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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中华文明·节气与美食

本报讯(记者 杨净毓)第十届“中

国博物馆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

(以下简称“博博会”)将于 8 月 23 日至

26 日在呼和浩特敕勒川国际会展中心

举办。

据悉，“博博会”创办于 2004 年，已

成功召开九届， 是我国文博界最具影

响力的盛会， 也是亚洲最大的博物

馆专业展会， 更是全球三大博物馆

行业展会之一。

本届“博博会”主题为“博物馆高质

量发展：教研并重 数实融会”。 由中国

博物馆协会(以下简称“中国博协”)与呼

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内蒙古自

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支持。

截至目前，共有 552 家博物馆及相

关企业参展， 展览总面积超过 50000

平方米。

与往届相比，本次“博博会”更注意

充分调动和发挥中国博协有关专业委

员会的积极性，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博物馆数智化”和“博物

馆研学” 三个专题的设置， 使本届

“博博会”的时代性、地域性、大众性

更加突出，更充分地反映博物馆事业

在文化强国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更积极

地回应社会大众对博物馆行业的热情

关切。

同时，中国博协将在呼和浩特与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举办“无障碍博

物馆学术研讨会”，这是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首次系统性开展的针对无障

碍博物馆的项目，将邀请美国丹佛艺

术博物馆、中国视障文化资讯服务中心

等代表共同探讨无障碍博物馆建设的

路径。

从自治区财政厅获悉：2024 年以

来，自治区财政下达耕地建设与利用资

金 97.65 亿元， 重点用于耕地地力保

护、高标准农田建设、盐碱地综合利用

试点项目建设、黑土地保护、耕地轮作

休耕等。

近年来，为推动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加强耕地建设与利用的决策部

署，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保障粮食和重

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内蒙古通过下达耕

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进一步调动了广

大农民提升耕地地力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通过推动建设高标准农田，确保了

自治区耕地持续稳产、增产；通过实施

黑土地保护项目， 持续提升了耕地质

量，水肥资源得到高效利用；通过推动

轮作耕作和高效绿色高产技术有效衔

接，持续促进了耕地休养生息和农业可

持续发展；通过实施盐碱地综合利用试

点项目，探索出一条具有内蒙古特色的

盐碱地综合利用之路。 接下来，自治区

财政厅将继续落实好相关工作，加强资

金绩效目标管理，推动内蒙古持续建好

北疆粮仓。 （杨威）

八月秋风爽，田野谷飘香。 在赤峰市的田间地头，成片的谷子颜色逐渐

变黄，长势良好的谷子正在秀穗灌浆，300 多万亩谷子将迎来收割季。

（据新华网）

本报记者 王丰

8 月 22 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

处暑节气。“处”，含有躲藏、终止之

意。因此处暑者，暑气至此而止矣。

处暑节气，正处于由热转凉的

交替时期，此时应将身体养护得强

健充实，以便抵御即将到来的寒冷

天气。

营养学家建议，处暑时节要多

吃土豆，会对身体大有裨益。

土豆是一种药食同源的滋补

食材，处暑时适量吃些土豆，能调

理脾胃，滋养身体，起到强健身体

的功效。 且初秋气候干燥，易引起

肺虚，多吃土豆能补肺润燥，还能

有效缓解皮肤粗糙的问题。

土豆吃法多样，在内蒙古中西

部地区，有一道腌猪肉炒土豆芥芥

的传统菜肴。

这道菜的独特之处在于食材

腌猪肉的腌制方法。腌的时候要将

连肥带瘦的带皮猪肉，切成一公分

厚的大片，下锅煎炒至金黄色加入

盐，晾凉，油肉混装储在坛罐中，可

以历经多时不坏。 当然，土豆芥芥

就是比丝宽的细土豆条。

做腌猪肉炒土豆芥芥， 先下

葱、姜、蒜炝锅，倒入腌猪肉翻炒，

再加入土豆条、调料及椒丝继续翻

炒，然后装盘出锅，便成美味。

土豆芥芥经过和肉香浓郁的

腌猪肉，炒制后，使得每一条都融

进了肉香。 吃起来油而不腻，咸鲜

适口。

从自治区林草局传来消息，内蒙古

持续巩固提升碳汇能力，林草湿地总碳

汇量达 1.19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打造

稳定的生态碳汇供给基地。

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北方面积最

大、种类最全的生态功能区，森林面积

3.57 亿亩，居全国第一；草地面积 8.15

亿亩，居全国第二。

据介绍，为保护好国家超级“碳库”

