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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 24 日至 2018 年 2
月 16 日期间，中国银联内蒙古分公
司携手全区万达广场，推出银联二
维码支付优惠活动，打造跨圣诞、元
旦、情人节、春节的优惠狂欢活动。

此次活动东起满洲里，西至乌
海 ，覆 盖 内 蒙 古 地 区 6 个 盟 市 的 7
家 万 达 广 场 ，为 持 卡 人 提 供 优 质、
丰 富 的 跨 年 欢 乐 消 费 体 验 。 参 与

活动的门店数 800 多家，包括百货、
服 装、餐 饮 等 各 类 商 户 ，覆 盖 80%
以上的万达商户。在活动期间，用
户 在 活 动 商 户 通 过“ 云 闪 付 ”“ 京
东”“飞凡”等 APP 以及各大银行手
机银行 APP 使用银联二维码支付，
即可享受单笔最高 99 元立减优惠，
现场还有银联二维码 1 元体验等多
重礼遇。

除万达广场优惠活动之外，用
户还可通过“云闪付”APP 参与“三
人成团”享好礼、电话充值满 50 立
减 10 元、水电煤缴费满 30 抽 10 元
现金等回馈。通过 APP Store 或
安 卓 各 大 应 用 市 场 搜 索“ 云 闪 付 ”
即可下载安装 APP，更多优惠活动
可 通 过“ 银 联 内 蒙 古 ”微 信 公 众 号
了解。

银联携手内蒙古 7 家万达广场打造银联二维码优惠盛宴

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
蒙古自治区分行于 2017 年 12 月 22 日将 3 户债权资产（包
括债务人及其抵押物、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抵押合同、
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
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转让资产情况见附表。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
公司作为上述债权资产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务人、
担保人及关联方，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
及抵押合同、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以及相应的抵
押、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2017 年 12 月 28 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与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债权资产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金额：元

借款人名称
内蒙古阿巴嘎旗蒙元牧工商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福蒙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赤峰敖仑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合计

债权本金
14,337,909.96
18,349,668.26

239,907,330.39
272,594,908.61

债权利息
1,535,534.75

540,808.89
11,312,261.52
13,388,605.16

债权余额（本息合计）
15,873,444.71
18,890,477.15

251,219,591.91
285,983,513.77

集产学研于一身的学科带头人

—
—

记内蒙古自治区杰出人才奖获得者于卓

于卓

于卓，男，1958年10月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

市托克托县。博士，内蒙古农业大学二级教授，博

士生导师，作物遗传育种学科主任。研究方向为饲

用作物及马铃薯遗传育种。兼任内蒙古遗传学会

理事长、中国遗传学会理事、中国草学会牧草生物

技术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生

命科学部二审专家、内蒙古农作物和草品种审定委

员会专家及常委。

□陈曦照 王福会

在内蒙古自治区杰出人才奖星光熠熠的获奖名单中，现
任自治区作物遗传育种重点学科主任、学术带头人，内蒙古农
业大学于卓教授的名字显得特别醒目。

于卓教授主要从事饲用作物及马铃薯遗传育种研究。目
前，已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 项）、国家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资金(1 项)、国家 973 计划子课题（1 项）、国家科技支撑计
划专题（1 项）、教育部博士点基金（1 项）、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
重大（2 项）、内蒙古科技厅科技攻关（3 项）、内蒙古财政厅农业
科技成果示范推广（2 项）18 个科研项目。现主持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2 项、国家 973 子课题 1 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
内蒙古科技发展计划重点项目 1 个、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重大
项目 1 个。通过以上成就的展示，于卓教授在我区农牧业产业
化进程中所涉猎的范围之广，成就之多可见一斑。

