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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近日，有一种名为“缤果盒

子”的新型便利店出现在首府街头。这

个新型便利店没有收银员，顾客自助购

物，手机扫码结账。

近日，记者在新城区东方文苑东北

角看到，首府首家“缤果盒子”24 小时

无人零售便利店如同一个灰白色集装

箱式的“大盒子”，通过大面积的透明玻

璃墙可以很清晰地看到“盒子”里的内

部构造，整齐的货架跟普通便利店没有

太大差别。

在便利店入口处张贴着一张二维

码，根据提示，需用微信扫描，进行实名

制注册才能开门进入便利店。顾客进店

后，店门会自动反锁。便利店内布局与

普通便利店差不多，商品也多以饮料、

零食、日用品为主。通过体验，记者发

现，商品价格与其他商店价格大致无

二，把要购买的全部商品放到收银台感

应区，显示屏会出现一个二维码，扫描

完成，屏幕上出现了购物的明细和总金

额，点击确认支付后，就可以完成买单。

整个购物过程非常便捷简单，系统感应

也反应快速，若在过程中遇到问题，还

可以一键呼叫在线客服，实时解答购买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记者注意到，如果

没有购物，可以直接扫码出门；如果遇

到紧急情况需要离开便利店，顾客可以

手动触控紧急开门按钮自行离店。

如遇购完商品未支付便离开的情

况该怎么办？记者随便拿了几种商品走

到门口，发现系统会自动识别是否有未

支付的商品，如有未支付商品则会语音

提示，并在门口的显示屏上显示未买单

的商品，继续完成买单后，在感应区停

留大约两秒，便利店大门自动开启。

对于首家无人零售便利店的落户

和开业，很多市民第一想到的就是防盗

问题。“缤果盒子”呼和浩特负责人陈兆

南表示，顾客第一次进入无人零售便利

店消费时，除了需要在相关网页上进行

实名认证并关联手机号码，店内还有三

组高清摄像头进行实时的人脸跟踪识

别，可无死角拍摄店内情况。不仅如此，

每件商品上也有电子标签，如果顾客试

图不结账将商品带出店外，出安检区

后，店内会进行语音警告。如果用户强

行将商品带出店外而不付钱，公司专门

负责监控的团队会通过人脸识别和实

名制来进行追踪。

据介绍，首府首家“缤果盒子”的面

积大约 15.6 平方米，主营便利性应急

品，货物库存进出量数有 500 至 800

个，每消费一笔，后台计算机都有记录，

3分钟就可完成全部盘点，会根据统计

数据进行补货。同时，24小时无人零售

便利店采用无线射频识别技术，实现对

每个商品生命周期的精准管控。便利店

商品多为食品，一旦售卖，除有质量问

题是不予退货的。未来 3个月，无人零

售便利店计划在首府建成落地 30 至

50 家，除了直接建设，还将采用加盟等

形式。

浩婉

本报讯今年 10 月 9 日是第 48 个

世界邮政日，内蒙古邮政管理局于 12

日举办主题活动，回顾五年以来内蒙古

邮政事业发展历程。据内蒙古自治区邮

政管理局消息称，截至目前，内蒙古快

递服务制造业、现代农牧业规模逐渐扩

大，已形成以生鲜牛羊肉、牛肉干加工

和羊绒制品为重点的服务制造业项目

50 个，预计今年将有 1.1 亿件特色产品

通过快递从草原走向全国各地。

2012 年以来，内蒙古邮政行业规

模不断扩大，邮政快递服务已覆盖人们

吃、穿、住、用、行等社会生活方方面面，

市区和旗县乡镇基本实现普通包裹投

递入户。市场监管效能显著提高，持续

深化“放管服”改革，审批时限缩短 50%

以上。收寄验视、实名收寄、过机安检三

项制度有效落实，全区实名收寄率达

80%以上，位居全国前列。5年来，自治

区邮政行业规模不断扩大，全区业务总

量年均增幅超过 15%；快递业务量年均

增幅达 34.6%。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已

建成 11 个盟市级快递物流园区，8 个

盟市快递网点，乡镇覆盖率超过 85%，

6000 多个服务网点和 8500 多个邮政

便民服务站遍及城乡。服务水平稳步提

升，快递服务电子商务、制造业、现代农

牧业初具规模，今年将有 1.1 亿件地方

特色产品通过快递从草原走向全国各

地。

内蒙古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局长钟

奇志表示，未来将引导邮政、快递企业

拓展个性化、专业化、差异化、一站式寄

递服务，要加速推进与现代制造业协同

合作，构建特色农副产品的垂直服务渠

道和区域服务网络，发挥快递服务让

“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的渠道作

用。同时要拓展“快邮合作”“交邮合作”

