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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共画同心圆

近日，由北京市委统战部、内蒙古自

治区党委统战部主办的京蒙统一战线协作

主题采风活动陆续走进内蒙古乌兰察布、

呼和浩特和包头三市，以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为主线，发挥统一战线强大法宝

作用，共同续写京蒙情，推动京蒙统一战

线协作走深走实。

■“医心”为了群众能在“家
门口”看上北京名医

当记者走进位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昭

乌达路 42 号的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

医院，惊讶地发现，这里的建筑、装饰、

院徽，与远在 500 公里之外的北京大学肿

瘤医院几乎一样。而更让记者惊讶的，是

这里的医疗服务也和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本

部无异。

“满足老百姓看病需求的原始动力，

是北京和内蒙古自治区之间医疗协作的前

提。”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执行

院长张小田说，内蒙古自治区东西狭长跨

越 2000 多公里，每年约有近 7 万名肿瘤患

者外转到省外就医。“这不仅给患者和家

属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和人力负担，对于当

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也不利。”

2023 年 2 月 14 日，随着北京大学肿

瘤医院内蒙古医院的正式揭牌运营，大大

缓解了内蒙古地区肿瘤患者的就医难题。

而支撑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正式

运作的，不乏像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

吴楠这样的民主党派成员。

“北京派驻的第一批医疗专家去年 2

月初就已经到位。”张小田告诉记者，医

院揭牌一年多来，通过技术平移、管理平

移和品牌平移，医保政策、药物可及性以

及当地老百姓对于一些先进临床研究的接

受度、依从性等方面都有了大幅度提升。

这让她真切地体会到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真心干”，自治区政府“真支持”，内蒙

古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真配合”的“三

真”发展模式的显著成效，“在未来的建

设与发展中，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

院还将打造集医疗技术、科技创新、医教

协同、肿瘤防治、品牌影响力于一体的国

家癌症区域医疗中心。”

“胃肠道肿瘤在当地是个高发疾病，

我正好从事这个专业领域的研究，能够帮

助到更多当地需要救治的患者也是我的职

责所在。同时，在这里我也累积到了不少

管理上的经验和做法。”北京大学肿瘤医

院内蒙古医院腹部外科 A 区学术主任杨宏

是第一批来到医院的北京专家，在他看

来，以往当地群众要辗转到北京求医，不

仅挂号不方便，来往产生的交通和住宿费

用也相对较高，对于内蒙古患者而言，在

不出内蒙古就能享受和在北京一样的医疗

服务，既省力又省钱。

家住锡林郭勒盟的患者宋占国正在医

院进行术后康复，他说，多亏了北京来的

杨主任做的手术，让他不用在京蒙间来回

折腾，在内蒙古就能享受到北京优质的医

疗资源，“去年，我到北京看病，看一次

病大概用了一个月时间才返回。”

其实，京蒙统一战线医疗协作不只是

呼和浩特，北京医师团队还陆续把先进的

诊疗技术和管理理念带到了内蒙古多地。

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主任医师张

毅每周一就会在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出诊。他告诉记者，北京的胸外科团队还

有医生常驻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参

与手术、教学查房、手术带教、科研指导

等。“我现在申请了包头医学院硕士研究

生导师，希望通过科研教学培养一支带不

走的医疗队伍。”

