋势研判和余震监测
工作。同时，组织人员深入精河县
城、托里镇、博乐市、尼勒克、兵团
第五师医院、83 团等地开展灾情
调查工作。

（综合本报记者 乔文汇 陈

果静 杜 芳报道）

新疆精河县：

全 力 开 展 灾 区 重 建 及 保 障 工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