成果，通过资源共享有效解决“最后一

公里”服务问题。 尤正

本报讯 2017 年，我区被财政部纳

入扶持嘎查村集体经济发展试点省份。

年初，自治区财政厅坚持从实际出发，

以深入推进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培育农牧业农村牧区发展新动能

为导向，经过旗县自荐、盟市推荐、自治

区审核，确定了 50 个旗县为自治区级

试点旗县，其他旗县由盟市统筹支持，

做到以点带面、统筹推进。自治区财政

厅通过以奖代补方式下达资金 60921

万元（其中自治区本级财政资金 30921

万元，中央财政专项补助资金 30000

万元）专项用于扶持嘎查村集体经济发

展试点工作。

据统计，目前各试点旗县通过资源

开发利用、提供服务、土地股份合作、混

合经营等形式规划建设项目 801 个，其

中规划 414 个，在建 311 个，建成 76

个，部分项目已初见效益。项目预计总

投资 138205 万元，其中财政补助资金

78854 万元。

此外，自治区财政厅结合工作实

际，制定印发了《内蒙古自治区扶持嘎

查村集体经济发展试点实施方案》《内

蒙古自治区扶持嘎查村集体经济发展

试点项目和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下一

步，将指导盟市、旗县围绕嘎查村集体

经济发展、农牧民收入增加、体制机制

创新等内容构建职责明确、奖惩分明、

务实管用的考核评价体系，建立约束和

进入退出机制，确保试点成效和财政资

金使用效益，切实把试点的含金量充分

展示出来，让农牧民有更多的获得感。

志财

本报讯 2017 年 6 月，质检总局根

据电梯检验工作开展情况，对《电梯监

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曳引与强

制驱动电梯》(TSG T7001-2009，含第

1号修改单) 等 6 个安全技术规范的部

分内容进行了修改，并于 2017 年 10 月

1日起正式实施。此次安全技术规范修

改的内容较多，其中包含层门和轿门旁

路装置检验、UCMP（防止轿厢意外移

动装置）检验，平衡系数检验，125%制

动试验等。

在电梯安全技术规范正式实施之

前，内蒙古特检院已积极组织一线检验

人员进行了认真学习，针对首府地区电

梯安全对检验记录、报告及时进行了更

新,组织技术专家对作业指导书及时进

行了修订，并联系检验系统平台，及时

对系统进行了升级，为进一步保障呼和

浩特全市电梯安全运行提供有力保障。

志坚

本报讯 到今年 12 月 31 日前，除

待拆迁地段外，呼市将实现所有餐饮业

的“明厨亮灶”和“四化”管理任务。同

时，为防止问题“反弹”，巩固持续保持

工作成果，呼市食药监局将成立 7个工

作组深入扎实推进“六小”行业综合整

治和“厨房革命”工作。

针对“六小”行业整治，呼市将加强

对食品加工小作坊、小食品摊贩、小食

品店、小餐饮、“小饭桌”、小鲜奶吧监

管，彻底摸清各业态底数，并制定规范

管理要求，在年内全部实现规范管理。

针对“厨房革命”工作，12 月 31 日

前，除待拆迁地段外，呼市将实现所有

餐饮业的“明厨亮灶”和“四化”管理任

务；加强日常巡查和监管，巩固前期“明

厨亮灶”“四化”管理整治成果，总结经

验做法，形成常态化、长效化管控机制；

提升全市餐饮业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量

化等级，A级不少于 40%，B 级不少于

50%，C级不得超过 10%。重点提升 70

条食品安全示范街效果；建立完善追溯

体系，严把食品原料采购和销售关，狠

抓食品安全源头治理，实现监管全覆

盖、无死角。保障餐饮业采购的食品原

料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杜绝不合格

食品、有毒有害食品的流入。

甄海霞

本报讯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充分

