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土高端财经媒体

与内蒙古经济同行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5-0068 内蒙古商报社出版

2018 年 9 月 11 日 星期二 总第 4907 期 今日 8版内蒙古新华报业中心

主管主办

发展中见证 见证中前进

《内蒙古商报》

社址：呼和浩特市新城东街 28号 邮编：010010 邮箱：nmgsbs@sina.cn 网址：www.nmgsb.com.cn 邮发代号 15-29 定价：2.00元 全年定价：192元 编辑：林茂 版式：罗万玲

NEI MENG GU SHANG BAO

T EGAO
特稿

内蒙古商报 | 微博 内蒙古商报 |微信

欢迎关注本报官方微博 / 微信平台

（3版）

乌兰察布：推进京蒙纵深协作
变扶贫帮扶为全面合作

关注 GUANZHU

XINWENYAN新闻眼

“2018 年草原文化
遗产保护日”系列展开幕

要要要

（4版）

呼和浩特首开中欧班列

商海经 SHANGHAIJING（2版）政经 ZHENGJING

本报记者 李茂林

9 月 7 日，“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

目（内蒙古数字出版）成果发布暨‘蒙古

文数字资源标准化应用研究重点实验

室’学术交流会”在呼和浩特召开。

会上发布了蒙古文数字出版与在

线教育综合服务云平台，包括蒙古文数

字资源共享与交互管理系统、蒙古文数

字内容互动平台、蒙古文数字内容管理

平台在内的数字出版服务平台，包括多

文种电子商务与在线阅读平台、多文种

数字出版管理系统在内的出版业数字

化运营平台和蒙汉文智慧教育平台、蒙

古文虚拟实验、蒙古语直播云平台、智

慧校园管理系统在内的蒙古文在线教

育平台，以及包括蒙古文字体、蒙古文

智能输入法、多文种全媒体浏览器、多

文种跨平台办公软件、蒙古文编码转换

器在内的基础软件群等应用研究成果。

这些成果将为蒙古文信息化建设提供

巨大助力。

蒙古文信息文化建设是蒙古族文

化积累、文化发展和文化传承的基础性

工作。内蒙古出版集团在努力做好出版

主业的同时，以传统出版数字化转型升

级为核心，着力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

体融合发展，初步实现了基于国际标准

编码蒙古语言文字信息的采集加工、发

布运营及共建共享。

2012 年，内蒙古出版集团获批承

担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国际

标准蒙古文数字出版系统研发及应用

示范”项目。该项目是《国家“十二五”

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和若干专项

规划中确定的重点任务，是出版领

域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也

是内蒙古出版业唯一一项国家级科研

课题项目。

为圆满完成这一课题，内蒙古出版

集团组建了技术团队、加工团队和运营

团队。形成了基于“平台 + 资源 + 运

营”的“互联网 +出版”的新兴业态。截

至目前，内蒙古出版集团及所属信息技

术公司相继获得了 33项计算机软件著

作权登记证书和 4 项软件产品登记证

书。

历时 3年，由内蒙古出版集团所属

的内蒙古德力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承

担软件研发，内蒙古漠尼文化传媒有限

责任公司承担资源建设的该项目，克服

资金短缺，技术人才、运营团队薄弱等

困难，共研发了 12 项基础软件和 7项

延伸应用平台，圆满完成了蒙古文数字

出版技术研发、资源建设和应用示范项

目工作任务。也由此探索总结出“以项

目带动技术研发”“以技术引领应用”

“以应用产生效益”的蒙古文信息化生

态建设道路。

据了解，内蒙古德力海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目前已经成为微软公司蒙古文

应用技术的全球唯一供应商，其研制开

发的国际标准编码蒙古文全媒体浏览

器，成为蒙古文网站最全、支持各种计

算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电视浏

览的，属于蒙古族自己的全媒体浏览

器；蒙汉词典、汉蒙词典、蒙古文解释词

典等应用软件是全球首例基于国家标

准编码研发的词典应用软件，其可以在

苹果公司的智能终端和谷歌公司的

Android 系统上运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副总经理敖其尔

表示，该课题的研发和实施，延伸拓展

了蒙古文出版新业态，其成果应用为蒙

古文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提供了

技术支撑，对实现产业化发展提供了技

术保障；在拉动民族文化产业、培育新

的文化业态、增强公共服务能力等方面

提供了技术和平台，为自治区政治稳

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做出

了应有的贡献。

2016 年 12 月，由内蒙古出版集团

牵头，所属内蒙古德力海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内蒙古漠尼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

