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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围绕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
内蒙古与俄蒙在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
拓展。但无论从贸易规模、贸易结构
还是交流领域看，以技术含量和附加
值较低的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
品为主，产业合作层次不高，开放对经
济的带动力没有充分释放出来。内蒙
古作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支
点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重要门
户，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开放创新重要
性的认识，将开放创新纳入深化体制
改革中，利用好内蒙古对外开放的条
件和政策优势，在开放创新上有更大
的作为，推动与俄蒙务实合作迈上新
台阶，以此进一步融入国际国内经济
大循环，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一是夯实合作基础。加快呼伦贝
尔中俄蒙合作先导区、满洲里综合保
税区、二连浩特—扎门乌德、额布都格
—巴彦呼舒跨境经济合作区和阿尔山
—松贝尔跨境旅游合作区建设。加强
基础设施规划、技术标准体系对接，抓
好乔巴山—阿日哈沙特公路、乔巴山
—阿尔山公路、满洲里、二连浩特等地
电子口岸平台、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等
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关键节点和
重点工程，畅通陆海联运通道，为拓宽
合作领域夯实基础。

二是建立健全中蒙俄贸易合作机
制。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中俄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框架下，完善
我区与蒙古国和俄罗斯地方政府、政
府部门间合作机制，协商制定推进中
蒙俄次区域合作规划。建立区域互动
合作机制，密切与俄蒙的联系和合作，
推动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跨区域
流动和优化配置，促进区域协同发展、
协调发展和共同发展。完善双边金融
合作机制，进一步简化跨境贸易和投
资人民币结算业务流程。提升俄蒙通
关便利化水平，加强中蒙俄海关联合
监管合作，推动中蒙、中俄海关信息互
通、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全面实施单
一窗口和通关一体化，推行口岸管理
部门“联合查验、一次放行”等协作机
制，提高通关效率。

三是创新能矿合作模式。加大煤
炭、油气、金属等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合
作，支持我区龙头企业参与蒙古国塔
木察格油田、南戈壁煤铜、乔巴山铀铅
锌等金属成矿区和俄罗斯西西伯利亚
油气区、远东金铁等金属成矿区开发，
推进资源就地就近加工转化，发展“境
外初加工—境内精深加工”的跨境加
工模式，形成资源合作上下游一体化
产业链。支持我区企业参与境外电厂
建设与改造、煤炭清洁综合利用项目
建设，鼓励我区企业与境外开展产能
合作，建立海外加工基地。

四是建立与俄蒙人文交流合作常
态化机制。建立健全在俄罗斯、蒙古国
举办定期文化周、文化日等大型文化交
流活动的长效机制；建立健全与俄罗
斯、蒙古国在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科技
领域的常态合作机制；加强文化旅游合
作，建立与俄蒙地方政府、旅游协会、企
业等多层次合作协调机制。鼓励通过
校际论坛、学术研究拓展我区高校与俄
蒙的教育交流和人才培养合作。鼓励
院校扩大联合办学和互派老师、留学生
规模，优化学科和专业设置。
（作者为内蒙古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创新体制机制
推动形成
全面开放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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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人都说：自己的清晨是
从一两烧麦开始的。这个有着 3000 余
家大小经营烧麦馆子的城市，每天要消
耗上百万两烧麦，不愧是呼和浩特人心
目中当之无愧的早点王者。从擀皮到
包馅儿到蒸熟，十几分钟时间，其背后
却有很深的“门道”。

冬天呼市的烧麦馆子，真是一道非
常入画的景致：黎明时分，天空微亮，灯
火明灭处，白烟吞吐着食客进出，戴眼
镜的食客，跑进烧麦馆，就什么都看不
见了，玻璃片子上白茫茫一片。擦清镜
片，场景还是几百年不变的样子，高朋
满座，男女老少从长嘴的壶里倒出黑沉
沉的砖茶，推杯换盏，聊着家长里短、市
井消息、国际国内新闻，再时不时蘸上
老陈醋品尝一口皮薄馅大的烧麦，呼市
人一天的生活从烧麦馆开始了。