和纯净“氧吧”，内蒙古强化草原森林湿

地保护修复，加强大兴安岭森林生态保

育、退化森林草原修复等工作，严格落

实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制度，促进草原

休养生息。

内蒙古加速国土绿化步伐促碳汇

增量， 加大生态修复力度提碳汇质量，

加强森林资源保护促碳汇存量，加快林

业改革创新促碳汇计量，建立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促碳汇交易量。

据了解，自 2023 年以来，内蒙古累

计实现碳汇交易量 103 万吨，交易额达

3231.5 万元。 （李云平）

记者从赤峰市人大常委会了

解到，全国首部关于小米产业地方

性法规《赤峰市促进小米产业发展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出台，将于

2024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条例》 是赤峰市自 2015 年

12 月行使地方立法权以来制定

的第一部关于产业发展的地方

性法规 ， 于 2022 年开始起草，

2024 年 7 月 25 日经内蒙古自治

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

会议批准。

《条例》共 6 章 41 条，就种植

加工销售、支持保障、监督管理、法

律责任等方面作了具体规定，重点

包含遵循产业发展规律， 坚持延

链、强链、补链，明确小米产业全链

条的生产规范；注重发挥立法引领

作用，明确促进产业发展的政策措

施等引导性规范； 强化质量监管，

明确保证小米品质和特色的强制

性规范三方面内容。 其中，在育种

和种植环节，《条例》规定合理布局

建设和使用良种繁育基地、指导种

植适合本地的小米优良品种等内

容；在加工和营销环节，规定做强

米加工基本业态、做优中高端米加

工， 健全仓储物流设施等内容；在

政府及其部门职责方面，规定加强

小米产地环境监测保护、质量抽查

检测等制度；在生产经营主体义务

方面， 规定地理标志使用规范等；

在补贴奖励、项目扶持等方面规定

相应引导性规范，充分发挥政策的

引领作用。

赤峰市谷子种植历史悠久，谷

子播种面积常年保持在 300 万亩

左右， 总产量连续 4 年超过 12 亿

斤， 总产值超过 30 亿元， 种植面

积、产量和产值均居内蒙古自治区

首位。 聚焦解决小米产业发展链条

短、品牌杂乱、产业促进措施不够

有力等短板问题，赤峰市深入推进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制

定出台《条例》，为产业发展提供法

治保障。

《条例》 的出台是赤峰市推动

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

推进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举措，标

志着赤峰市小米产业发展进入法

治化、规范化、现代化的新阶段。

(李雪瑶)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巴彦淖尔市临

河区城关镇的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智

慧农业示范区，一颗颗番茄掩映在绿色

藤蔓间，长势喜人。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霍再林正在田间查看智能灌溉系统的

运行情况。

作为中国农业大学农业水资源高

效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的重要野外研

究平台，园区应用了中国农业大学团队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农业水文智能监

测系统， 可以同步监测农田气象要素。

霍再林教授介绍说：“每个灌溉单元我

们有电磁阀，田里面也装有土壤水分传

感器，首部是一套完全智慧化程度很高

的灌溉系统。 今年现在来看，要比我们

预期的要好得多，我们这个灌溉相当于

一个高频的灌溉，就是说每次灌溉只是

湿润番茄的这个根部，每天保证合适的

水分的范围，能减少灌溉量。 ”

