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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

2022年工作回眸

2022年，新一届会员恪守立会宗

旨，继续为敕勒川地区的文化发展及民族

团结做出积极贡献。

一、文化研究开展情况

（一）“内蒙古名镇研究”取得阶

段性成果。

内蒙古名镇研究是内蒙古敕勒川文

化研究会与内蒙古文史馆合作的专题研究

项目，开始于2018年。敕勒川地区的名镇

包括：托克托县、萨拉齐、丰镇，至2022

年以上三镇已陆续成书。《名镇萨拉齐》

已出版。

（二）开展“记忆中的家乡”网络

专题活动。

2022年，研究会在网络平台开展记

忆中的家乡专题活动，会员们积极参与，

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被会员们拿出来与大

家分享。

二、研究会的自身建设

（一）思想教育建设

2022年，研究会党小组围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定期开展党员教育学习

活动，同时积极响应业务主管部门的要求

开展三次意识形态学习会。

上半年，在会员中开展学习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活动、学习贯彻全国“两

会”精神专题学习活动。

二十大召开后，研究会开展多次关

于二十大报告的学习活动。

研究会充分发挥网络学习的优势，

在网络微信平台开展党史学习交流活

动。

（二）组织建设

1.2022年5月，研究会完成换届变更

备案手续。由秘书长召开办公会议，着

手重新制定一系列管理制度与措施，力

争使研究会管理更趋完善。

2.8月份，为了加强研究会专家队伍

建设，增加凝聚力，名誉会长伏来旺与

会长刘志军、副会长杨存旺先后同包头

地区部分会员座谈。

3.适时组织专项活动，利用网络微

信平台开展交流与讨论，引导会员参与

其中，激发会员的创作热情，极大地调

动了会员的积极性。

（三）积极参加业务主管部门组织

的培训，及时接收新信息。

本年度先后参加了自治区社科联、

内蒙古党建办组织的多次学习会，会后

参会人员总结学习心得并将会议精神传

达给相关负责人，研究会以此制定多项

学习计划，其中包括习近平重要讲话精

神学习、二十大报告学习、社团组织负

责人职责学习及财务管理知识学习等内

容。

（本  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