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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鑫)5 月 28 日，由锡

林郭勒盟文体旅游广电局、乌拉盖管理区

党工委、管委会主办，乌拉盖管理区文体

旅游广电局承办的锡林郭勒盟乌拉盖文

化旅游推介会在呼和浩特市举行。

本次推介会以“辽阔草原锡林郭

勒———慢游天边大草原，‘近’享纯美乌拉

盖”为主题，主要面向内蒙古中西部地区

推广锡林郭勒盟的夏季旅游品牌，支持当

地旅游景区、酒店、民宿等场所有序恢复

开放，引导“内蒙古人游内蒙古”，助力锡

林郭勒盟文旅产业复苏。

呼和浩特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交流与

合作科科长余永霞在致辞中表示，如何在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提振旅游行业经

济复苏是需要城市间共同交流探讨的话

题。 希望通过本次活动，加强合作，互相学

习。

乌拉盖管理区党工委书记乔建强介

绍，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秉承“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坚定不移走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的路子，大力发展原生态

草原文化全域旅游业，积极创建国家生态

文明示范区等，成功打造了“天边大草原·

纯美乌拉盖”的旅游品牌，吸引国内外游

客纷至沓来。 活动现场，他邀请广大游客

相约乌拉盖，共享青山绿水，共创美好未

来。

推介环节，锡林郭勒盟文体旅游广电

局、乌拉盖管理区、锡林浩特市、东乌珠穆

沁旗、西乌珠穆沁旗、正蓝旗、多伦县等

先后派代表分别就本地的文旅资源和

特色精品线路上台推介，充分展示了锡林

郭勒盟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让现场观

众仿佛置身纯净美好的大草原。 战略

合作签约环节在推进区内市场恢复，跨盟

市联动、资源互送等方面达成共识。

现场还设有旅游商品展示区，摆放的

自驾游手册、 会说话的旅游手绘地图、

《鸟语花香》图册、《乌拉盖野生鸟录》

图册、花种魔方、马头琴 U 盘等商品琳

琅满目，让观众驻足观赏。 现场搭设的创

意拍照墙布景唯美，现场观众纷纷拍照留

念。

锡林郭勒盟文体旅游广电局与乌拉

盖管理区此次选择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

和浩特作为首场推介会的举办地，就是为

了以此带动辐射整个内蒙古自治区，积极

扩容内蒙古本地旅游市场，既是对“天边

大草原 纯美乌拉盖”旅游形象品牌的持续

打造，也是对内蒙古各盟市人民的热情邀

约，希望更多内蒙古人，走进我们身边的

美景，走进旅游资源丰富、美不胜收的乌

拉盖!

种子，被称为农业的“芯片”。在农

业生产中，它是农业生产中最基本的

生产资料。 而育种则是培育具有易管

理、成本低、抗倒伏、抗逆性强等优势

种子最基础、最重要、最核心的技术，

是农业生产源头和粮食安全中的关

键一环，也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根基。

近年来，乌兰察布市高度重视种

业发展， 紧紧围绕马铃薯、 燕麦、肉

羊、肉牛等特色产业加大种业发展力

度。 在国家、自治区的支持和要求下，

在各级各部门的努力下，持续推进种

业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在农、畜禽、水

产种质资源普查收集， 种业企业发

展，马铃薯新品种引进、筛选、培育，

马铃薯良种繁育，优良农畜品种的利

用与推广及基地建设方面做了大量

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内蒙古中加农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是目前国内集马铃薯新品种选