2023 年以来， 巴彦淖尔市灵达现

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临河区城关镇

蓿亥村流转土地 5600 亩， 建设农高区

智慧农业示范区种植玉米、 向日葵、番

茄等作物，并与中国农业大学合作开展

智慧灌溉决策技术、智慧灌溉管控技术

以及农业节水、面源污染防控等相关技

术的研发、示范。 公司总经理王斌告诉

记者：“据我们测算，现在和过去普通灌

溉相比省水 40%，跟滴灌相比省水 15%

—20%。 ”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持续深化农

业节水科技创新， 探索更多高效节

水农业模式， 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

与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承载能力

相适应的农业高效节水之路。 以科

技创新为引擎，与中国水科院、黄河

水科院 、中国农大、武汉大学等 40

多家科研院所和高校合作， 聚焦河

套灌区土壤盐碱化、水盐平衡、水权到

户、高效节水灌溉等难点问题，开展科

技研究 300 余项、获得科研成果奖 113

项；全面推广引黄澄清滴灌、移动式直

滤滴灌等高效节水模式，累计实施水肥

一体化滴灌 433.45 万亩。2023 年，巴彦

淖尔市实现农业节水 1.426 亿立方米，

河套灌区被中国灌区协会授予“节水型

示范灌区”称号。

（孙超）

夜幕降临，晚风微凉。 走进通辽市

悦来河文化旅游休闲街区，人群熙熙攘

攘，热闹程度更甚白昼。灿烂的光影秀、

绚丽的文艺表演，不仅点亮了城市的夜

空，更点燃了城市“夜经济”。

自 7 月 15 日开街以来，位于开发

区核心区的悦来河文化旅游休闲街区

人气不断攀升，受到了市民们的青睐。

这里不仅是周边居民购物、 聚餐、

娱乐的聚集地，还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

“打卡”。 以往，开鲁县的王东先生每到

假期都会带家人去周边城市游玩，如今

通辽有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休闲街

区， 几乎成了他和家人每周的“打卡”