利用优越的自然条件，积极引导马铃薯

种薯企业在良种繁育、基地建设上下功

夫，经过精心培育管理，全旗马铃薯脱

毒微型薯喜获丰收。

走进内蒙古格瑞得马铃薯种业有

限公司马铃薯种薯高科区，工作人员有

的在忙着装车准备入库，有的在网棚里

忙着收获，到处是一派繁忙的景象。公

司负责人表示，这是公司建设的第三个

园区，占地 320亩，建网棚 286座，栽马

铃薯脱毒苗 2450万株，预计产微型薯

3700万粒。

脱毒微型薯生产是脱毒马铃薯生

产的关键环节，是利用现代设施农业，

在无菌环境下，利用高度的集约生产管

理方式，以人工营养液的合成供给为主

繁育而成，其产量、品质直接决定大田

马铃薯的生产。太仆寺旗内蒙古格瑞得

马铃薯种业有限公司、太仆寺旗沙源马

铃薯种业有限公司等企业依据市场需

求，投资建设了标准的组培室和防虫网

室，引进欧美种薯生产技术、设备及管

理模式，种植费尔瑞它、克新、夏坡蒂、

布尔班克等 6 个品种马铃薯微型薯

7770 亩。在生产过程中，制定严格的工

作管理制度，指定专人负责，使各项管

理技术措施到位，经过工作人员的悉心

管理，在确保种薯质量的前提下，总产

量达到 1.08 亿粒，为全旗的马铃薯生

产提质创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郭乐

本报讯 今年，包头市努力打造“八

源一网、双备、多元补充”的供热格局，

本采暖期预计新增供热能力 1700 万平

方米。

今年，包头强化供热基础设施建

设，通过扩建项目、联网工程等增加热

电厂供热能力，进一步合理调配城市热

源。包铝自备电厂二期 3×350 兆瓦供

热机组项目正在建设，预计新增供热能

力 1700万平方米，包铝电厂总供热能

力将达到 2900万平方米，除满足东河

区外，仍有 2600万平方米的供热余量。

通过今年在建的集中供热环城北线项

目，可把包铝电厂富余热源引入昆区、

青山区、九原区等区域，对城市热源

起到重要的调控和保障作用；同时

对备用热源进行优化，青东、阿东热

源厂“煤改气”项目已于上一采暖期进

行试运行。

目前已具备随时启运条件，可以保

证实现其备用调峰功能；另外因地制宜

推进清洁能源供热，通过天然气、电、太

阳能等洁净燃料替代，提高全市清洁能

源供热比例。

本报讯乌海市政府消息，乌海市氯

碱化工产业发展具备一定产业基础，现

已形成石灰石→电石→聚氯乙烯→塑

料制品（管材、型材）、石灰石→电石→

双氰胺、石灰石→电石→1,4- 丁二

醇→可降解塑料等多条循环产业链。双

氰胺、液氯用于发展医药、化肥、农药产

品、洗涤剂等精细化工产品。全市现有

电石企业 18 户、生产能力 411 万吨；已

建成 PVC 企业 3 家，形成 120 万吨的

生产能力（宜化公司 45 万吨、君正公司

45 万吨、乌海化工 30万吨），PVC产能

占全自治区的 27%；已建成 PVC 深加

工企业 4家，产能 20 万吨（海亮一期 4

万吨管材、型材，盛远一期 3 万吨软制

品，庆海管业年产 10 万吨 PVC、PE、

PPR 管道管件，维斯通管业 3万吨），已

建成 1,4- 丁二醇企业一家（东源科技

公司），产能 10万吨，在建 1,4- 丁二醇

项目为东源科技公司年产 20 万吨

1,4- 丁二醇项目。

近两年成功引进了总投资 117 亿

元的节能技术全球领先、管理理念科学

高效的洪远（神雾公司）年产 40 万吨聚

乙烯多联产示范项目，打造电石→PE

产业链，将加快推动氯碱化工产业转型

升级、多元发展，目前该项目进展顺利，

累计完成投资 26 亿元，今年 1—8 月份

完成投资 11.2 亿元。

吴敏

本报讯 在呼伦贝尔市莫旗“豆地

租”微信工作群里，这几天格外热闹，各

乡镇报送项目户预收割大豆统计表，河

姆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随时

安排调度，全面做好收割前的各项准

备。莫旗今年推出的智慧农业“豆地租”