司、内蒙古维力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及

内蒙古大学计算机学院等单位参与的

“蒙古文数字资源标准化应用研究重点

实验室”建设项目被列入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首批新闻出版业科技与标准

重点实验室”。

内蒙古出版集团将采取产学研联

合方式建设重点实验室，整合出版集团

所属技术公司和运营公司力量，推进蒙

古文信息化进程，加快蒙古文出版业数

字化转型升级步伐，为实现蒙古文数字

出版、在线教育、OCR 识别、数字阅读

技术、研发语音合成和机器翻译等技

术，为蒙古语言文字互联网出版业发展

贡献力量。据介绍，这将是蒙古文数字

出版专业领域的标准规范研制、共性技

术攻关与综合应用普及的新的开端，也

是蒙古文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进程

中的重大创举。

把微软、谷歌、苹果拉进“朋友圈”

蒙古族有了自己的媒体浏览器

本报讯（记者 张鑫）9 月 4 日，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

发布会，内蒙古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内蒙古自治区

建筑工人实名制和工资支付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

内蒙古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

长李志民表示，该《办法》结合了当

前不断推进“放管服”改革、进一步

转变政府职能的同时，借鉴了多年

来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工作

经验，改革和完善了工资保证金制

度，减轻企业负担，及时解决工资纠

纷，在预防拖欠行为等方面有了突

破和创新。

据了解，该《办法》包括在全区

范围内对建设工程施工现场 (以下

简称施工现场) 的建筑工人实行实

名制管理。通过对施工现场的建筑

工人进行从业经历记录、现场考勤

记录、工资支付监控等措施，实现施

工现场人员底数清、从业经历清、出

勤记录清、工资发放记录清、进出工

地时间清的“五清”目标。

在能够提前预防欠薪行为发生

的前提下，调整了农牧民工工资保

证金缴存的方式和监督管理的办

法，建立由建筑业企业开设工资代

发专用账户，按照不同的资质等级

存储不同额度的工资保证金、多部

门共同监管保证金额度的管理办

法。

“这样既保证了工资保证金制

度的落实，推进了‘放管服’改革，又

减轻了建筑业企业的资金负担，解

决了资金缴纳负担重、管理机构管

理难、资金滞留时间长的问题。”李

志民说。

值得一提的是，相关部门在制

定政策时，特意将“农牧民工”这个

名词改为“建筑工人”，其目的是为

了进一步提高为社会经济发展和城

市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农牧民工”