据了解，京蒙医疗协作开展以来，一

个个医疗对口支援项目让内蒙古当地群众

看病更有“医靠”。“借助北京丰富的医疗

资源、顶尖的专家团队和先进的医疗理

念，加快补齐自身在医疗技术、人才培

养、学科建设等方面的短板。同时，这也

是我们向北京学习的宝贵机会，促使我们

不断更新观念、创新发展，为包头人民提

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包头市

卫生健康委副主任白福说。

■“富”一场京蒙协作兴业富
民的时代答卷之约

不局限于医疗领域，京蒙统一战线协

作在经济、科技领域的表现同样精彩。

“围绕京蒙协作重点任务，整合统战

资源力量、稳步拓宽合作领域，推动两地

统 一 战 线 协 作 取 得 更 多 成 果 。” 今 年 7

月，2024 年京蒙统一战线协作工作联席

会议在呼和浩特召开，北京市委常委、统

战部部长杨晋柏如是说。

乌兰察布宏福现代农业产业园就是该

协作其中的一个项目。该果蔬大棚里无土

栽培的番茄，每天发往北京市场的数量达

到了 8 吨。小番茄成为连接京蒙两地情感

与协作发展的桥梁。

2021 年，北京宏福集团积极响应协

作号召，在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投资建设

乌兰察布宏福农业产业园，助力当地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产业园运营总监李斌表示，“我们着

力打造服务首都的‘中央厨房’及安全果

蔬食品供应基地，产业园分三期建成，一

期新增就业岗位 500 余个，二期、三期可

新增就业岗位 1000 多个。”

“以前靠天吃饭，现在旱涝保收。”作

为宏福现代农业产业园的第一批员工，如

今已是包装车间工作组组长的察右前旗玫

瑰营镇庞家村的张春雨享受到京蒙协作带

来的改变。

从资金支持到产业扶持，从“单向帮

扶”到“双向奔赴”。随着京蒙协作持续向

纵深发展，越来越多北京企业落地内蒙古发

展，而一些当地企业也在积极寻求北京市场

带来的发展机遇。

在内蒙古兰格格乳业有限公司，记者注

意到，在北京常见的“蓝瓷瓶”酸奶生产

线，自动化流水线设备打包完成后，这些酸

奶将踏上从乌兰察布市运往全国各地的“旅

程”。“兰格格的‘蓝瓷瓶’酸奶进入北京以

来，北京给了我们充分验证自身产品和推广

能力的广阔市场。”公司营销总监王维说，

公司员工囊括了汉族、蒙古族、回族、达斡

尔族等 6 个民族大家庭的成员。

在包头稀土博物馆，记者还看到了京蒙

协作在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等方面取得的成

果。“中东有石油，我们中国有稀土。”民盟

包头市委会副主委、包头稀土研究院磁材所

副 所 长 闫 宏 伟 说 ， 无 论 是 “ 神 舟 ” 问 天 、

“嫦 娥 ” 揽 月 、“ 祝 融 ” 探 火 、“ 羲 和 ” 逐

日，稀土都在影响着世界，也服务着未来。

九三学社社员、包头稀土研究院稀土功能材

料研究所曹露雅说，自己目前从事稀土高分

子领域应用研究，研究工作也得到了北京相

关高校的智力支持。

京蒙一家亲，同心向未来。正如内蒙

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胡达古拉

在 2024 年京蒙统一战线协作工作联席会议

上所说，“希望我们在助力京蒙两地高质量

发展上深化协作。把北京的人才智力优势

和内蒙古的产业发展优势结合起来，把两

地发展‘所需’与统一战线‘所能’结合

起来，深化互利合作，推进共同发展，共

同 书 写 好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的 京 蒙 协 作 新 篇

章。”

京蒙协作的“列车”还在继续驰骋，两

地统一战线领域续写京蒙情的“同行人”也

将越来越多。

续写京蒙情 同心更同行
——京蒙统一战线协作主题采风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付振强