项目绿色大豆种植户 69 户、面积

628.96 亩，即将进入收割阶段。

莫旗素有“大豆之乡”的美誉，以县

为单位全国大豆产量居第一位，年稳定

产量在 7.5 亿公斤以上，全部为非转基

因优质大豆。2017 年，莫旗政府工作报

告中指出：要充分发挥“大豆之乡”品牌

效应，打造“绿色、高蛋白、非转基因”大

豆品牌，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智慧农

业“豆地租”项目应运而生。“豆地租”项

目采取高端消费群体 + 合作社模式 +

贫困户（农友）的模式，通过网络订单，

由城市高端消费家庭认领土地，由莫旗

农业技术团队和贫困户（农友）负责种

植。通过合作社收获的绿色高蛋白大豆

就地精选、存储，按固定的周期真空包

装速递给城市家庭，直供原生态农产

品。而城市高端消费家庭可通过远程监

控，实时观看大豆播种、田间管理等情

况，实现大豆生产全程网络化管理，确

保吃上放心食品。

俗话说“编筐编篓，重在收口”。经

过各部门及农户的辛勤努力，莫旗“豆

地租”项目田里出产的绿色大豆已进入

收获期，莫旗政府下发了《智慧农业项

目农产品（绿色大豆）收购相关事宜的

通知》，明确了各乡镇、内蒙古河姆渡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旗农牧业局在大豆收

割收购、储存运输、加工销售等环节中

各自工作任务。

据了解，在大豆收割期间，内蒙古

河姆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

要携带专用编织袋、封签、带有用户信

息和序号的标识牌等工具，在乡镇工作

人员及农户的见证下按序号顺序将大

豆封装，整个过程在监控范围内完成，

保证大豆为项目地块出产。

李金梅本报讯今年初，包头市土右旗申报

的全国绿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化基地

通过农业部的评审，成为第十七批全国

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基地创建单位。

土右旗绿色食品玉米标准化基地

是此次全国创建的六个玉米标准化创

建基地之一，也是包头市首个全国绿色

食品原料标准化基地。

进入秋季以来，土右旗万亩玉米逐

渐成熟，农田处处呈现出丰收的景象，

土右旗玉米由北向南陆续开始收获。今

年，土右旗玉米种植面积达 105.5 万

亩，玉米品种 200 多个，亩产量达 630

公斤。

本报讯近期，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

旗根据实际，切实加强牲畜出栏出售工

作，加快畜牧资源优势转化为商品经济

优势，实现由数量畜牧业向效益畜牧业

转变，稳步推进牲畜出栏及打储草工

作。

该旗及时准确掌握全旗牧区牲畜

出栏情况，继续加大牲畜出栏，在保护

基础母畜、后备母畜和良种公畜的基础

上，多出栏、早出栏、快出栏，做到应出

尽出，减轻过冬饲草压力。深入基层，做

好技术指导和服务工作，派出专业技术

人员，深入一线指导畜牧业生产。

同时做好正面宣传和引导工作，积

极开展牲畜出栏情况宣传，引导牧民适

应市场环境，正确对待畜产品价格波

动，有效解决牧民的惜售心理。

目前全旗累计出栏大小牲畜 71.69

万头只（大畜 0.54 万头，小畜 71.15 万

只），其中，企业加工 53.15 万头只，活畜

