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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看台

6版

据全国妇联统计，全国2.7亿个家庭中，

有30%的已婚妇女曾遭受家暴，并且有

70%的施暴者不仅打妻子，还打孩子。面

对暴行，女性平均被虐待35次才会选择

报警。“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在现实中悄然

上演……

向家暴说“不”

花 儿 为 什 么 这 样 红

变 革 风 吹 边 疆“ 南 泥 湾 ”
——新疆兵团团场综合配套改革见闻

党员干部要当好“老百姓的官”□ 殷 耀 于 嘉 哈丽娜

蔚蓝的天空下，紫红色的蒙古

舞袍随风漫卷，头顶的瓷碗纹丝不

动，马头琴琴声悠扬飘荡……

在乌兰布和沙漠边缘的一处蒙

古包前，乌兰牧骑的女队员们舞动

柔美身姿，男队员动情地拉着马头

琴，正在为牧民表演顶碗舞。蒙古

包周围，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牧民看

得入神，不时鼓掌，笑容在寒风中

绽放。

今年春节以来，被誉为草原“红

色文艺轻骑兵”的乌兰牧骑队员们

深入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戈壁沙

漠、偏远嘎查（村），为牧民送上一场

场精彩、暖心的文艺演出。

广袤草原上，他们犹如欢快的

百灵鸟，为群众唱响一曲曲动人牧

歌；辽阔大地上，他们又像绚烂的花

朵，60多年来始终绽放着夺目光彩。

重本色 一切为了人民

时光回溯到 1957 年的夏天。

9名牧区青年驾着1辆马车，手拿5把

乐器、2块幕布和3盏煤气灯，在一

户牧民的蒙古包前举办了一场精彩

的演出。

这是我国首支乌兰牧骑——内

蒙古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

现任队长孟克吉日嘎拉说，当

时的内蒙古草原文化生活极为单

调，牧民们几乎看不到书籍、演出和

电影。

为改变这一状况，内蒙古自治区

委决定组建小型、流动、综合性的文

化工作专业队伍，名字就叫“乌兰牧

骑”，在蒙古语中意为“红色的嫩芽”。

“不漏掉一个蒙古包，不落下一

个牧民”，是乌兰牧骑创立之初的口

号。任何困难都无法阻挡队员们前

往牧民家的脚步。

当年，组建不久的苏尼特右旗

乌兰牧骑去戈壁深处的牧民家演

出，途中经过一处沙地时，马车突然

深陷沙土、动弹不得，拉车的骏马也

累得筋疲力尽。

不能耽误工作！9名队员二话

不说，扛起演出道具，徒步一整天赶

到牧民家。

年逾古稀的金花是鄂尔多斯市

乌审旗乌兰牧骑第一代队员。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她与队友们每年

下乡七八个月。炎炎夏日，他们背

上简单的行李、乐器和服装，赤脚走

在滚烫的毛乌素沙地上，生怕把鞋

子踩坏。烈日的蒸烤让人口渴难

耐，他们却只能捧起沙丘下一小湾

积水解渴，水里满是黑压压的小蝌

蚪……

面对面到群众中去，实打实为

群众服务。

乌兰牧骑队员与牧民同吃同住

同劳动，春天接羊羔，夏天剪羊毛，

秋天打草，冬天放牧，与牧民建立了

深厚的感情。

金花回忆，那时候，队里常有人

抱着一两个月大的孩子去演出。母

亲在台上表演，婴儿在台下啼哭。

牧民看到了，就抱起孩子喂奶、喂

水，演出结束再把熟睡的孩子送回

母亲的怀抱。

“牧民们亲切地叫我们‘玛奈乌

兰牧骑’，意思是‘我们的乌兰牧

骑’，亲得就像一家人。”金花说。

重传承 扎根生活沃土

“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住”，是

乌兰牧骑的创作定位。

将党和国家的政策、精神传达

给群众，为他们加油鼓劲，是乌兰牧

骑孜孜不倦的追求。

翻开一份1965年的乌兰牧骑

全国巡演节目单，马头琴独奏《蝶

恋花》、民乐合奏《鄂伦春人民好生

活》、好来宝《牧马英雄》等，创作题

材均来自农牧区，散发着浓郁的生

活气息，生动的民族艺术形式在队

员的精彩表演中熠熠生辉。

扎根基层的乌兰牧骑培养出大

批艺术人才，德德玛等艺术家都出

自这所民间“学校”。

在草原上长大的青年歌手

乌兰图雅，儿时经常看乌兰牧骑的

演出。后来，她也成为家乡乌兰牧

骑的一员。“迎着烈日走，踏着风雪

来，深情的河流也为我澎湃；马头琴

声悠扬，牧歌飘天外，一路洒下我们