清晨，游走在烧麦第一街上，德顺
源、沁园、老城烧麦等烧麦馆里无不人
头攒动，小到三四岁的孩童，大到耄耋
老人，眼前都放着筷子、沁着醋的吃碟，

等着烧麦上桌。走近一家家经营烧麦
的店铺，门前耀眼位置都会贴着二字，
但每家却又各自不同，烧麦、稍麦、稍
美、烧卖⋯⋯表达的都是一个意思。

岁末年初，在古香古色的呼市玉泉
区惠丰轩内，一场关于“烧麦故事”的专
场活动正在进行，呼市经营烧麦的各路
大 V 齐聚于此。一年创下 2.2 亿元销售
额的“德顺源”、13 年前创建的“清晨
源 ”、在 全 国 拥 有 74 家 门 店 的“ 老 绥
远”、专营烧麦皮 18 年的小骏马等企业
老板，你一言我一语的道出“烧麦”二字
的种种传说：一种说法是，早年呼市的
烧麦都在茶馆出售，食客一边喝着浓酽
酽的砖茶或各种小叶茶，吃着糕点，一
边吃着热腾腾的烧麦，故烧麦又称“捎
卖”，意即“捎带着卖”之意；也有人说因
为烧麦的边稍皱折如花，故又称之为

“稍美”。现在呼市旧城人称它为稍麦
或稍美、稍卖。

据了解，呼和浩特烧麦第一街是呼
和浩特市玉泉区于 2016 年投资 4200

余万元打造的，并将街景道路及两侧景
观、门店牌匾进行了集中整治，统一改
造为明清风格，逐步转换美食街商业业
态，依托五塔寺、席力图召、大召等名胜
古迹，毗邻大盛魁商业区，逐步形成了
目前的烧麦美食文化集聚区。目前，烧
麦第一街上经营烧麦的餐饮店已达 26
家，日均销售额近 20 多万元，日均客流
6000 余人，形成了一道独具特色的餐
饮风景线。

烧麦不仅在呼市卖的火爆，在周边
盟市和其他省市区也销量惊人。2017
年 12 月 18 日，在和林格尔县新开张的
德顺源也是天天爆满，味道纯正的烧
麦，每天清晨吸引着 500 余人次前来就
餐，相邻山西省县市的人们也闻香而
来。

老绥远烧麦深圳店占地 800 多平
米，日均接待量 600 人左右，销售额达
到 30000 多元，负责人郭秀琴介绍，老
绥远目前有 74 家门店，有 34 家在呼市
本地，28 家在内蒙古的各盟市；区外店

12 家，分别开在北京、上海、深圳、南
京、长春等地，食客以外地人居多。

在刚刚结束的首届呼和浩特国际
美食博览会暨中国烧麦美食节上，呼市
的烧麦大放异彩。

德顺源展位内的展台上，旋转着五
颜六色的烧麦和呼市的老点心，青砖壁
纸和红色的清朝服饰，让人宛如回到了
过去，快嘴张的快板儿絮絮叨叨的诉说
着烧麦的历史和文化。

在展位上大秀擀烧麦皮绝技的是
烧麦大师李凤山的长子李英，也是玉泉
区的烧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只
见他将一块块的小面团，瞬间就变成了
薄如纸张的面片，再用特制的擀面杖几
下就擀出了花边，撒上面粉，哗啦啦一
抖，一沓子烧麦皮在空中变成了一个绣
球。干净、利索的动作迎来驻足者们的
阵阵掌声。李英告诉我们，呼市人都有
烧麦情结，对于离乡背井的人来说，烧
麦不再是小众的小吃，而是一种心灵的
寄托，老百姓喜欢就有市场，这也是烧

麦能走向全国的理由。
呼市人荣荣带着河南焦作朋友也来

品尝烧麦了，“这几个都是我的大学同
学，元旦放假来呼市找我玩，以前都是我
从网上给他们定烧麦邮寄过去，今天有
机会可以带他们来现场看烧麦的制作过
程，品尝新鲜出笼的烧麦，真是太好了！”

听荣荣说起网上烧麦定购，记者立
刻在手机上搜索微商平台，发现昕麦迪
烧麦网销一年多时间里，已经销售 850
次。外地的“吃货”们留言众多：“好吃
好吃超好吃”、“在内蒙古的那几年就爱
这一口”。