内蒙古拥有丰富的草地、耕地资源，是全国重要的绿色畜
产品生产输出基地。畜牧业作为我区经济社会的重要支柱产
业，为保障国家绿色畜产品供给，增加农牧民收入，保护和改
善草原生态环境，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内蒙古畜牧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2016-2020 年）》
明确指出，“十三五”期间，我区将进一步加快畜牧业供给侧结
构性调整，推进畜牧业现代化，构建粮草兼顾、农牧业结合、生
态循环、绿色发展的种养业体系。

我区畜牧业“十三五”规划目标令人振奋，必须牢牢把握
规划中所提出的工作要点，坚持生产生态有机结合、生态优
先，加强草原生态保护建设，积极发展人工种草，转变草食畜
牧业发展方式，以科技创新推进转型升级，才能实现草牧业持
续健康发展。而于卓教授所从事的职业和研究成果，与草牧
业持续健康发展息息相关。

成果方面，他作为第一完成人，主持完成的“高丹草系列
新品种培育及推广应用”研究获 2012 年度内蒙古自治区科学
技术进步一等奖。该项成果以培育氢氰酸含量低、青刈饲喂
安全、优质高产、抗逆性强和适应性广的高丹草新品种（高粱
与苏丹草杂交类型）为目标，采用种间远缘杂交与先进的 DNA
分子标记相结合的方法，开展新品种选育及其高产栽培利用
技术研究，在国内外首次培育出氢氰酸含量低、青刈饲喂家畜
安全的高丹草新品种 5 个（国审 2 个、蒙审 3 个），并确立了新品
种的种子生产、鲜草高产栽培、麦茬复种、青贮利用及干草调
制 5 项配套技术。该成果已在内蒙古及毗邻省区大面积推广
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对自治区畜牧业特别是
农区养殖业（圈养或半圈养肉牛、奶牛、绒山羊、肉羊、鹅鸭等）
的高效快速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

我区多数草原属于干旱及半干旱地区，如何培育抗旱耐
寒，不挑土壤的优质牧草品种也是于卓教授多年来的重点研
究方向。

2005 年，于卓教授作为第二完成人合作完成的“冰草新品
种育繁与推广示范”，获 2005 年度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
一等奖。该项成果系统研究了冰草的生态生物学、细胞学、遗
传学特性，特别是利用 DNA 分子标记技术分析了冰草种质资
源及远缘杂种的遗传多样性，为冰草种质资源的评价鉴定和
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首次发现蒙农杂种冰草及蒙古冰草抗
旱、耐沙埋的生态生物学机理、果后营养再生特性以 3 种无性
繁殖方式——疏丛型、根茎疏丛型和短根茎型，对生产实践有
及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将冰草野生种质资源转化为我国北方

干旱、半干旱地区草原畜牧业生产、生态环境建设的当家品
种，开创了我国牧草育种研究的先例。该成果已在生产上大
面积推广应用，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
益。经自治区科技厅组织国内同行专家鉴定认为，以上 2 项获
奖成果居国内同类研究的领先水平。

除了在饲用作物领域的突出贡献外，于卓教授在马铃薯
作物育种方面同样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99 年，于卓教授留学日本，这一年里他在取得“博士后
研究证书”的同时，进一步地学习到先进的研究方法。逐渐
受到启发的他，开始不满足于饲用作物的研究，而是思考到
底应该做些什么样的研究，才是最有价值的。经过不断地思
考，于卓教授最终选定将马铃薯作物育种作为新的重点科研
方向，在他看来，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马铃薯产区，内蒙古有
理由依托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把马铃薯的作物育种研
发好，做大做强。可以说，从事马铃薯育种方面的研究，进一
步诠释了于卓教授搞科研的意义，那就是让更多的群众得到
福利。