育、种薯生产、分级精选、仓储物流、

推广销售于一体的高科技农业企业

之一， 是自治区和乌兰察布市全

力打造的“中国薯都 ” 核心区企

业。 该企业被认定为“农业产业化

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高新技术企

业”“自治区扶贫重点龙头企业”。 企

业由一个园区、五个中心和四个功能

区域组成，建有高标准国家马铃薯良

种繁育基地 5 万亩， 年生产脱毒苗

6500 万株、原原种 1 亿粒、大田种薯

10 万吨、仓储能力 7 万吨。目前，公司

拥有种质资源 800 多份，获批自主专

利 21 项。

中加农业高级农艺师刘广晶，毕

业于沈阳农业大学研究生院蔬菜学

专业， 主要从事马铃薯新品种选育、

脱毒苗繁育、种薯生产、种薯质量检

测等工作。 作为农业科技人员，他刻

苦钻研总结出一整套适合四子王旗

的育种模式，减少了育种年限，提高

了育种效率， 先后主持选育出 10 个

“中加系列”品种，在农业农村部完成

马铃薯新品种登记品种 6 个，获植物

新品种保护权 4 个。

鑫雨种业有限公司与中加农业

一样，从事马铃薯新品种选育、繁育、

种薯生产等工作， 已建成从茎尖剥

离、脱毒苗扩繁、原原种网室生产到

原种大田扩繁完整的马铃薯原良种

繁育体系， 其公司培育的“鑫雨 1

号”，也因薯型好、好种植、好管理得

到农民的广泛认可。

在鑫雨种业有限公司马铃薯繁

育基地，一台大型无人马铃薯播种机

正在进行机械化播种工作。 总经理刘

瑞平说：“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现有

耕地 4 万多亩，组培室 5000 平方米，

雾培室 20000 平方米，预计今年 6 月

份投产。公司年生产 5500 万株苗、微

型薯 3000 万株左右， 大田种植面积

1.5 万至 2 万亩， 其中生产原种 1 万

亩，产量在 3.5 万吨，主要销往乌兰察

布、云南、贵州、四川等地。 ”

