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动五大任务见行见效

本报记者 张鑫

一颗颗马铃薯加工变成薯

条， 一粒粒玉米正经过各项工

序，被加工成麦芽糊精、山梨醇

等，一根根羊绒经加工变成成衣

……当前，内蒙古的农业特色优

势产业着力强链、 延链、 补链，

从种养向初加工、 精深加工延

伸，不断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近年来， 内蒙古不断树立

链式思维、工业化思维，定向引

进头部企业和链主企业，大力推

动玉米、奶业、肉牛、肉羊、羊绒、

马铃薯、饲草 7 条农牧业产业链

建设，带动农畜产品加工转化增

值增效。

在抓育企延链方面，新认定

自治区龙头企业 149 家，自治区

级以上龙头企业达到 770 家。争

取国家资金 8.2 亿元，新创建奶

业、马铃薯 2 个国家级优势特色

产业集群，和林县、莫旗、杭锦后

旗 3 个国家级现代产业园和 8

个产业强镇， 创建数量全国第

一。

在抓精深加工方面，内蒙古

全力引进一批能级高、 规模大、

辐射带动强的加工项目，进一步

提升加工转化率。围绕“土特产”

产业发展，安排衔接资金 9.5 亿

元，重点支持饲草料加工、奶食

品加工、 杂粮杂豆生产加工、中

药材种植加工、生猪养殖、设施

果蔬发展等 161 个项目。大力发

展稻壳米糠、果蔬皮渣、皮毛骨

血等副产物精深加工，带动农畜

产品加工转化增值。

在抓品牌销售方面， 深入

实施推进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建设行动， 加强品牌宣传推

介，上半年，共组织 370 多家企

业先后在深圳、 东莞、 北京、武

汉、上海、青岛、杭州等地参加农

畜产品展览展示，召开了 5 场内

蒙古绿色农畜产品推介会，累计

达成签约金额 44 亿元。 在双品

网购节有关活动中开辟乳肉制

品线上销售专区，实现网络零售

额 29.3 亿元，同比增长 26.3%。

值得关注的是，自治区农牧厅组

建新媒体专班，开设“蒙农甄选”

视频号，打造了“1 支官方农推

官队伍 +12 个盟市选聘网红农

推官”模式，将敖汉小米推进月

子会所，将三胖蛋瓜子、苏尼特

羊肉推向淄博。

(上接 1版)�������

�������第九届中俄蒙国际美食文化

节暨呼和浩特美食博览会将安排

以下内容： 中国十大大菜系及蒙

餐顶级大师交流会、 十大菜系代

表与蒙餐大师全天厨艺表演展

示、 第五届世界烹羊大赛暨中国

味大师友谊擂台赛、2023 中国绿

色餐饮大会暨第四届中国绿色消

费节（呼和浩特站）论坛、美团繁

盛计划专项活动、第十二届“食色

世界” 美食摄影大展、“呼和浩特

蒙餐地标美食城市”授牌、中俄蒙

特色小吃嘉年华活动等主题内

容。

主办方之一的内蒙古自治区

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会长郎立兴

介绍， 本次中俄蒙国际美食文化

节暨呼和浩特美食博览会亮点齐

聚，如将邀请川菜、鲁菜、粤菜、闽

菜、淮扬菜、浙菜、湘菜、徽菜、京

菜、 楚菜十大菜系厨艺大师及蒙

餐烹饪大师， 以内蒙古的特色羊

肉、牛肉为主要原材料，通过不同

菜系间不同烹饪技法交流， 演示

中国烹饪工作者的高超技艺和不

凡风采，推动中国餐饮业的开拓、

创新和发展。同时，通过举办第五

届世界烹羊大赛暨中国味大师友

谊擂台赛助力内蒙古自治区绿色

农畜产品基地的建设与发展，促进

内蒙古国际美食文化交流；通过举

办绿色消费节， 全面展示内蒙古

绿色优质农畜产品和天然有机食

材资源优势， 提高广大消费者对

内蒙古自治区优质绿色产品的品

牌认同， 充分扩大内蒙古自治区

优质农畜产品在全国乃至全球的

影响力， 提升内蒙古自治区对外

影响力。此外，已经成功举办了十

一届的“食色世界”美食摄影大展

也将在这次美食节上焕新出展，

让人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体会“食

色世界”的烟火底蕴和文化张力。

另据了解， 本次中俄蒙国际

美食文化节暨呼和浩特美食博览

会将邀请蒙古国、俄罗斯、泰国、

韩国、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塔

吉克斯坦等 10 国相关协会代表，

以及全国各省市及内蒙古自治区

其他各盟市餐饮行业协会代表、

国内知名专家、行业大咖、网红达

人、呼和浩特市相关酒店、餐饮企

业、食品加工企业、职业院校代表

等共赴美食盛会，欢聚北疆，感受

呼和浩特城市发展魅力，见证“内

蒙古美食故事”。

(上接 1版)