Z 新征程·新实践

“今天来的既有老朋友也有新朋友，咱

们先做个自我介绍吧！”11 月 14 日，午后的

蒙蒙细雨中，一辆红白相间的大巴车从深

圳出发。初冬的深圳已有了一丝凉意，但

车厢内大家聊得热络。

不一会儿，大家来到深中通道管理服

务中心。“我多次驶过深中通道，但都来去

匆匆。今天第一次从这个角度欣赏深中通

道，壮观！”烟雨中，深中通道犹如一条巨

龙蜿蜒腾架于海上。深圳海外联谊会 （以

下简称“海联会”） 理事、福田区政协委

员李键豪掏出手机，一边拍照，一边告诉

记 者 ， 自 己 平 时 就 经 常 香 港 、 深 圳 两 地

跑。近年来越发关注祖国传统文化，在中

山 市 小 榄 镇 有 一 家 合 作 的 陶 瓷 非 遗 工 作

室，深中通道的建成通车极大地方便了工

作和生活。“深中通道已经成为粤港澳大湾

区融合发展的‘超级动脉’。”他竖起大拇

指。

感受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时代

脉搏——是海联会助力高质量发展系列活

动之一。从去年 11 月起，海联会“季季有

主题、月月有活动”，指导支持开展各类交

流、联谊、考察、学习活动 50 多场，在助

力深圳高质量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国

家发展大局，加快推进对外交流合作方面

成效斐然。

粤港澳大湾区跨海通道科普基地的工

作人员向海联会一行详细介绍了粤港澳大

湾区跨 （江） 海通道的发展历程，大家听

得仔细，看得认真。几位成长于湾区的海

联会理事不由得回忆起自己当年读书、工

作时的大湾区面貌。“那时哪里敢想，30 年

后我们能有港珠澳大桥和深中通道这种集

科技创新与宏伟蓝图于一身的超级工程。”

海联会理事黄建日不禁感慨。当得知深中

通道建设过程中创下十个“世界之最”，黄

建日说，祖国越来越强大，大湾区却变得

越来越“小”，“一小时生活圈”说走就走。

活动的第二站是中山市孙中山故居纪

念馆。“孙中山先生曾在香港学医，香港有

一 家 孙 中 山 纪 念 馆 。 今 天 来 到 他 的 故 居 ，

亲切又激动。”来自香港的海联会理事、福

田区政协委员梁明坚说，“这里不仅是他的

出生地和成长的地方，也是他进行革命活动

的重要基地。他一生致力于救国救民，无论何时，我们都不应该忘记他

的丰功伟绩。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人来这里参观、游学，了解这段历

史。”

离开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半小时车程后，来到位于粤港澳大湾区

“东承西接”核心区——中山市翠亨新区的湾区未来科技城。这里作为

中山市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前沿阵地，是中山市对接深圳产业资源的一

个重要平台。在展厅的巨型沙盘前，大家久久驻足，时而热烈交流时而

沉思不语。新城初启，未来已来，粤港澳大湾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诗

与远方”画卷似乎在大家眼前徐徐展开……

“以前我们来中山大多是为了享受慢生活，现在看来，这里的科创

潜力不可小觑。”“这里适合投资、适合创业，更适合生活。未来科技城

有深圳的基因，又有深中大桥作为背景，以后肯定会建得越来越好。”

站在平台上，大家享受着凉爽的海风，纷纷说道。远眺暮色中的深中通

道，一盏盏路灯亮起，勾勒出的优雅线条比白天更多了一分柔美。

返程中，车厢里更加热闹，大家一边互留联系方式一边交流活动感

受。“短短半天的行程，深中通道带我们穿越了过去、现在和未来。”海

联会常务理事、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龙卓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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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第二届湖南民进