火热的爱。”乌兰图雅演唱的这首

《乌兰牧骑之恋》，饱含她对乌兰牧

骑的深情。

没有哪种情怀，比心系群众更

动人；

没有哪种事业，比服务人民更

高尚。

60多年来，乌兰牧骑脚步不停、

传统不丢。

从赶马车、骑骆驼，到开拖拉

机、坐大卡车，再到乘大巴车、流动

舞台车……改变的是队员们的演出

条件，不变的是他们扎根生活沃土、

服务牧民群众的初心使命。

如今，118.3万平方公里的内蒙

古大地上，活跃着80多支乌兰牧骑

队伍、3000多名队员，每支队伍每年

下乡演出超过100场。

重创新 舞台更加广阔

2017年，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

的16名队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

汇报乌兰牧骑60年来的发展情况，

表达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

作贡献的决心。

当年1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

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的队员们回

信，勉励他们继续扎根基层、服务群

众，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

留得下的优秀作品。

今年35岁的苏尼特右旗乌兰牧

骑队员乌宁，每当想起这封回信，就

感到无比自豪、充满力量。

“党和国家对我们信任、肯

定，牧民群众对我们喜爱、关心，

我们只有加倍努力回报。”乌宁

说，她常常用曾是乌兰牧骑队员

的姥姥的话鞭策自己，“要把最好

的表演献给牧民，为人民服务永

远不变”。

乌兰牧骑始终把舞台设在人民

中间，坚持文艺为民，不断提升艺术

作品的思想内涵、表现手法，推动文

艺创新。

改革开放、依法治国、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乌兰牧骑将中国

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进作

品中，创作出舞蹈《脱贫攻坚赞》、小

品戏《喜鹊为啥叫喳喳》等富有思想

性、艺术性和时代性的文艺作品。

据新华社消息，2018年起，内蒙

古组建“乌兰牧骑+”综合志愿服务

队，在文艺演出基础上，推出医疗卫

生、法律援助、技能培训、理论宣讲、

科技推广等多种服务项目，重点面

向交通不便、生态脆弱、文化生活匮

乏、人口居住分散的农村牧区。

初春的科尔沁草原乍暖还寒，

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乌兰牧骑带

领综合志愿服务队下乡演出。

一场精彩的歌舞表演结束后，

与乌兰牧骑一同下乡的农牧部门工

作人员与农牧民聊起今年的生产打

算。交谈中，去年脱了贫的阿力得

尔苏木牧民苏和得知乡村振兴的政

策后很是兴奋。

“我想近期再把养牛规模扩大

些。”他笑着说，“现在的乌兰牧骑还

给我们传授‘致富经’。”

□ 李志浩

离乡隔山岳。再有一年就要退

休的重庆人赵洪顺，屯垦边疆已有

22年。20世纪90年代，家乡的土地

养活不了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

了他第二个家。

如今，他正在经历兵团成立以

来最为重要的一次变革。

2017年，新疆兵团启动团场综

合配套改革。短短几年，改革释放

的红利量多分足，基层职工群众广

泛收获幸福感和获得感：

赵洪顺所在的第六师五家渠市

一〇二团梧桐镇4连，干群关系得到

明显改善；当地最重要的经济作物

棉花，单产长期在300公斤徘徊，改

革后，2020年单产突破400公斤；农

业生产大幅度降本增收；2020年，全

连60多户年收入超过20万元，20

多户超过50万元。

回顾扎根新疆的22年，赵洪顺

对兵团的感受有过几次大变化。

20世纪90年代初来时，兵团农业的

发达让他惊讶：“都用机械种地，每月

还有几百元的工资，这些在老家哪里

敢想？”

先进农业的背后，是几代兵团

人艰苦卓绝的耕耘；南泥湾的屯垦

奇迹，在数千里外的戈壁荒漠延续。

1999年，赵洪顺成为兵团第六师

一〇二团职工，团场将数十亩耕地交

给了他。但种什么、怎么管理、如何收

购，全由自上而下的生产指令决定。

数十年间，通过专业而高效的

行政指令，兵团农业实行“五统一”