��������2018 年，在中宣部协调引导下，“蚂蚁森林”走进科

右中旗，其防沙治沙项目覆盖 7 个苏木镇和 3 个国有林

场，共完成柠条、沙棘栽植面积 2.85 万亩;中宣部机关共

捐款 100 万元，在科右中旗巴彦茫哈苏木哈吐布其嘎查

种下 1500 亩沙棘苗木。

在科右中旗高力板镇“蚂蚁森林”互联网治沙项目

区内的展板上，从枯树、沙丘、沙尘暴，到植树、造林、寻

沙难，6 张不可复制的珍贵影像和展板后面迎风挺立、比

肩生长的沙棘、锦鸡儿，成为科右中旗 13800 名干部群

众护青绿、战黄沙的最好见证。

近年来，随着沙地生态治理力度的不断加大，绿进

沙退成为常态。

科右中旗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治理， 开展禁

牧、禁垦、禁伐为主的“三禁”工作，实施“三北”防护林、

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重点区域绿化等

重点生态工程，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

史性转变。

在额木庭高勒苏木布拉格台嘎查，3700 亩林果基

地和 400 平方米的水果保鲜库每年为嘎查带来 14 万元

收益。

目前，兴安盟正处于谋划争取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及

“三北”工程项目的重点政策机遇期，各地、各部门要聚

焦木本油料和经济林基地建设、农用地整村整流域综合

治理、河流治理、侵蚀沟治理、退化草原修复治理等重点

工作任务，围绕“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三北”防护林

六期工程进行设计策划和项目包装，分类施策、详实谋

划，最大限度争取政策和项目资金支持。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近年来，科右中旗积极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以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

理，高度重视防沙治沙生态建设，努力构建良好的生态

屏障，让沙海披绿， 荒漠生“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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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林下空间”草木苍翠，与蓝天、白云、河流相

映成景，生机勃勃。

近年来，玉泉区大力推进全域生态文明建设，以培植增绿、清淤

疏浚、修整坡岸、维护水质等生态综合性修复工程，实现河畅、水清、

岸绿、景美。 (丁根厚)

本报记者 王丰

三伏天是一年中

最难熬的日子，通常被

人们称之为“酷夏”。三

伏包括“初伏、中伏、末

伏”。

7 月 11 日， 是今

年初伏的首日。其中初

伏和末伏都是 10 天，

中伏的天数有长有短，

可能是 10 天， 也可能

是 20 天， 如果夏至与

立秋之间有 4 个庚日，

那么中伏就有 10 天，

如果夏至与立秋之间

有 5 个庚日，那么中伏

就有 20 天。 因此整个

三伏天， 要么持续 30

天，要么持续 40 天。

俗话说“初伏吃只

鸡，一年好身体”，所以

说，初伏吃鸡肉养生由

来已久。这是因为初伏

天到了以后，人体消耗

的能量比较多，需要及

时补充营养。

说起鸡，在内蒙古

要数卓资山熏鸡最为

知名。

驱车前往卓资县，一下高速

路口就会看到一排密集分布的

熏鸡店， 大大小小有几十家，沿

着柏油路进入卓资县城，由南街

至北街， 道路两侧的商铺牌匾，

名号繁多的熏鸡店名让人眼花

缭乱。 这里的熏鸡对外统称为

“卓资熏鸡”。

清朝年间，卓资山就有加工

卤鸡的历史。清末民初卓资山老

街有买卖商号数十家，当时就有

用本地土鸡制作卤鸡

的作坊店铺。 民国中

叶，生于清朝末年的宣

化府烧鸡技师李珍来

卓资山定居传艺，将宣

化烧鸡和当地卤鸡的

制作工艺完美融合，研

发炮制药膳调味品 10

余种， 创制工序 10 余

道， 成就了独特的味

道，有了真正的“卓资

山熏鸡”。

卓资山熏鸡的崛

起还有一个地理交通

因素。 从上世纪 50 年

代开始，卓资山就是京

包铁路重要的中间站，

客流量很大。当火车停

靠卓资山车站的时候，

不少旅客会下车买吃

的。由于卓资山熏鸡味

道好，保质期长，最受

过往旅客喜爱。火车站

买卖熏鸡的场面，成为

人们记忆中难忘的一

景。

熏鸡已成为卓资

县支柱产业，规划建设

了熏鸡产业园区和熏

鸡博物馆，博物馆里面还原了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熏鸡制作技

艺和销售场景，俨然成为了一种

饮食文化。

卓资山熏鸡作为地方名优

特产，曾多次参加各类展会并获

奖。 曾于 1956 年全国熟制品展

销会上，卓资山熏鸡与山东德州

扒鸡、河南道口烧鸡同被誉为驰

名全国的“三大名鸡”;1986 年

评为内蒙古自治区名优特产品;

1989 年在全国熟制品评比会上

获优秀产品称号，名列全国地方

禽制品榜首，并被载入现代《食

典》和《辞海》之中。

2016 年，“卓资熏鸡” 成功

注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2017 年， 在中华小吃产业发展

大会上“卓资熏鸡”入选中国地

域十大名小吃内蒙古排行榜。

如今， 只要路过卓资县城，

很多人都会带几只熏鸡作为伴

手礼，让更多的人共享小城好味

道!