科教创新论坛日前在湘潭市举

办。民进中央副主席何志敏出

席论坛开幕式并讲话。知名专

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商科教兴

省、人才强省、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实施，助力打造具有核心

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

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

环 ”。 党 的 二 十 届 三 中 全 会

《决定》 对统筹推进教育科技

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进行了

部署。为发挥民进界别优势，

履 行 参 政 议 政 职 能 ， 服 务 教

育、科技、人才事业高质量发

展，民进湖南省委会去年在长

沙主办了首届湖南民进科教创

新论坛，在总结成功经验的基

础上，今年在湘潭市举办“第

二 届 湖 南 民 进 科 教 创 新 论

坛”，致力于将科教创新论坛

打造成在全国都具有重要影响

力的参政议政品牌。

本次论坛由民进中央科技

医卫委员会指导，民进湖南省委

会主办，民进湘潭市委会承办，

湘潭大学、湖南科技大学、湖南

工程学院协办。论坛主题为“教

育 科 技 人 才 一 体 推 进 一 体 改

革”，内容包括开幕式及主旨论

坛，分设教育、科技、人才三个平

行论坛。与会专家学者重点围绕

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

新高地、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

供给、优化配置创新资源，建好

用好湖南省四大实验室、强化企

业创新主体地位，打造产学研深

度融合创新体系、更好营造良好

创新生态，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

革等内容开展深入交流研讨，积

极建言献策。

“此次在湘潭市举办第二

届湖南民进科教创新论坛，既

是民进湖南省委会的又一次生

动履职实践，也是民进助力湘

潭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的重

要 举 措 。” 湖 南 省 政 协 副 主

席、民进湖南省委会主委潘碧

灵表示，论坛作为交流渠道，

将为不同行业领域的专家和领

导们畅谈教育、科技、人才改

革搭建平台，碰撞出助力中国

式 现 代 化 发 展 的 思 想 火 花 。

（王双）

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
第二届湖南民进科教创新论坛在湘潭市举办

黄埔军校和黄埔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的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是广大黄埔同学及其亲

属共有的光荣记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宝贵财

富和情感纽带。日前在广州黄埔举行的第十七届

黄埔论坛上，“黄埔”后人纷纷呼吁，要传承弘

扬“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勇担时代重任，

坚定反“独”促统，共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

业，为同心共圆中国梦广泛凝心聚力。

“‘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是无数先烈在

血与火的洗礼中铸就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体现。”黄埔军校 21 期学生洪代彬之子洪伟

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致黄埔军校建校 100 周

年暨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 40 周年的贺信精神为

指引，用好黄埔金字招牌，坚定反“独”促统，

共促民族复兴。

“愿黄埔精神永存！祖国早日统一！”在黄埔

军校建校百年之际，黄埔军校 16 期学生、106 岁

的台湾抗日将领许历农撰写寄语，表达台湾黄埔

“老兵”的心声。

谈及许历农，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黄埔军

校 2 期学生胡靖安之女胡葆琳深受触动，她表

示：“从一位位挺身而出的台湾黄埔老将身上，

看到了他们刻在骨子里的黄埔精神。这也是两岸

黄 埔 同 学 及 其 亲 属 共 同 反 ‘ 独 ’ 促 统 的 力 量 源

泉。”胡葆琳说，作为黄埔后人，一定要牢记先辈

志向，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推进强国建

设、完成国家统一贡献力量。

“天下黄埔是一家！”37 年前，黄埔军校同学

会首任会长徐向前向广大黄埔同学发出号召，在海

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现在，这已成为海内外黄埔同

学及其亲属的共识。

黎阳是黄埔军校 11 期学生黎原之女，她曾多

次陪同台湾黄埔同学及其亲属参访黄埔军校同学

会，“同为黄埔后代，我们有种天然的亲近感。传

承黄埔精神的接力棒如今交到了我们手中，接下来

要进一步广泛凝聚黄埔同学及其亲属，加强沟通交

流，做好黄埔精神的阐释工作，讲好黄埔故事，以

实际行动传承弘扬黄埔精神。”