出栏 11.35 万头只，肉铺蒙餐及牧民自

食 5万头只。全旗共有羊羊牧业等 14

家企业开工，收购价为每斤 25—25.7

元，活畜收购价为每斤 10—11 元，肉铺

及蒙餐屠宰加工后销售价为每斤 28—

30元之间。打储草方面，共打储草 2595

万公斤，其中天然青草 380 万公斤、秸

秆 50 万公斤、收储青贮 1665 万公斤，

陈草有 500 万公斤。已调运外地饲草

452 万公斤，其中盟内调剂 400 万公

斤、盟外调运 52万公斤。

萨日娜

24小时无人售货超市现身首府
未来仨月还要再50家

内蒙古将有 1.1 亿件特产
通过快递发向全国

我区全力扶持嘎查村集体经济试点

电梯安全新规出台
首府对系统进行升级

包头市土右旗 100万亩玉米喜获丰收

呼市餐饮业年底前
将实现“明厨亮灶”管理任务

锡盟太旗脱毒微型马铃薯产量
达到 1.08亿粒

包头市
今年新增 1700万平方米热源

乌海市氯碱化工产业
初具产业基础

锡盟苏尼特右旗
出栏大小牲畜71.69万头只

呼伦贝尔“豆地租”大豆熟啦！

本报讯（记者 李茂林）10 月 13 日

下午，由内蒙古食品商会、内蒙古名优

产品促进会、内蒙古食品经济研究会主

办，内蒙古邻见邻爱科技公司冠名，内

蒙古睿鼎文化公司承办的“邻见邻爱

杯·第二届内蒙古互联网 +餐饮产业论

坛暨内蒙古食品商会金口碑餐饮联盟

启动仪式”在呼和浩特市举行。会上举

行了内蒙古食品商会金口碑餐饮联盟

启动仪式，内蒙古领导决策信息中心副

主任、内蒙古食品商会会长樊中华等领

导出席了启动仪式。来自餐饮、食材生

产供应商等相关上下游约 300 家企业

代表参加了对接会。

会上，馋师汇创始人武国栋、邻见

邻爱李文强、德顺源张志强、掌上餐谋

创始人侯利军、膳策餐饮史宪宇、两个

西柚创始人戴双江、奇点蜂巢学院院

长、天亮餐饮定位创始人赵天亮等业界

精英就围绕如何依靠互联网、大数据、

智能化等新技术，让餐饮业在线上线下

深度融合，从而重构和改造餐饮业态的

结构和生态圈这一话题先后作了交流

发言。

内蒙古邻见邻爱科技公司负责人

姜志坚就“互联网时代，主动变与被动

守”，“邻见邻爱”如何推动餐饮产业发

展作了精彩发言。阐述了邻见邻爱公司

以社区为地理围栏，以用户生活、邻里

交流、LBS 定为实时商铺为范围绑定社

区，整合社区内购物、娱乐等资源，打造

线上线下完善的网络闭环，实现社区物

流终端配送的一站式社区服务平台。内

蒙古食品商会常务副会长、佘太酒业董

事长吴海就围绕进一步推动餐饮与食

材供应链上下游会员企业的有效对接，

帮助会员企业扩大业务合作空间，提升

市场竞争力这一话题作了致辞。乌拉特

前旗旗委常委、政府副旗长菅永清在会

上讲到，乌拉特前旗在绿色农畜产品生

产加工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土壤肥沃，日照充足，水质好，是理想的

绿色、专用农作物种植基地，也是餐饮

企业寻求好食材的理想选择。

会议现场，几十家食材生产企业通

过品鉴、展示宣传了优质产品，其中佘

太酒业、正大食品、草原族派、草原小骏

马等十家企业还作了专题推荐活动，得

到了现场餐饮企业一致好评，很多餐企

与食材供应商达成合作意向，女神大酒

店、浩翔餐饮等二十余家著名连锁餐饮

企业现场与佘太酒业签署了购销协议。

300企业产销对接补齐餐饮供应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