初

伏

吃

鸡

，

寻

味

百

年

﹃

卓

资

熏

鸡

﹄

呼和浩特：“林下空间”美如画

BEIJIANGGUSHI

北疆故事

近日，走进位于察右前旗

平地泉镇的乌兰察布市农林

科学研究所的马铃薯试验田，

小苗长势喜人， 绿叶茂盛，生

机勃勃。 身穿白大褂的乌兰察

布市农林科学研究所助理研

究员张志成一早便来到大田

里， 穿梭在马铃薯秧苗之间，

记录着马铃薯田间长势情况，

开始了一天忙碌的工作。

“推进马铃薯主粮化对确

保国家粮食安全意义重大。 ”

张志成表示，马铃薯是乌兰察

布市的农业主导产业，种植面

积一直稳定在 300 万亩以上，

但马铃薯品种多为国外或省

外引进，自主选育品种市场占

有率低，国外品种对气候环境

和种植技术要求相对较高，因

此选育本土马铃薯新品种迫

在眉睫。

选育一颗品种优良的马

铃薯背后需要经历什么样的

艰辛?在张志成看来，马铃薯

育种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来自

于基础材料实生种子的获取。

如果得不到实生种子，后续研

究将无从谈起。

为了获得优良的实生种

子， 必须做好马铃薯杂交工

作，每年夏天，张志成一头扎

进闷热的大棚和烈日炎炎的

大田里，勤勤恳恳地给马铃薯

去雄授粉。 目前，乌兰察布市

农林科学研究所共保存马铃

薯种质资源 570 余份，每年共

收获实生种子 30 余万份，为

马铃薯新品种选育奠定了基

础。

有了种子，要培育出性状

优良、稳定的品种，还得经历

一段漫长的培育过程。

“首先要进行实生种子的

播种，待种子发芽后要加强温

度、水分和养分的管理，实生

苗长到 5~8cm 时就可以进行

移栽，将每株苗小心移栽到网

盆中， 这些实生苗结的马铃

薯，就是实生薯，每株苗都会

结 3 到 5 颗。 ”走进马铃薯选

种圃，张志成随手指着一盆马

铃薯苗，他告诉记者，9 月底这

些实生薯就会成熟。“我们每

株会挑最好的一颗留种，将每

个组合结的小薯统一放在一

个网袋中，存到恒温库，等到

第二年五月份再种下去。 如此

重复，直到选育出‘万里挑一’

‘实力过硬’的优良种薯。 ”

“这是丰产、抗病品种的

‘蒙乌薯 1 号’;那是高淀粉品

种‘蒙乌薯 6 号’，这些都是我

们自主选育的‘蒙乌薯’系列

新品种。 ”在培育的众多马铃

薯品种中，随便选一颗，张志

成都能一眼辨出其品种，如数

家珍。

据介绍，“蒙乌薯”系列新

品种， 从 2013 年开始杂交选

育，经过近 10 年的科研攻关，

部分新品种已进入田间中试

阶段。 该系列新品种是适宜内

蒙古种植的抗旱、抗病、高淀

粉专用型马铃薯新品种。 目前

“蒙乌薯 1 号” 和“蒙乌薯 6

号”两个品种，今年进入大田

推广阶段。

临近采访结束，记者问起

张志成的研究目标，他坚定地

说：“为乌兰察布市自主选育

出更多马铃薯新品种，促进全

市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是

我努力的目标。 ”

(张少慧)

张志成：精心育良种

推进马铃薯主粮化高质量发展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林下空间”美景如画 丁根厚 摄