针对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谋

“独”挑衅动作不断，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黄埔 1

期学生陈赓之子陈知庶表示，“海内外黄埔同学及其

亲属具有爱国革命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昔日，面

对外来侵略，广大黄埔师生同全国人民一道，团结一

致、奋起抗争，维护了中华民族核心利益。如今，我们

更要挺身而出，共担民族大义，坚决反对‘台独’分裂

和外来干涉，坚定守护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

“黄埔”后人呼吁：

弘扬黄埔精神凝心聚力共圆中国梦
本报记者 吕婉莹

走进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

梧桐镇坵演村的乡村振兴数字

小院，15 名来自贵州省毕节

市 的 “ 数 智 学 徒 ” 正 在 忙 碌

着，大家三三两两为一组，或

开发实景文创游戏，或讨论项

目方案，或钻研田园景观图设

计……与普通学生相比，他们

鞋 子 和 衣 服 上 都 沾 着 不 少 泥

土，晒得黑红的脸上流着汗珠。

10 月 中 旬 ， 作 为 致 公 党

福建省委会参与中央定点帮扶

项目，“数字援建”项目在福

建的第一个项目——致公党梧

桐 数 字 小 院 在 永 泰 坵 演 村 揭

牌。其间，“数智学徒”们将

以数字小院为支撑，利用闲置

房产，打造集生态、生活、生

产于一体的技术服务空间，基

于乡村振兴场景，组建项目团

队，在地化开展“乡村产业数

字 化 ”“ 乡 村 综 合 治 理 数 字

化”“区域经济两化融合”等

本地的数字化社会服务型实践

项目，助力乡村数字化发展。

“‘数智学徒’项目是致

公党中央在贵州省毕节市七星

关区创新帮扶的人力资源开发

品牌公益项目，有着丰富的乡

村数字人才培养经验。”作为

“ 数 智 学 徒 ” 项 目 负 责 人 之

一，致公党中央农业与农村委

员会委员陈德晖表示，通过人

力资源开发、数智技术应用和

教育体系改革，培养符合数字

经济的和乡村振兴需求的“信

创产人才”，推动地区的产业

数字化升级转型。而入驻坵演

村的“数智学徒”是该项目培

养出来的首批学生。

“学徒们平均年龄 20 岁，

均具备用数智技术创新性解决

问题的能力和探索乡村振兴路

径的强烈意愿，将在坵演村开

展为期两年的社会服务与创新

实践。”致公党福建省委会联

络 处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 从

2025 年起，每年还将有 25 到

30 名数智学徒常驻坵演村参

与各类信创乡建项目，囊括了

人工智能、流体会计、生态农

业、社会治理、智能制造等多

个专业领域，为坵演村高质量

发展提供后备人才梯队。

村里来了“数字大脑”
——致公党福建省委会创新推动“数智学徒”人才培养模式

本报记者 王惠兵

本报讯 （记者 王金晶）

日前，辽宁省副省长、民建辽

宁省委会主委郭彩云带队到贵

州省毕节市黔西市民建中央帮

扶点开展对口帮扶活动，向大

关镇丘林村、新仁乡化屋村捐

赠价值 22.5 万元的果蔬烘干机

及医疗物资，并对黔西市 60

余名中小学教师开展了心理咨

询培训。

郭彩云一行先后到大关镇

丘林村、新仁乡化屋村，实地

调研了民建帮扶的鸭池小学、

接待中心、苗绣车间、民族文

化广场等，察看了民建辽宁省

委会实施的幼儿园援建、操场

改造铺设等项目，对两村现阶

段教育、医疗、产业发展、少

数民族文化传承等方面的需求

进行了深入了解，并举行了捐

赠仪式。

全国政协常委、民建贵州

省委会主委李瑶对民建辽宁省

委会长期以来对贵州、黔西的

支持和关爱表示诚挚感谢，并

希望民建辽宁省委会通过此次

调研活动，更多了解贵州的政

策及资源优势，聚焦产业、医

疗、教育等领域，找准合作切

入点，助力建设毕节贯彻新发

展理念示范区。

郭彩云表示，今后民建辽

宁省委会将持续以己所能有效

对接黔西所需，积极探索“地

域+领域”组团式帮扶模式，

充分整合民建辽宁省委会内外

资源，以产业振兴为重点，以

教育、健康帮扶为抓手，为黔

西市推进乡村振兴、打造新发

展理念示范区贡献力量。

民建辽宁省委会赴贵州毕节
开展对口帮扶活动

日前，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古州镇车民小学举办“2024 年冬季运动会暨班超

足球联赛”开幕。在开幕式上，车民小学金蝉歌队演唱 《侗家娃娃爱琵琶》《唱支侗歌给大家》、歌

伴舞 《志愿者之歌》 以及手鼓舞、芦笙舞、足球花样表演等，紧接着车民小学学生足球队与榕江县

明星足球队进行首场足球交流比赛。车民小学充满民族元素的开幕式，充分展现该校在民族文化及

民族体育运动的传承。 李长华 摄

校园冬运会校园冬运会 民族元素多民族元素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