辗转采访多日，记者终于明白呼市
的烧麦为啥这么火了。从旧时的奢侈
品到现在日常早点，再到旅游地亮点、
网销红品，呼和浩特的烧麦经过了华丽
转身。如今，烧麦不仅是地方小吃，更
是 呼 和 浩 特 的 文 化 名 片 。“ 烧 麦 第 一
街”、“烧麦饮食文化名城”、“烧麦美食
节”等重磅级品牌效应正在向全国各地
延伸，烧麦美食文化正迅速传递着。

红人馆

□本报记者 许晓岚 皇甫美鲜
高慧 阿妮尔

前不久，记者一行驱车赶到了距离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北 8公里外的郊区，
和采访对象——乌兰察布冷凉蔬菜院
士工作站农技推广研究员关慧明老师
见面。

在这个占地3200平方米的温室蔬
菜大棚里，只见一排排粉色的水萝卜破土
而出，一个个红色的小辣椒争相挂在枝
头，一朵朵黄色的南瓜花在巨大的叶子下
露出头来⋯⋯生机勃勃的景象与此刻棚
外单调的黄灰色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快进来，快进来，给你们看个好东
西，这个成果上次你们来还没有呢！”一
头扎进比人还高的西红柿藤蔓中的关
慧明老师，扭过头来向我们打招呼。闻
言我们都钻进了茂密的植物丛中，凑上
前去观看他的现场实验。

只见他左手拎着一串西红柿，西红
柿茎叶上已被一层灰色霉层覆盖，当他用
右手中的绿色小喷壶喷了几下后，那霉层

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迅速吞噬了！
“这株西红柿得了灰霉病，灰霉病

是温室大棚里常见且比较难防治的一
种真菌性病害，感染后病苗会很快腐
烂枯萎病死。为什么灰霉病属于世界
性难题，有一个原因是一般的药剂喷
上不起作用，我演示给你们看。”关慧
明从身边又拿出另一个装满水的小喷
壶，当水喷到生病的茎叶上时，霉层并
没有消失。这个实验一下子引起了我
们对先前绿色小喷壶里液体的好奇。

“这里装的是我们上个月刚研究
出的成果，给它暂起名为GC16灰霉平
绿色生物制剂。这个制剂解决了和真
菌亲和的问题，对灰霉病防治效率超
过85%。”关慧明介绍。

随着采访的深入进行，我们发现，
给灰霉病提出解决方案，只是关慧明
老师带给我们的第一个震惊。蚜虫、
红蜘蛛、白粉病⋯⋯这些让许多菜农
和专家都感到头疼的病、虫问题，竟然
都让这位长期扎根基层的内蒙古科研
人员接二连三地给攻破了。

没有人相信，这可是世界性难

题！拿出解决方案的难道不应该是高端
实验室吗？怎么会由一个天天在田间地
头跑的基层农技推广研究员攻破？

今年夏天，北京东西长安街绿化带
得了白粉病，北京市园林局把各地专家
都集中起来研究。因为不允许打有毒药
剂，白粉病的问题难以得到解决。后来，
负责这个项目的植保技术人员在网上看
到了一篇《乌兰察布攻克“四虫两病”防
治世界性难题》的报道，就通过内蒙古农
业厅辗转联系上了关慧明。

对方对他的研究成果将信将疑，先
请他发一段演示视频过去。在发过去的
视频里，白粉在生物制剂喷上去几秒后
就消失了。

“不不，你这视频一定有问题，不可
能！”

“我们是搞科研的，又不是街上卖药
的，有没有问题，你得看实际效果。”

“那你能带着生物制剂亲自来北京
现场演示吗？”

“可以。”
就这样，关慧明带着生物制剂去了北

京。对方的技术人员亲眼看过演示后才

真正相信这一生物制剂对白粉病确实
有效，立即和关慧明达成了合作协议。

有句歌词说“没有人能随随便便
成功”。在接二连三攻破世界性难题
的背后，是关慧明 20多年潜心扎根基
层的科研积累。在具体问题的解决和
大量的实验中，这位基层科研人员逐
渐摸索总结出了2条规律，即生物对称
性和病虫害的多变性。在这 2条规律
的指导下，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目
前关慧明的绿色生物制剂已经获得了
两项国家级科技成果鉴定。