地。用他的话说，在这里，大人孩子都能

度过愉快的周末，吃喝玩乐全能满足。

“开街的时候带孩子来了一次，后

来每周都吵着要来，确实不错。 ”王东

说。

晚上 8 点，位于街区中心位置的川

菜馆座无虚席，街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 这家店已经成了这条街的“网红

店”。

“开业以来，生意一直很好，周末的

时候营业额能过万。 ”川菜馆负责人刘

先生说。

由于该街区定位“轻旅游 微度假

生活街区”，集亲子、购物、休闲、餐饮等

多业态于一体，在设计上充分突出民俗

特色，采用数字光影技术打造“悦来十

二境”， 通过灯光浮桥衔接， 做到客流

聚集和互动共享， 同步取得了拉动投

资、提升消费、创造就业机会的综合效

益，打造出“全龄 全域 全季”的生活

圈。

据了解，悦来河文化旅游休闲街区

建筑面积约 88 万平方米， 街区由 12

座场馆及集装箱、综合商业街、儿童市

集、特色美食车构成，不仅填补了开发

区及周边区域商业综合体匮乏的空白，

还能更好地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

“开街后人群在不断增加， 业态也

在不断繁荣，目前招商已完成 80%。 下

一步， 我们将引进更多优质品牌入驻，

在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同时，持续完

善城市功能，提升群众生活品质。”通辽

市文旅集团西辽河公司副经理李国巍

说。

“夜经济”与文旅热相得益彰。近几

年，通辽市不断培育主题特色鲜明的商

业步行街，发展特色创意市集，打造新

型夜间消费场景， 持续挖掘消费潜能，

激发文旅市场活力。

(郭洪申 李佳雨)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日前，包头

市市场监管局组织指导内蒙古正北芪

食品有限公司、内蒙古龙驹乳业股份有

限公司和内蒙古鲁蕊香油脂有限责任

公司完成包头市首批“蒙”字标申报现

场认证程序。

据悉， 包头市有序开展认证申报。

推动成立“蒙”字标专班，印发文件，发

布《工作指南》，对外公布申报方式、申

报流程、 申报材料清单和联系方式，有

序开展“蒙”字标认证申报工作。向自治

区推荐重点培育企业 10 家，申报了达

茂草原羊、内蒙古黄芪、鲜牛奶等多个

类别产品。

此外，积极推动标准研制。 做好政

策传达讲解，及时完成项目征集，推动

相关标准研制，为更多企业申报认证打

好标准基础。 目前，已推荐 7 家企业申

报认证标准研制。

同时， 提供“一对一”服务指导。 以

“3·15”消费者权益日、质量月等活动

为契机，通过发放宣传册、现场讲解等

方式，积极进行“蒙”字标品牌宣传。 在

日常督查检查中普及“蒙”字标相关知

识，上门帮助企业了解“蒙”字标认证流

程，对意向申报企业开展“一对一”全过

程服务指导。

地处北纬 42 至 43 度之间，内蒙古

东部的科尔沁沙地南缘， 这里四季分

明、雨热同步、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

是种植药材的优势地带……通辽市奈

曼旗作为自治区唯一命名的中医药（蒙

医药）小镇，境内 20 万亩的种植面积

擎起了蒙东地区中药材（蒙药材）产业

高质量发展大旗。

近年来，奈曼旗把药材产业作为重

要特色产业来抓， 依托浓郁的中医药

（蒙医药） 文化和丰富的中药材（蒙药

材）资源，以院士专家工作站和博士服

务站作为科技支撑， 优化道地药材品

种，全方位推动中药材（蒙药材）产业升

“品”提“质”。

进入立秋节气，在位于奈曼旗高标

准药材示范基地里，紫色的桔梗花随风

摇曳，阵阵药香随风弥漫。

太阳光照度 、地表湿度 、平均风

速……在该基地的智慧药材气象监测

站，一系列数据被精准记录，用于监测

和分析道地药材生长状态。

“通过选育出道地药材优良品种品

系进行示范推广，逐步实现全旗道地药

材优良种子资源的产地供应，这将整体

提升奈曼旗道地药材核心竞争力。 ”奈

曼旗药材研究发展中心药材种植股股

长陈金生介绍，目前已布设 50 个大数

据物联网设备监测点，利用遥感、物联

网等技术对药材示范基地以及全旗 15

个苏木乡镇药材种植进行智能监测和

信息数据采集。

如今，“2.0 版本”的药材示范基地

实现了数字化、智慧化、科学化管理，科

技赋能正在加速奈曼道地药材量增质

优。

近段时间，在奈曼旗药材产业院士

专家工作站，来自内蒙古民族大学农学

院的贾俊英教授，正带领她的科研团队

进行着豆科药用植物与赤芍协同增效

模式构建及关键栽培技术研究。

“本项目目的就是通过研发豆科药

用植物与赤芍生态种植技术，构建药材

绿色生态种植模式， 优化栽培制度，改

善科尔沁沙地土壤特性， 提升中药材

(蒙药材)特色产业的经济、社会、生态

效益。 ”贾俊英介绍道。

奈曼旗药材产业院士专家工作站

是自治区唯一一所以药材产业专业需

求建设的工作站。 近年来，该工作站始

终引领科研平台建设工作，汇聚药材产

业科研团队合力，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应

用。 目前，“奈曼桔梗”“奈曼黄芪”两个

道地药材品牌已进入“蒙”字标目录；成

功申报奈曼甘草、奈曼黄芪、奈曼桔梗、

奈曼防风国家药材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制定自治区级种植标准 49 个、通辽市

级药材种植标准 2 个，形成了一套道地

药材标准化种植体系，多项科研成果正

逐步转化推广。

推进国家中药材（蒙药材）农业标

准化示范区建设，建设蒙东地区最大的

中药材（蒙药材）集散地，打响“占布拉

道尔吉”中医药（蒙医药）品牌，奈曼旗

的资源禀赋优势正在加速转化为产业

发展胜势。 （王阳）

500多家文博单位及企业报名参展“博博会”

赤峰市：百万亩谷子即将丰收

处暑时节，做顿打开味蕾的

腌猪肉炒土豆芥芥

内蒙古 97.65亿元

支持耕地高标准建设

内蒙古打造稳定的生态碳汇供给基地

巴彦淖尔：科技创新驱动农业节水增效

全国首部小米产业地方性法规

9月 1日起实施

通辽：夜经济丰富消费场景

包头市首批“蒙”字标

申报企业完成现场认证

奈曼旗：全方位推动中药材

（蒙药材）产业升“品”提“质”

长势正旺的桔梗

经过 1 个多月的联调联试，新建包

银（包头至银川）高铁惠银（惠农至银

川）段 8 月 16 日完成各项测试任务，正

式转入运行试验阶段，开通运营进入倒

计时。

包银高铁正线全长约 519 公里，设

计时速 250 公里，其中包头至惠农段正

线全长约 420 公里，正在有序建设。 此

次进行运行试验的包银高铁惠银段，正

线全长约 99 公里，于 2019 年 10 月开

工建设。

包银高铁惠银段开通运营后，石嘴

山市将接入全国高铁网；包银高铁全线

建成后，将与银西高铁、银兰高铁实现

大连通，宁夏通往全国各地的高速通道

全面打开，进一步满足旅客快速出行需

求，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据新华社）

包银高铁惠银段

转入运行试验阶段

谷子田 李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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