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2022年第七次学习（扩大）会召开

狄瑞珍主持
本报讯（记者 包亦登）7月 25日，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

中心组 2022年第七次学习（扩大）会在临河召开。市政协党

组书记、主席狄瑞珍主持会议，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吴青霞，副

主席苏常亮、闫军、张志忠、陈月梅出席会议。副主席萨仁格

日乐、张秀文列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

习了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精神等。

狄瑞珍强调，要结合政协工作职能和任务深入研究市情、

把握市情，持续抓好强基础、固根本、壮筋骨等各项工作，不断

提高政协履职服务保障能力。

市政协五届三次主席会召开
狄瑞珍主持

二黄河：与时代一起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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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包亦登）7月 25日，市政协五届三次主席

会在临河召开。市政协主席狄瑞珍主持会议，副主席吴青霞、

苏常亮、闫军、张志忠、陈月梅、萨仁格日乐、张秀文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了《巴彦淖尔市工业园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调

研报告》；审议了《临河城区“久拆不动、拆而不净”历史遗留问

题专题调研报告》；审议了《打通临河城区“断头路”专题调研

报告》；审议了《加强科技人才工作，切实提高科技贡献率调研

报告》。会议还总结了市政协今年上半年工作，协商确定了市

政协五届二次常委会召开事宜及有关人事事项，并对下半年

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习近平向第二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7月25日电 7月 25日，国家主

席习近平向第二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强调，中非是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的

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当前，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延，各

类安全挑战层出不穷，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

的挑战。实现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是中非人民

的共同心愿。中国始终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

亲诚理念发展对非关系，愿同非洲朋友一道，坚

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维护以联

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

动落实全球安全倡议，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

同体。

第二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当日以视频方式

召开，主题为“加强团结协作，实现共同安全”，

由国防部主办。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日前召开的全

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鲜明地提出，要千方百计

稳定经济运行。

今年以来，全市上下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

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围绕“五高五新”奋斗目标、“四个区”

发展定位、“两个基地、四个产业集群”主攻方向，抓机遇、

谋发展、争投资、上项目、保民生，经济运行总体保持了稳

中向好、稳中有进的态势，投资和几个反映经济发展质量

效益的标志性收入指标增速居全区上中游，成绩来之不

易。但是，我们也要正视工作中的差距和不足，解决好经

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要结合巴彦淖尔具体实

际，对全市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存在的问题既要心中有

数、手上有招，更要身上担责、主动有为。

农牧业要强基础、保丰收。农牧业是巴彦淖尔市最

大的特色和优势，提升河套灌区现代农牧业发展水平是

我们必须完成好的重大政治任务。要抓好夏粮入库、高

标准农田建设、产业化龙头企业稳产达产等工作，确保农

牧业稳产增收，为建设黄河流域农牧业高质量发展集聚

区奠定基础。

工业要稳存量、扩增量、优结构。复工就是稳就业，

复产就是稳经济，有序推动复工复产是当前统筹做好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紧要任务，要有序推动减

产企业增产增效、停产企业复工复产，使人流、物流、资金

流有序转动起来，畅通经济社会循环。另外，要推动传统

产业新型化、新兴产业集群化，积极争取新能源指标，加

快推进新能源项目建设，大力发展装备制造和运维服务

业，尽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服务业要保主体、促恢复。现代服务业是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的主要增长点，稳定经济运行要克服疫情和经

济下行压力影响，保持战略定力、抢抓危中之机，在常态

化疫情防控中促进服务业恢复发展。对生存困难的市场

主体要做到早发现、早帮扶，稳一户是一户、保一家是一

家；要积极发展夜间经济、路边经济、乡村旅游，大力支持

电商线上销售地方特色农畜产品，持续带动居民就业，激

活消费市场。

日前召开的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

从九个方面对做好全市下半年经济工作提出要

求。今日起，本报连续推出系列评论，激励动员全

市干部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团结拼搏、众

志成城，持续深入推进“五大行动”，千方百计把经

济社会各项工作抓深入、搞上去。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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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挑战 奋力攻坚
千方百计稳定经济运行