（统一种植计划、统一农资采供、统

一产品收购、统一农机作业层次和

收费标准、统一技术指导）。

正是“五统一”，让先进的种植

管理技术使屯垦农业从无到有，迅

速以千亩为单元实现集约化：全国

1/6的棉花产区、国内最大的节水农

业灌溉区相继建成，近90%的农业

综合机械化率领先全国。

但进入21世纪，随着祖国西部

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加速，兵团与

市场经济脱节的问题开始凸显。

高强度的行政指令限制了市场

的开放。

兵团职工张程利记得，10多年

前，团里统一规划种植番茄。番茄

品质远高于地方，却只能交付团办

企业，扣杂比例高达12%~15%，远

远高于地方的5%。

曾经的优势逐渐掣肘兵团发

展，职工群众被捆住手脚，干群矛盾

突出，企业不强，经济结构不优……

一段时间，兵团对五湖四海建设者

的吸引力开始减弱，一些基层甚至

面临老龄化、空心化危机。

屯垦戍边事业发展遭遇瓶颈，

困难重重。

2017年，党中央作出战略部署，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启动全面深化改

革。一场关系300多万兵团职工群

众的变革之风劲吹天山南北，团场

综合配套改革成为其中重中之重。

据新华社消息，作为团场综合配

套改革的试点，第六师五家渠市率先

全面取消“五统一”，改变大包大揽

的行政命令管理模式。通过土地确

权登记颁证，让职工真正成为土地的

主人，极大激发其生产积极性。

封闭的门户向市场打开。赵洪顺

和同事们第一次可以自主选择农资

和农机服务。选择权带来了议价

权，优惠和服务登门而至。

自上而下的指令不再，连队如

今所有的事务，均须大家“一事一

议”。连队“两委”（连队党支部委员

会、连队管理委员会）不再由上级任

命，而是改由连队民主选举。

此外，兵团坚持把党的领导贯

穿在改革各环节、各方面、全过程，

尤其在基层，有效扭转过去基层党

组织作用弱化情况。

赵洪顺感慨，改革后，干群关系

焕然一新，连队“两委”服务意识提

升明显，“灌溉水不够的时候，他们

会里里外外费大力气帮我们协调，

跟我们关系近多了。”

为更好接轨市场，兵团近1800家

团办企业全部与团场行政分离，自负

盈亏，自主经营。张程利带领职工群

众，以合作社的方式“抱团”，通过利

益联结机制重新“统一”生产和销

售，保持团场农业集约化的优势。

谈及这次改革，天山南北基层

职工群众频频称赞。赵洪顺就要

退休了，但他将继续参与合作社的

经营，“我年轻时来的时候，是觉得

这边很有发展前途。这次改革，对

我们有实实在在的好处，我更不会

走的。”

□ 辛 平

“共产党的干部要坚持当‘老百姓的

官’，把自己也当成老百姓，不要做官当老

爷”。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

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

要讲话，语重心长地提出年轻干部必须立

志做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

人，不断增强意志力、坚忍力、自制力，为广

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不忘初心使

命、当好人民公仆指明了努力方向。

风雨苍黄百年路，砥砺奋进铸辉煌。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肩负起为人

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重任。一

部百年党史，就是一部共产党人无私奉献、

为民造福的奋斗史。赤胆忠心，青史永

鉴。党员干部只有始终铭记“我是谁、为了

谁、依靠谁”这一根本问题，常怀忧民之心、

常修从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才能牢固树

立正确的权力观、群众观、政绩观，找准为

官从政的“定盘星”，激发干事兴业的“动力

源”，当好“人民的勤务员”。

党员干部当好“老百姓的官”，必须端

正权力观。共产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就

是为老百姓办事的。毛泽东同志说，我们

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邓小平

同志说，我这次出来工作，不是为做官，是

为了做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立志做

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保持平和心态，看

淡个人进退得失，心无旁骛努力工作，为党

和人民做事。”权力就是责任，有多大权力

就要承担多大责任。党员干部要坚持秉公

用权、严以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时刻

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心态，对权力始终

心存敬畏。只有牢记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

的赋予，不是自己可以任意使用的“私器”，

才能自觉克服特权思想，任何时候都不搞

特权、不以权谋私，真正把权力作为为党尽

忠、为民办事的“公器”，做人民的公仆。

党员干部当好“老百姓的官”，必须强

化群众观。“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

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我们党根基在人

民、血脉在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

兴。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干革命、搞建设、

抓改革，归根到底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

子。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以

百姓心为心，把维护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

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水能载舟，亦

能覆舟。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

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

众。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拜人

民为师，虚心向群众学习，特别是要多交几

个能说心里话的基层朋友。要想群众所

想，忧群众所忧，真心对群众负责，用心用

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

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党员干部当好“老百姓的官”，必须校

正政绩观。为官一任，当造福一方。为什

么人的问题，是检验党员干部政绩观的试

金石。时刻心系人民安危冷暖，把为民造

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才能交出人民满意

的答卷。要突出问题导向，坚持求真务实、

真抓实干，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推

动工作往实里做、往百姓心坎上做，不搞华

而不实的面子工程，多办雪中送炭的好事

实事，力戒形式主义的花拳绣腿，反对官僚

主义的作风做派。党员干部不务虚功、不

图虚名，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功成必定

有我的担当，脚踏实地为民干事，一定能在

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中，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

时代的业绩！

了不起的她了不起的她
五谷杂粮五谷杂粮““画画””出致富路出致富路

走进师献巧的粮食画工作室，一幅

幅惟妙惟肖的粮食画陈列在展台上，常

见的五谷杂粮，在她手中变成了致富

“金饽饽”。

80后的师献巧是河北省邯郸市馆

陶县寿东村人。2014年开始，当地打造

粮画小镇，引导村民学习制作。自幼喜

欢画画的师献巧，开始了粮食画创作之

路。镊子作“笔”，粮食为“墨”。师献巧

以粮食画制作为业，如今不仅脱了贫，

还建起了粮食画工作室和体验室，带着

村民们共同致富。图为师献巧在制作

粮食画。

新华社记者 王 晓 摄

60多年来，内蒙古乌兰牧骑队员们在广袤草原上，为群众唱响一曲曲动人牧歌，
他们像绚烂的花朵光彩夺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