几年间，他东渡日本，到岩手大学、北海道大学孜孜不倦
专攻作物遗传育种理论及新技术。又远涉重洋，赴美国和加
拿大考察研究北美马铃薯育种及现代化农场经营状况。正是
因为不断的虚心学习外出取经，加上和研究团队在实验室试
验田的结合实际挥汗如雨，最终在解决了种植用地的造价和
喷灌、滴灌的注意事项等问题以及育种技术的诸多瓶颈后，于
卓教授的马铃薯研究工作苦尽甘来，结出累累硕果。截至目
前，他已经主持育成马铃薯新品种 8 个，已审定登记内农薯 1
号新品种 1 个，目前正在区内外进行大面积示范推广。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科研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常年的
坚持，数年如一日坚守在科研一线的于卓教授始终怀揣着一
颗对待科研工作的赤诚之心。

于卓教授多年来始终坚持教学与科研实践相结合，认真
备课，采用启发式教学方式，给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主讲遗
传学、作物基因工程原理与技术、作物遗传育种研究进展、作
物种质资源与创新、作物细胞遗传、作物遗传育种研究法等课
程，受到广大师生的好评。

利用其承担科研项目多的优势，他还积极引导学生开展
专业科学技术研究，培养提高学生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素质
和研究能力，至今已指导培养博士研究生 22 人、硕士研究生
50 人，人才培养效果显著。

研究成果

主持育成审（认）定牧草及饲用

作物新品种 10 个、合作育成审定 2

个，主持育成马铃薯新品种1个。

主 持 育 成 蒙 农 青 饲 1 号（登

记号：蒙认饲 202004001）、蒙农

青饲 2 号（国审登记号：294）、蒙

农青饲 3 号（国审登记号：372）、

蒙农 4 号（蒙认饲：2009005）、蒙

农 5 号（蒙认饲：2009006）、蒙农

6 号（蒙审登记号：N018）、蒙农 7

号（蒙 审 登 记 号 ：N004）、蒙 农 8

号（蒙 审 登 记 号 ：N026）、蒙 农 9

号（蒙审登记号：N046）高丹草新

品种 9 个，蒙杂冰草 1 号（蒙审登

记 号 ：N001）新 品 种 1 个 。 这 些

品种目前正在我区及毗邻省区和

长江流域大面积推广应用。

合作育成蒙农杂种冰草（国

审登记号 294）、蒙农 1 号蒙古冰

草（国审登记号 305）冰草新品种

2 个。

主持育成的薯片加工及鲜食

兼用型马铃薯新品种—内农薯 1

号（蒙审薯登记号：2016001），现

正在大面积示范推广。

在 国 内 外 30 余 种 学 术 刊 物

上 发 表 论 文 162 篇 ，其 中 SCI 论

文 7 篇，主编出版《中国小麦族多

年生牧草远缘杂交研究》专著 1

部，合作编写出版《牧草倍性育种

原理与技术》1 部，在国内外同类

研究领域有一定的学术影响。

获奖记录

2002 年研究论文《加拿大披

碱草与野大麦及其属间杂种 F1

细胞遗传学研究》获中国草原学

会第六届代表大会青年优秀科技

论文一等奖。

作为第一完成人，主持完成

的“高丹草系列新品种培育及推

广应用”研究获 2012 年度内蒙古

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作为第二完成人合作完成的

“冰草新品种育繁与推广示范”，

获 2005 年度内蒙古自治区科学

技术进步一等奖。

2010 年度内蒙古自治区“有

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荣誉称

号。

2011 年 度 获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草原英才”荣誉称号。

2015 年 度 获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杰出人才奖”。

高丹草新品种大面积示范推广。

近日，通辽市科左中旗公安局
禁毒大队在通辽市公安局相关部门
的大力支持下，历时 9 个月，先后辗
转辽宁、吉林、长春、通辽等多地，行
程 3000 余公里，成功破获一起厅级
目标督办案件，打掉一个跨省贩毒

犯 罪 团 伙 ，缴 获 各 类 毒 品 300.94
克，其中冰毒 299.17 克、麻古 11.77
克，抓获 5 名犯罪嫌疑人，扣押涉案
手机 5 部，斩断了一条辽宁省向内
蒙古通辽市的贩毒通道。