一份作物资源从试种、检验到繁

育， 再到是否具有出色的商品品质，

还有待于一次又一次的试验种植和

选择。 科学家的育种要经历更长的过

程，往往需要历时数年、数十年，从实

验室到试验田，不同的课题组反复种

植观测，记录下每一份种子最完整的

性状特征……

5 月份， 地处察右前旗巴音塔拉

镇碱滩村的一块大豆、玉米试验田迎

来播种的季节。“试验田种植区域划

分好了吗?记录都做了吗?要保证每一

个播种点都准确……”乌兰察布市

种业工作站品种推广管理股股长

王碧春是该试验田的负责人。 她与

同事们每天伴着晨辉而来，踏着晚霞

返程。

“播种前严格丈量分区，是试验

种植中重要一环，划分行距、标注不

同品种种植区域、划定播种点、每个

点位播种几粒种子等，整个种植是一

个漫长的过程，中间经历很多精细而

繁琐的环节，试验中每一道工序都需

谨慎为之，在场的人都深知每粒种子

的珍贵，因为每一粒种子都可能孕育

着新的希望。 ”王碧春介绍，这块试验

田占地 40 多亩， 主要试验大豆和玉

米两种作物。 玉米试验主要承担的是

小面积极早熟一年区域试验，和饲用

玉米早熟一年区域试验、二年区域试

验;大豆主要承担的是早熟与极早熟

一年区域试验、二年区域试验和生产

试验。 目前试验田已完成大豆播种前

划地工作，正在进行极早熟玉米播种

工作，播种需要同一天完成，保证试

验条件一致，三年种植期间要定期观

测记录，形成一份包含多项表型特征

的“护照信息”， 以便促进大面积推

广。

广义上， 农业种质资源涵盖植

物、动物和微生物。 入选国家级首批

核心育种场的内蒙古赛诺种羊科技

有限公司，已形成以生物育种和快繁

技术为核心的生产经营体系。 该公司

培育的“萨杜蒙肉羊”新品种正在有

序推进中，数量和品质处于全国领先

水平。

“企业通过 20 多年努力，将当地

蒙古羊与南非‘钻石级’杜泊羊杂交

改良后，培育出新品种杜蒙羊，杜蒙

羊的主要特点是生长速度快、产仔率

高、产肉率高、适应性强。 培育出杜蒙

羊后，企业又将杜蒙羊与萨福克羊进

行三元杂交，萨杜蒙羊的主要特点是

育肥更快、体型更大、肉质更好，是理

想的肉用羊。 ”赛诺公司销售副总经

理黄建林介绍，饲养过程中所需的饲

料、草料等都是经过严谨科学、合理

搭配后定时喂养，尽可能做到饲料品

种多样化和营养化， 保障肉羊吃得

好、吃得安全。

种子的品种、质量关乎种子的安

全问题，更关乎农民一年的收成。 在

市种业工作站实验室里，副站长崔健

正与同事们进行种子抽检检测实验，

精细控制着光照、温度和湿度。 崔健

说：“这些种子是从乌兰察布市各旗

县市区农资在售门市部抽检的，经过

实验检验保证种子品种、质量合格安

全。 以玉米为例，观察发芽时间、出苗

率情况，确定发芽是否合格，是否存

在不正常幼苗。 通过分析和统计，从

而确认是否为合格种子。 目前，实验

室检测的农作物种子包括马铃薯、向

日葵、大麦、胡萝卜等 30 余种。 我们

的工作就是要确保农民购买的每一

粒种子都是合格产品。 ”

“粮食事关国运民生，粮食安全

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乌兰察布

市种业工作站站长赵玉平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按照自治区“看禾选种平

台”实施要求，目前已建立起 4 个农

作物高产、优质、绿色新品种“看禾选

种平台”， 其中自治区级马铃薯平台

一个，市级玉米、马铃薯、杂粮平台各

一个，希望通过平台展示推选出一批

适合乌兰察布市种植的优质、 高产、

抗逆性强的新品种， 为提高单产、增

加总产作保障，为乌兰察布市农民生

产选种用种提供科学依据。 与此同

时，乌兰察布市围绕主栽作物，重点

把马铃薯、燕麦和油料作为主攻育种

方向，预计今年可以育成登记新品种

30 多个。

王锦鹏

走进包头稀土高新区内蒙古北方

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焊

工们全副武装，手中的焊枪喷射着烈

焰。

连日来，为确保完成海螺集团首

批量纯电动矿用车 TR50E 的发车任

务，北方股份总装车间从发车节点倒

排工作计划，组建起攻坚团队，开启

“两班倒、加班制”工作模式，争分夺

秒抢工期。 生产车间“一手抓疫情防

控、一手抓排料生产”，确保防疫与生

产“两不误、双促进”。

热度不减、干劲不松。 在位于稀

土高新区的包头伊利公司，一辆辆物

流车辆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有序装

车、等待发运，目前工厂每日产量及

发运量可达近 600 吨。

疫情期间，包头伊利公司全面启

动全员“两点一线”封控管理模式，将

厂区工作人员人数压缩到最小量，每

日通过通勤车运送。 虽然疫情为各大

企业发展带来了不小阻碍， 但包头伊利

公司党支部积极与稀土高新区对接，

用实际行动筑起了一道坚强防护屏

障，保障了公司平稳有序生产经营。

2022 年以来，稀土高新区打出了

助推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组合拳”，

全力支持企业稳定经营、加快推进主

导产业发展、促进投资和项目建设。

全力以赴抓项目，实行项目建设

“五个一”工作机制，建立健全从领导

包联到专班服务的全过程管理机制、

从走访到纳统的全生命周期服务机

制，变“拿地即开工”为“签约就动

工”。 目前，重大项目十项手续办结率

100%，开复工率 100%。

贴心服务抓保障，深化“六减两

优”“一网通办”“一网通管” 改革，强

化“容缺审批制”“企业承诺制”举措，

落实新的减税降费政策，做好煤电油

气运等要素保障， 千方百计稳企安

商、纾困解难。 开展亩均效益综合评

价，积极盘活存量用地，保障重点项

目建设用地需求。

在大地熊(包头)永磁科技有限公

司项目建设现场，掀起了“党建引领、

聚力攻坚， 确保完成全年任务目标”

竞赛的活动热潮，这就是稀土高新区

千方百计抓项目、凝心聚力谋发展的

生动写照。 企业全体职工擂响战鼓、

攻坚克难，工程建设齐头并进，目前

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95%以上。

紧盯经济发展目标任务，全力以

赴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稀

土高新区迅速行动抓招商，大力实施

“一业一策”三年行动计划，加快引进

“三个 500 强”企业、各类头部企业、

新锐企业和“链主”“群主”“独角兽”

