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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我校兽医学院呼和巴特尔教授走进鄂尔多斯开展全国“两会”精神宣讲 

·自治区文旅厅党组书记、厅长郑东波一行来校调研非遗传承工作 

 

 

全国人大代表、我校兽医学院呼和巴特尔教授 

走进鄂尔多斯开展全国“两会”精神宣讲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无党派代表人士、我校兽医学院呼和

巴特尔教授赴鄂尔多斯开展走基层活动，一边开展全国“两会”

精神宣讲，一边深入农村牧区实地调研。校党委统战部部长张文

全程陪同。 

15 日，在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党委书记侯晨曦主持召开

了该院 2020 年第二场全区高校“百场形势政策报告会”上，呼

和巴特尔向全院 300多名教职员工传达了全国“两会”精神，共

同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呼和巴特尔还在侯晨曦陪同下参观考察了学院的实习实训基

地及实验室。 

16 日，呼和巴特尔在杭锦旗旗委常委、副旗长韩瑞平等人

陪同下，驱车 500多公里，先后深入到杭锦旗伊和乌素苏木、巴

拉贡镇、呼和木独镇、吉日格朗图镇、独贵塔拉镇，对什拉乌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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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羊养殖基地、杭白绒山羊养殖基地、山湾村特色种植基地、南

美白对虾养殖基地、海水稻种植试验田等地实地考察，了解杭锦

旗农牧业发展情况和农牧民生产生活状况，考察了企业、合作社

带动贫困农牧民致富的发展路子，并就考察中发现的问题与有关

人员进行了交流。 

17 日上午，呼和巴特尔在杭锦旗旗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

学习会议上，围绕参会前准备、大会议程、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习近平总书记与内蒙古五位代表的互动内容等方面，着重从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 2020 年

提出的希望和要求、弘扬蒙古马精神、着力搞好生态建设等角度

传达、阐述了全国“两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内蒙古代表

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的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 

自全国“两会”结束回到呼和浩特后，呼和巴特尔教授已为

10 个单位宣讲了全国“两会”精神，并深入到呼和浩特市、鄂

尔多斯市等基层乡镇了解民情民意，与村民交流互动，以实际行

动履职尽责。 

（党委统战部） 

 

自治区文旅厅党组书记、厅长郑东波一行 

来校调研非遗传承工作 

6 月 18 日下午，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郑东

波，办公室主任高明博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处长张丽辉来到我

校，调研我校蒙古族工艺美术研究所在承担国家文化和旅游部—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项目的工

作进展情况。校长高聚林陪同调研。 

郑东波在听取研究所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后，对我校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研培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希望今后能够与我校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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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全面的合作关系，共同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向更深更广的

方向发展。他分析了国家在传统文化领域的中长期远景规划，希

望我校结合形势和优势，抓住机遇，挖掘传统文化潜力，在促进

自治区优秀民族符号、民族文化元素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过程

中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助力内蒙古文化强区建设。 

高聚林在陪同调研中也表示学校将持续加强对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工作的支持力度，要求学院和研究所要加强创新成果转

化力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作与人才培养、校园文化建设、

学科融合发展、科技创新、社会服务等紧密结合，焕发传统文化

的现代魅力。 

我校蒙古族工艺美术研究所是 2009 年经自治区教育厅批准

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并于

2012 年通过验收。研究所工作团队以材料科学与艺术设计学院

专业教师为主体，兼容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等专业团队与业务

骨干，围绕设计艺术学科发展开展专业培训、人才培养、科研创

新等，主持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艺术基金、国家自然基金、

国家科技部科技支撑项目、国家文旅部文化创新工程项目、国家

教育部社科项目等一系列面向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文化和科技融合创新的研究项目，逐步形成了人才培养、

学科建设、应用软件开发、综合服务平台管理、创新创业实践等

多维度一体化发展的创新平台。 

自从 2015 年学校经国家文旅部、教育部和人社部批准成为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院校以来，

学校积极发挥师资优势，结合专业特点，匹配专属工坊和教学实

验场地，圆满完成了 2016 年至 2019 年的 12 项委托培训任务，

累计为 1000 余名传承人提供培训服务和专业指导，受到了自治

区的肯定与表彰。同时，学校在开展研习培训中还积累了丰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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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传统工艺美术样本，并与自治区的传统手工技艺传承人建

立了紧密联系，为他们搭建了与企业沟通的平台，既为传统手工

技艺的现代化、产业化、经济化奠定了良好基础，也实现了学校

专业发展、学科进步和理论研究水平的提升。 

（材料科学与艺术设计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