“在我看来，科研成果如果不抓紧
转化，那只是一张纸而已，研究出来没
意义。从2017年10月份后，我们关于
防治白粉病和红蜘蛛的生物制剂已经
成熟，目前有2家生产企业进入了我们
最后的考察名单，应该很快就可以进入
市场。至于刚给你们看的灰霉平，目前
我们一天最少要做 10个配比组合，大
家白天都有事情忙，只能晚上回实验室
做，我和实验室里2个年轻的博士都很
急啊，希望好东西能赶快转化成商品
走上市场。”关慧明老师笑着说。

关慧明：让成熟的科技成果走向市场

经济周刊 扫一扫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闻天下

财经眼

观点秀

在策克口岸旅检现场，海关关员正在使用证件阅读机读取旅客信息。只需几秒钟，旅客护照
上的信息便出现在海关旅客通关系统里，极大地提高了旅客通关效率。

据悉，海关为提高旅客通关效率，与检验检疫部门共同推进旅检工作现场“一站式”作业，落实
“一机一屏一台”和关检联合双人作业机制，启动至今平均通关时间缩短 10 分钟。 艾文举 摄

又快了！
旅客通关只需几秒钟

本报 1 月 8 日讯 （记者 阿妮尔）近
日，国家煤矿安监局公示了 2017 年第二批
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煤矿，国家电投内蒙古
公司所属 5 座露天矿全部通过验收，均被评
定为国家一级标准化煤矿。

据了解，国家一级标准化煤矿代表全国
煤矿质量标准化建设的最高水平。此次验
收达标意味着国家电投内蒙古公司所属 5
家煤矿在安全生产、经营管理、安全分级管
控、事故隐患排查、安全生产标准化、地质灾
害防治、安全培训和应急管理、信息化建设、
职业卫生健康等工作中，都达到国内较高水
平。同时，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可享受暂不
减产、优先释放产能、企业信用等级评价等
五项优惠政策。

国电投内蒙古公司
所属露天矿均被评定为
国家一级标准化煤矿

本 报 1 月 8 日 讯 （记 者 冯 雪 玉）
2018 年 1 月 1 日零时，全国通行费电子发票
正式上线，我区第一张收费公路通行费增值
税电子发票于 1 月 2 日顺利开出。

内蒙古的王先生成为见证这一时刻的
幸运客户，这张发票的开具标志着内蒙古通
行费增值税电子发票开具系统已顺利上线，
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王先生拿到的内蒙古首张增值税电子
普通发票编号为 04100007，金额为 30 元。
内蒙古成功开具营改增通行费电子发票，标
志着内蒙古交通系统营改增工作的全面落
实，将给客户提供高效的服务，也是收费公
路通行费信息化的重要体现。收费公路通
行费增值税发票开具工作是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部署，持续为企业减负助力升级
的重要举措。

客 户 登 录 发 票 服 务 平 台 网 站（www.
txffp.com）或“票根”APP，凭手机号码、手
机验证码免费注册，并预置发票抬头信息。
取得通行费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的单位和
个人可以登录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

（http：//invˉveri.chinatax.gov.cn），对发
票信息进行查验。单位和个人通过网页浏
览器首次登录平台时，应下载安装根证书文
件，查看平台提供的发票查验操作说明。

我区收费公路通行费
增值税电子发票
正式上线

清晨清晨，，从一两烧麦开始从一两烧麦开始
◎本报记者 蔡冬梅 赵弘 李卓

对于吃货们来说，云南的米线，北京的烤鸭，陕西的凉皮，青岛的啤酒，天津的包子，成都的火锅⋯⋯这些都是心心念念的各地美食。
而对于生活在内蒙古的很多人，他们心中难以释怀的这一口，则是呼和浩特市的烧麦。

提起塞外青城的烧麦，这个小吃起源于明末清初，距今已有几百年。时光流转，似乎只有那一个个散落在大街小巷的小小烧麦馆不曾
改变，充分印证了“民以食为天”这句古话。

如今，烧麦不仅是地方小吃，
更是呼和浩特的文化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