本报评论员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一河润河套，精神传千年。

60多年前，在一声声浑厚的劳动号子

中，巴彦淖尔干部群众以“敢教日月换新

天”的英雄气概，历时10年，锹挖肩挑，修

建了全长230公里的二黄河，把巴彦淖尔

人的一面精神旗帜，插在了黄河几字弯

头。

60多年来，二黄河静静流淌，守护着

黄河安澜，滋润着河套大地。她见证了巴

彦淖尔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历

程，打破了“胡焕庸线以西没有农业文明”

的论断，用“北纬40度的奇迹”让世人认识

了一个新的“塞外粮仓”和一种敢想敢干、

苦干实干的精神。

60多年后，二黄河以“不可思议”的独

特魅力入选全国第二届“最美家乡河”。

消息传来，巴彦淖尔儿女欢欣鼓舞，难掩

心中的激动。巴彦淖尔日报社由此启动

了“喜迎二十大 徒步‘最美家乡河’”全媒

体采访行动，探寻二黄河蕴含和呈现的

美。行走在二黄河大堤上，俯首是静静东

流的大河，抬头是一望无际的良田，触摸

着一座座节制闸、一块块衬砌石，仿佛又

看见英雄的开挖者抡着铁镐、挑着箩筐，

号子嘹亮，坚定向前。

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

指出，河套灌区、汾渭平原等粮食主产区

要发展现代农业，把农产品质量提上去，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贡献。总书记

的殷切希望，为河套灌区农业现代化指明

了方向，也对二黄河的现代化改造提出新

的要求。

二黄河是一条河，但又不仅仅是一条

河。她是巴彦淖尔人竖在黄河几字弯头

的一座丰碑，是凸显黄河文化符号的重要

载体，其蕴含的敢想敢干、苦干实干的精

神，为我们讲好新时代的“黄河故事”注入

了丰富内涵和持久动力，激励着我们扎实

开展好以担当作为、狠抓落实为主题的

“五大行动”，以巴彦淖尔行动和作为助力

“把内蒙古形象立起来”。

写在前面的话：

三盛公水利枢纽，被誉为“万里黄河第一闸”。这是河套灌区取引黄河水的入口，也是我们这次“喜迎二十大 徒

步‘最美家乡河’”全媒体采访行动的起点。

站在三盛公水利枢纽的观景台上极目远眺，只见二黄河奔涌东去，滋润万顷良田。我们回望过去不禁要想，在

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我们的先辈是以怎样的精神和毅力，靠锹挖肩挑开挖出230公里的二黄河？

为什么要开挖二黄河？为什么敢开挖二黄河？为什么能建成如今的二黄河？从一件件珍贵的历史资料和几代

水利人的深情讲述中，我们逐渐找出了答案。

一部战天斗地的史诗

翻开巴彦淖尔的发展史，开挖建设总

干渠是巴彦淖尔人改天换地的厚重一页。

如同黄河哺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总干渠

亦改写了河套地区的历史。在河套，人们

更喜欢亲切地称她为“二黄河”。

从浩瀚的乌兰布和沙漠到波光潋滟的

乌梁素海，从黄河岸边到阴山脚下，从百年

前“天旱引水难，水大流漫滩”，到今天的

“塞上江南米粮川”，她见证了一个奔流的

时代，更赓续了巴彦淖尔人民传承不息的

精神力量：排除万难建设家乡的决心，艰苦

奋斗改变现状的激情……

时光流转，让我们回到上世纪中叶的

黄河边。

黄河素来善淤善决善徙，20世纪50年

代以前，黄河常发生泛滥以至改道的严重

灾害。有历史记载的两千多年中，黄河下

游发生决口泛滥 1500 多次，重要改道 26
次。

黄河流经巴彦淖尔 345 公里，给河套

带来了富庶与文明，但也把沉重的难题和

痛苦的眼泪留给了河套。

那时的黄河，对巴彦淖尔，有予也有

取；那时的巴彦淖尔人，对黄河，有爱也有

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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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力去封堵

河口，这就出现了取水用水的严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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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大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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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后现代灌区的开发，是在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组织发动广大人