2017 年，科左中旗公安局禁毒

部门始终坚持缉毒严打的强势推
进，主动出击，广辟案件线索，全力
开 展 破 案 攻 坚 和 堵 源 截 流 工 作 。
此次公安厅重大毒品目标案件成
功告破，构筑了毒品堵源截流新格
局。 （付晓霞）

科左中旗公安局破获一起跨省毒品案件

本报巴彦淖尔 12 月 27 日电 （记
者 韩继旺）这段时间，内蒙古亘恒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人们正在加班加
点为欧美、中东客户加工生产无壳南瓜
子。董事长刘茂琼介绍说：“近期公司
接到 5000 多吨国际订单，每天的生产
量是 50 至 60 吨，产品主要发往欧洲、北
美、澳洲、中东等地区。今年公司出口
籽仁产品 2 万吨左右，销售额 3 亿元。”

巴彦淖尔市以打造河套全域绿色
有机高端农畜产品出口加工输出基地
为目标，全力推进葵花籽仁、南瓜籽仁、
番茄及其制品和脱水菜等特色农产品
的出口。

1 至 11 月 份 ，全 市 农 产 品 出 口
5858 批次、41 万吨，货值 4.4 亿美元，同
比分别增长 62.18%、76.61%和 32.7%，
特色农产品行销五大洲 40 多个国家和
地区。

目前，巴彦淖尔市番茄、籽仁产业
被列为国家级外贸转型示范基地，脱水
菜、羊绒产业被列为自治区级出口基
地。

为了培育优势出口产业和拓展国
际市场，巴彦淖尔市筹建了主要服务于
农产品企业的保税物流园，引进临津物
流公司专门负责陆港通关及海关监管
场所的运营工作，开通了海铁联运集装

箱班列，实现了籽仁类、番茄、脱水菜等
农畜产品出口由产地企业装箱报关铁
路直接运抵天津港装船出海。

该市积极鼓励和引导新型农牧业
经营主体与电商企业深度合作，丰富和
创新“联产品、联设施、联标准、联数据、
联市场”五联工作。目前，全市 169 家
重 点 涉 农 食 品 企 业 通 过 了 ISO9001、
HACCP 认证和欧盟、日本等国际有机
食品认证，推广国际国内销售产品同
线、同标、同质生产加工，全面推行“两
个市场、一个标准”；全市 62 家认证产
品企业和合作社，纳入了自治区农畜产
品追溯信息平台。

巴彦淖尔市特色农产品俏销海外

本报锡林郭勒 12 月 27 日电 （记
者 巴依斯古楞）由全国畜牧总站组织
开展的基层畜牧（草原）技术推广示范
站创建工作考评近日结束，经过层层考
评核查，锡林浩特市草原工作站被确定
为全国 51 个 2017 年基层畜牧（草原）
技术推广示范站之一。

锡林浩特市草原工作站在 2017 年

夏季草原蝗虫防治工作中，采取飞机灭
蝗和机械防治措施，共完成防治面积
173 万亩，灭效达 90%以上，取得显著
成效。为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速科技
成果转化。11 月份，锡林浩特市草原工
作站与内蒙古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大
连民族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中国农业
科学院草原研究所以及中科院植物研

究所等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签订了《以
区域和家庭牧场为核心的生态畜牧业
发展技术项目》等 3 个科研项目的科技
合作协议，为锡林郭勒盟构建“科技示
范基地—科技示范企业—科技示范牧
户—辐射牧户”的应用平台、形成支撑
现代农牧业科技工作的完整体系打下
坚实基础。

锡林浩特市草原工作站成为全国示范站

12 月 27 日，工作人员向环卫工人赠送耳套、手套等用品。当日，“环卫工人爱心驿站”在内蒙古祥云京城皮肤医院揭牌。
“爱心驿站”为环卫工人提供休息区、热水、无线网、电视、报刊、血压测量、卫生间等服务。 本报记者 梁亮 摄

“环卫工人爱心驿站”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