“隐形冠军”“专精特新”企业，确保新

签约项目协议投资达到 800 亿元以

上，其中工业项目协议投资达到 600

亿元以上。

主动作为抓产业，稀土产业加快

实施宁波韵升、大地熊、科田磁业等

项目，实现产值 400 亿元以上。 新能

源产业加快实施双良 20GW 光伏组

件、国电光伏发电等项目，实现产值

120 亿元以上。 先进金属材料产业加

快实施华鼎 10 万吨电解铜、常铝 10

万吨再生铝等项目，实现产值 450 亿

元以上。 装备制造产业加快实施中车

电机、 北重无人驾驶智慧矿车等项

目，实现产值 70 亿元以上。

全力以赴抓好各项指标任务落

实，合力推动稀土高新区工业经济再

上新台阶。 一季度，稀土高新区工业

总产值实现 260.6 亿元、 同比增长

84.6%。 工业企业的集中发力，为辖区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贾婷婷

本报记者 王丰

再过几天就是 24 节气中

的第 9 个节气芒种了， 芒种表

示仲夏时节的正式开始。 这个

时节南方杏黄麦熟， 而北方则

杏还未熟，又青又涩。

芒种时节南方有煮青梅的

习俗，故而留下“青梅煮酒论英

雄”的典故。 内蒙古亦有青梅，

在呼和浩特的托克托县和赤峰

一带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用青梅

酿酒，由于产量难比南方，所以

未能形成气候。 青梅的产业根

基不稳， 倒是阴山孕育出了自

己的孩子———“青杏”。

这个时节， 北方的天气时

冷时热，饮食宜以清补为主。 元

代医学家朱丹溪主张“少食肉

食,�多食谷菽菜果,�自然冲和

之味”。 而孙思邈告诫人们饮食

“常宜轻清甜淡之物,�大、 小麦

曲,�粳米为佳”,�并说“善养生

者常须少食肉,�多食饭”。 通常

认为这是要吃苦饮酸， 方能有

生津、止渴、开胃的作用。

阴山中， 广泛分布着各种

杏果类树植，有野生的，也有人

工移植的。 在大青山前坡杏产

业已经形成一定规模， 其中以

乌素图的杏最为有名。

在乌素图老人的记忆中，

解放前， 乌素图村民几乎每家

都有自己的杏树， 多的有上百

棵，少的也有三五棵。 当时，乌

素图田少， 大多数村民自产粮

食不够吃， 卖杏收入或用杏换

粮是村民主要的生活来源。 到

了采杏季节， 为了保证杏的质

量，采杏人都要上树或登上高梯

一颗一颗摘下来。第一天下午摘

好，放在筐里，覆上鲜草或杏树

叶，置于凉房。次日天没亮，就用

担子挑上两筐杏，到呼和浩特的

市场上卖。当时一名男子通常能

挑 30 多斤杏，也有身强力壮的

村民， 一次能挑 60 多斤杏，中

途只需在攸攸板休息一下，直接

挑到呼和浩特的市场上，中午就

能卖完返回。

如今，每到杏熟季节，村里

各个杏园里人影穿梭非常热闹，

有摘杏的，有捡杏的，还有三五

成群拿着杏包合伙收杏的。杏熟

时村子通往市里的路上，多数都

是卖杏的村民， 有自行车驮的，

有毛驴车拉的， 也有汽车拉的，

进城的、返回的人络绎不绝。

只是， 这几天的杏还未熟，

人们称作青杏。 欧阳修在《浣溪

沙·叶底青青杏子垂》中写道：叶

底青青杏子垂。 枝头薄薄柳绵

飞。宋朝的另一位官员吕渭老在

他的《握金钗·风日困花枝》中留

下“青杏已成双，新尊荐樱笋”的

句子…… 这足见青杏的历史悠

久。

青杏独具风味，与成熟的杏

子味道差别比较大，尤其乌素图

的青杏酸度更高且肉质清脆，具

有很强的增进食欲、 开胃的效

果，同样也是颇受一部分人欢迎

的水果之一。不过市售的青杏比

较少见，而且一般青杏由于酸度

太高大多数人并不是十分适应，

但青杏同样具有较高的营养价

值。

乌拉盖邀您赴一场纯美之约

内蒙古人游内蒙古

乌兰察布市从粒粒“良种”出发守护粮食安全

包头稀土高新区：打出“组合拳”稳经济促发展

芒种：一品阴山青杏

北方股份生产车间。 梁昊宁 摄

推介会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