民群众展开的：1952年 10月，毛泽东主席

视察黄河后，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

好”的伟大号召；1955年 7月，第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关于

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

的报告》，其中就列有兴建三盛公水利枢纽

工程，开挖总干渠，大力发展河套水利事业

等大型建设项目；1957 年，北京勘测设计

院拿出了《黄河流域内蒙古灌区规划报告》

并获得国家批准，这个规划史称“五七规

划”，主要内容就是在黄河上修建以拦河闸

大坝、总干渠进水闸为主要工程的三盛公

水利枢纽工程，以此确保为河套等地稳定

可靠地引入黄河水，其下布设输水总干渠，

从东到西承担河套、三湖河、萨拉齐等灌区

的输配水任务。

“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及总干渠工程

的开挖兴建，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群众

当家作主的新时代下所进行的一次河套水

利革命，是一项废旧创新、造福子孙后代的

宏图伟业。”收到内蒙古自治区下达三盛公

水利枢纽工程及总干渠工程的土方施工任

务后，当时的巴彦淖尔盟盟委向全盟人民

发出倡议，“因工程量大、时间紧、任务艰

巨，要求全盟各族人民一定要大力发扬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争取早一天

完工，早一天受益。”

在黄河边长大的河套儿女，有着黄河

一样的性格：能吃苦、不认输。越是艰险越

向前，敢教日月换新天！

历史永远铭记着这个日子：1958年 11
月15日。

党和政府一声号令，应者云集。二黄

河建设时期集中在冬春农闲时节，天寒地

冻的黄河边、田野里，近3万河套儿女挥洒

青春、汗水和热血，以改天换地的坚定信心

和必胜勇气，在那个贫穷艰苦的年代凭借

双手创造奇迹，将“塞外粮仓”的美好蓝图

变为现实！

河套灌区水利发展中心文化处文化科

科长赵志刚告诉记者：“当时施工机械极度

匮乏，就连最基本的劳动工具——扁担、箩

筐和铁锹都是群众自家准备的。党员干部

带头干、领导群众齐上阵，硬是靠着锹挖肩

挑，以难以想象的奉献和牺牲精神完成了

这项工程。”

开挖初期，人们就遇到了巨大的技术

困难：按照“五七规划”中的设计，总干渠宽

度应为 200 米左右，需完成的土方量高达

5800万立方米。如此巨大的工程，在当时

的条件下是难以完成的任务。这时，水利

科技人员沿黄河观察、计算、询问、调研，提

出了“小断面开挖，引黄河水大流量冲刷”

的施工方案，这项设计可减少土方量一半

以上。用土生土长的红柳、河柳、枳机、哈

木儿以及麦柴做成叠埽棒来打坝；用“黑虎

掏心”法挖动冻土……冻土、淤泥、流冰等

技术难题被一个个攻克。

落后的施工工具、艰苦的施工环境无

不在考验着每一位建设者。赵志刚说：

“当时农村存粮严重短缺，干渠上的人们

一整天只能吃上两顿土豆和白菜熬成的

‘菜粥’，偶尔能吃上两个硬邦邦的窝窝头

都算是改善伙食；工地沿线没有住处，大

家自己动手用红柳条编成‘笆子’，立起来

抹上泥、沿着土坝搭成个简陋窝棚住，根

本起不到什么防寒的作用，有张砖头支起

来的木板床那简直称得上奢侈。泥水方

最难挖，天寒地冻的，人膝盖以下全泡在

冰水里，许多人由此落下了关节炎等病

症。那时的人们，牺牲真的太大了。”哪怕

是复述那段历史，赵志刚讲到动情处，依

然热泪盈眶。

“村里组织我们去挖二黄河的时候我

18岁，是全村最小的劳动力。”回忆起当年

的情形，五原县套海镇锦绣堂村82岁的郝

大楞仍是激动不已。他至今还记得，当时

他住在简易的工棚里，地上铺的是湿柳枝、

麦秸；在那样高强度、长时间的劳动作业

中，就连菜粥都吃不饱，每天都是半饥饿状

态。“扁担压得肩头都是血泡，血泡破了血

顺着身子往下流。别看我当时年纪小，也

跟大家一样，不讲条件、不计报酬，咬牙坚

持干活。”老人眺望着远方，沉浸在对往事

的回忆中。

在总干渠上，人人苦干实干、争当模范

蔚然成风。

“英雄担”“老虎队”“铁姑娘战斗

队”……这些响亮的称号和词汇背后，是巴

彦淖尔人充满汗水和艰险的开河之路，是

一曲曲气壮山河的奋斗乐章，是一个个催

人泪下的奉献故事。

功不唐捐，玉汝于成。到1967年6月，

作为河套灌区输水大动脉的总干渠工程终

于全线竣工通水。

十年间，累计完成工程土方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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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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