群体的社会地位，培育新型产业工

人队伍，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当天下午，自治区住建厅、自治

区建设工程社会保障费管理中心共

同与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中

国联通内蒙古分公司进行了“内蒙

古自治区建筑业从业人员实名制管

理服务信息平台网络通信服务”签

约。

本报讯 (记者 迪威娜) 近日，记

者从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了解

到，内蒙古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金银珠宝检测中心定于 9 月 18 日和

19 日两天，面向社会开展“金银珠宝免

费测”活动。你想知道自己购买的金银

首饰分量足不足、珠宝玉石品质如何

吗？那就赶快来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

究院免费测一下吧。

据了解，此次活动的检测时间为 9

月 18 日和 19 日每日上午 9∶00—

11∶30，下午 2∶00—5∶00，检测地点

在内蒙古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6 楼金

银珠宝检测中心。此次免费检测的种类

包括金银饰品类、珠宝玉石类。

同时，为了保障当日参加免费检测

人员都能享受到免费检测，希望每位市

民所检测物品不得超过 3 件；按到场先

后顺序，先领号后排队有序进行检测；

检测后如需出具法定检测报告，按规定

收取相应费用;所检物品不估价、不断

代。

随着农牧业信息化进程加快，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步

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智能技

术与现代农牧业深度融合，使传统产业插上信息化的翅

膀。

“自打安装了日光温室自动控制设备，以前一个棚需

要3 个人管理，现在，我一个人就能管理四五个大棚。这几

天，我们的有机蔬菜供不应求，市场销量非常好。”呼和浩

特新城区古路板村种植户郭凤凤告诉记者。

走入大棚，小白菜、茼蒿等各类无公害蔬菜郁郁葱葱，

长势喜人。现在，郭凤凤只需打开手机上的 APP“大棚管

家”，每个棚的土壤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光照强度等信

息一目了然。及时采集大棚的温湿度，可对蔬菜生产进行

实时技术指导。

此外，呼和浩特东瓦窑、美通、石羊桥等市场的蔬菜价

格也会每天及时推送，让菜农们心中有数。

“科技的力量就是强大。下班后，我回到赛罕区的家

里，用‘大棚管家’通过远程控制这里的大棚，还会根据天

气预报提示预警，及时开关卷帘门及风口，同村人都觉得

不可思议。”郭凤凤乐呵呵地说。

这只是自治区大力发展现代农牧业的一个缩影。随着

农牧业信息化进程加快，2009年，我区启动了设施农业物

联网相关工作，在技术研发、运行模式、示范推广等方面进

行了大量有益探索，通过农业物联网建设推动信息化与现

代农牧业加速融合。

互联网+，让专家与农户零距离

8 月 17 日，在呼和浩特召开的“第二十四届中国计算

机农业应用学术研讨会暨第一届青年学术论坛及智慧牧

业论坛”上，自治区生物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王瑞利说出了

广大农牧业科技工作者们的心声：“如何把先进的农牧业

生产生活技术传授给农牧民和企业，应用到他们的生产生

活中去，是长期以来制约我区农牧业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

瓶颈问题，也是我们多年来工作的核心。” （下转 4版）

内蒙古实施建筑工人实名制
解决拖欠工资问题

内蒙古积极搭建少数民族
干部人才学习锻炼平台

内蒙古质检院将为市民
免费检测金银珠宝

大数据 +现代农牧业：
让智慧产业得出无限可能

本报讯近年来，我区大力加强少数民族干部人才队伍

建设，积极为少数民族干部人才发挥作用搭建学习交流和

实践锻炼平台。

为加大少数民族干部培养力度，加强理论培训和实践

锻炼，全面提高少数民族干部素质与能力，自治区结合全

区少数民族人才队伍现状，组织开展了摸底调研，研究制

定了具体计划。自治区突出抓好少数民族和蒙汉语兼通干

部选拔任用工作，组织开展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女干部、少

数民族干部、党外干部试点工作，着力破解工作中的重点

难点问题，探索少数民族干部培养选拔工作的实举措、硬

办法和新路径。在自治区盟市、旗县(市、区)公示任命的干

部名单中，少数民族干部都会占到一定的比例，一批批少

数民族干部经过组织培养选拔走上领导岗位。

今年，“内蒙古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特培计划”工作

继续在我区开展，按照计划，80 名具有中高级专业技术资

格或本科以上学历的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在区内外的

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接受为期 1年的培养并承担相应的

工作任务和科研项目，在实践工作中得到锻炼。他们学成

返回工作岗位后，在课题研究、项目开发等方面将得到一

定程度的倾斜。据了解，“内蒙古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特

培计划”自 2013 年启动以来，截至目前已经为我区特别培

养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 400多名。

近年来，自治区认真贯彻落实《内蒙古自治区中长期

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把少数民族人才培养工

作列为全区人才发展重点工程予以推进，不断加大对少数

民族高层次人才的选拔培养力度。据统计，在 2017 年自治

区新评审出的 101 名“草原英才”中，少数民族人才有 22

人，占 21.8%。自治区新培育涉及蒙医蒙药、民族文化、民族

产业等科研团队 13个，占总数的 11.4%。
据《内蒙古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