本报讯(记者 张鑫)记者从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获悉，交通运输

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近日联合

印发《关于推进道路货物运输驾驶

员从业资格管理改革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提出简化道路货

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申领手

续，申请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

资格证的人员，凭取得的相应机动

车驾驶证向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直

接申领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

资格证。

为保障改革工作顺利落地实

施，真正实现“一次报名、一次培

训、一次考试、申领两证”，自治区

交通运输厅第一时间开展工作部

署，进一步明确申请从事道路货物

运输经营的人员，不再提交机动车

驾驶员培训结业证书，并要求各盟

市加强政策宣传，合理引导社会预

期。自治区交通事业发展中心组织

运维单位及时调整系统设置;自治

区交通运行监测与应急指挥中心

组织更新 12328 知识库，为及时准

确有效解答道路运输驾驶员关心

关切问题提供支撑;兴安盟及时更

新并发布申请指南和操作视频;多

个盟市通过政务网站、微信公众号

等渠道发布政策信息。

近年来，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高

度重视货运驾驶员权益保障，积极

建设“司机之家”并不断提升服务

水平，取消普通货运驾驶员周期性

继续教育， 推动道路运输 18 项业

务“跨省通办”，普通货运驾驶员从

业资格网上申请业务累计办理

7946 件，业务量居全国第一。2023

年交通运输更贴近民生实事中有

5 件都涉及到货车司机群体，普通

货运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直接申领

是其中之一。

下一步，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将

持续优化从业资格便民政务服务，

切实保障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便

利从业、就业、择业。

我区道路普通货运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可直接申领

货运经营再“减负”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起向“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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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海披绿 荒漠生“金”

游幸福之城 品草原味道

第九届中俄蒙国际美食文化节

暨呼和浩特美食博览会将开启

本报记者 王丰

以“河”为贵，向“绿”而行。

2023 年 4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施

行， 古老黄河奏响新时代“黄河大合唱”，开启了中华

民族治理黄河史上的新篇章。

4 月 1 日 12 时，黄河宁夏段至入海口进入为期 4 个

月的禁渔期，至此黄河全域进入禁渔期。 内蒙古也在其

中。

此前的 3 月 10 日，自治区农牧厅发布《内蒙古自治

区关于 2023 年禁渔期禁渔区渔政管理的通告》， 通告明

确:“黄河内蒙古段禁渔期为 4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 黄河

干流内蒙古段、黄河干流内蒙古段一级支流，及所属湖

泊、大中型水库划定为禁渔区。 ”“禁渔期间，在禁渔区内

禁止除休闲垂钓外的所有捕捞作业类型， 禁止收购、运

输、储藏、销售非法捕捞的渔获物。 严厉打击电鱼、毒鱼、

炸鱼以及私捕滥捞等破坏渔业资源和渔业水域环境的

违法行为。 ”

黄河内蒙古段全长 830 公里，处于黄河中上游位置，

是连接草原、湿地、河流、湖泊、沙漠、戈壁的重要生态廊

道，孕育了许多特有的水生生物物种。 黄河水域生态系

统整体比较脆弱，上游鱼类生长速度缓慢，繁殖力低，一

旦受到破坏，很难得到恢复。

近年来， 内蒙古持续加大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力

度，加快推进黄河流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和黄河河道

问题集中整治，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切实推动了黄

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人们常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确实，在过去很长

一个时期，黄河以其丰富的水生生物资源和丰沛的水资

源，不仅让沿岸的民众享受到了捕捞之利，也为现代工

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但是，自然资源并非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只贪利用之便而不思保护之责，不仅会

让“母亲河”面目全非、容颜不再，更可能遭到大自然的

猛烈报复。

今天，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已进入一个全新阶段，如

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良性循环，从而极大地

助力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持续繁荣进步，将是

我们所面临的重要任务，也是让生态文明成为社会文明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关键。 因此，我们要把利用自然

和保护自然有机地结合起来，要按照大自然的固有规律

开展活动，做到“取之有时，用之有度”。

黄河禁渔期禁渔是项系统的工程， 要打破部门分

割、多头管理、条块分割等不利于取得“禁渔”成效的管

理体制。 只有这样，禁渔期部署才能真正落到实处，从而

让黄河生态得以休养生息，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

黄河生态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系列述

评之四

重点区域禁渔

让母亲河永葆生机

强链延链补链

产业融合带动农畜产品增值增效

☆☆

★

★

★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

日前，为持续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务服务效

能。 通辽市奈曼旗政务服务中心以完善市场准入制度为

抓手，开设了企业办理专区，实现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由

“多地、多窗、多次”向“一站式办理”的转变。

据了解， 企业开办专区可实现一个企业从设立、变

更到注销全周期业务一窗式办理。 企业和群众只需携带

必要的证件及材料来到大厅， 之后的准备业务材料、提

交业务流程及遇到的疑难问题工作人员都会替您操作

完成。 同时与其他部门采取联办模式，除营业执照外，税

务、公章刻制及许可业务登记等企业涉及到的业务。

政务服务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 在市场准入窗

口始终努力以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的跑路次数，真正让办

事群众感受到服务便利， 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满意

度。 (陈彩虹 吴秀琴)

通辽市奈曼旗政务服务

“一站式办理”更便捷

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系列

报道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