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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
歌声多么嘹亮，歌唱我们亲爱
的祖国，从此走向繁荣富强。”
10 月 1 日，呼伦贝尔市海拉尔
区河东幼儿园的小朋友身着民
族服装，载歌载舞，歌唱祖国，
庆祝第69个国庆节。

本报记者 李新军 摄

欢度国庆

□本报记者 韩雪茹

秋来农物熟，乐享丰收喜。眼下
正是甘薯的采挖季节，通辽市奈曼旗
青龙山镇3万亩甘薯成熟了，田间地头
到处都能看到农户们忙碌的身影，处
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种植大户于凤军在得力营子村承
包了400亩土地种植甘薯。走进他家
的甘薯地，只见一个个色泽鲜艳的甘
薯已翻出地面，工人们正忙着捡拾、
挑选、归拢、装筐。“目前估算，每亩
地产量能有4000斤左右。按照现在的
行情，400亩地毛收入就有 100多万
元，效益非常不错。”于凤军高兴地
说。

青龙山镇位于奈曼旗南部，属燕
山余脉的一部分，是典型的浅山丘陵
地区，独特的气候条件和土壤特点非
常适合甘薯的生长，该镇家家户户种
植甘薯已成为传统。因其耐旱耐贫瘠
的特点，很长一段时间，甘薯就是当
地农民的主要口粮，被称为“保命
粮”。而今，甘薯又凭借其丰富的营养
价值和甘甜香糯的口感成为人们餐桌
上的佳肴。

青龙山镇内的互利村、青龙山村
等村子都在发展甘薯种植，成了远近
闻名的甘薯村。但干旱少雨的气候和
靠天吃饭的农业现状，严重影响着当
地甘薯种植的规模和农民的种植积极
性。产量低下、销售困难等因素使得
青龙山甘薯一直是藏在深山里的“闺
秀”，鲜为人知。

为了让甘薯种出高产量、卖出好
价钱，青龙山镇积极引导农民调整农
业产业结构，鼓励农民扩大种植规
模，发展甘薯产业。2012年，互利村
率先尝试，成立了甘薯种植合作社，
通过流转土地和发展订单扩大甘薯种
植规模， 还建设了甘薯鲜储库和粉条
加工生产线，逐步解决薯农的种植、
销售之忧。有了合作社的带动，互利
村甘薯种植面积由曾经的100亩扩大

到今年的近5000亩，价格也由每斤几
毛钱涨到近2元钱，甘薯由“保命粮”
变成致富的“摇钱薯”。

甘薯种植规模逐年扩大、种植品
种不断更新，产业快速发展。该镇还
为由甘薯淀粉制作而成的粉条注册了

“青龙山”商标。有了“身份”，粉条
的销售渠道日益拓宽，产品远销北
京、天津、辽宁等地，逐步成为甘薯
全产业链的重要支撑和增长极。

有了梧桐树，引来金凤凰。2016
年，内蒙古腾格里溪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落户青龙山镇，牵头建设总投资10
亿元的薯类产业园项目，为拉长甘薯
产业链条，促进甘薯产品研发、精深
加工增值以及开拓市场打开了希望之
门，也为吸附带动农民高水平、大规模
参与甘薯全产业链提供了平台。如今，
占地30亩的甘薯工厂化育秧基地、1.4
万平方米的甘薯存储窖、5430平方米
的淀粉和粉条加工车间已经投产，还建
成占地300亩集手工粉条制作、生态种
植、观光食宿为一体的特色民俗旅游村
——中国手工粉条第一村。

有了龙头企业保驾护航，青龙山
农民种植甘薯积极性空前高涨。今
年，薯农和合作社全部与内蒙古腾格
里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保底收购
合同，并由企业为订单种植户提供秧
苗、肥料、技术指导和机械服务。以
农民负责种植和劳动力提供、合作社
负责管理和技术指导、企业负责加工
和销售的“产”“加”“销”为一体的
甘薯产业链条基本形成。

经过几年探索实践，通过成立专
业合作社、村企联建、村企合作等多
种发展模式，青龙山镇甘薯种植面积
从1万亩一跃提升到3万亩，亩产更是
从 2000 至 3000 斤提高到 4000 斤以
上。目前，已形成了互利村、平房
村、得力营子村、青龙山村4个甘薯专
业村。相对集中的种植区域和种植规
模，为甘薯产业化经营提供了条件，
曾经的“保命粮”也变成了现如今产
业发展的“大梁”。

甘薯成了“摇钱薯”

本报阿拉善 10月 2日电 （记者
刘宏章）金秋十月的阿拉善腾格里沙漠
彩旗飘扬、宾客云集、赛车轰鸣。10月2
日下午，全球规模最大越野嘉年华——
第13届越野e族阿拉善英雄会在腾格
里沙漠腹地越野e族梦想沙漠主题公园
盛大开幕。截至10月 2日 17时，本届
阿拉善英雄会会员报名车辆达4万余
辆，会员报名人数达12万人次。

本届英雄会精心策划了七大赛事、
六大活动，共4类 22项。除了举办T3
沙漠挑战赛、岩石挑战赛、全地形车大
奖赛、腾格里挑战赛、机车英雄大赛、梦
想国际全地形车（UTV）联赛等精彩赛
事之外，还将举办梦想国际音乐节、梦
想国际车展、梦想国际航展、梦想
MMA综合格斗赛、梦想SSC超跑嘉年

华、梦想超级卡丁车、梦想国际汽车特
技表演、蒙元文化体验等丰富多彩的活
动，给参加本届英雄会的游客和选手带
来全新的视觉冲击。今年，越野e族阿
拉善英雄会主会场基础设施更加完善，
园区内4个游客服务中心建成并投入使
用，可为10万参赛选手和游客提供集
住宿、餐饮、洗浴等综合服务。主会场
新增了大队营地，设置了多个停车场，
园区停车位也扩充到6万个。

据了解，“越野 e 族”是一家拥有
1000多万会员、覆盖汽车用户过亿的
全国性超级汽车俱乐部，“越野e族英雄
会”是汽车、摩托车越野运动爱好者每
年举办的一项全国性大型品牌赛事。
目前“越野e族”阿拉善英雄会已成为享
誉国内外的顶级越野盛会。

第13届越野e族
阿拉善英雄会盛大开幕

本报呼伦贝尔10月 2日电 （记
者 李玉琢）今年以来，阿荣旗在全旗
开展乡风文明建设“十个一”行动，通
过乡风文明建设助推脱贫攻坚，实现
物质脱贫和精神脱贫同步推进。

乡风文明“十个一”行动是指在全
旗每个行政村开展一轮思想教育、推
出一批宣传标语、制定一套村规民约、
打造一个特色文化主题、建设一批文
化阵地、组建一支乡村文艺队伍、选树
一批脱贫致富标兵、培养一批乡风文
明典型、成立一支志愿服务队伍、建立
一个微信公众号，传播党的声音，宣传
党的政策，加强教育引导，推进工作落
实。

目前，在阿荣旗12个乡镇148个
行政村，乡风文明建设“十个一”行动
正在深入开展，乡风文明观念越来越
深入人心。“感恩、法纪、文明、自强”四
大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全旗累计开展
各类教育活动268场次，受益群众4万
余人次。全旗实现了乡村集镇、主要
路口、公共文化场所等重点区域脱贫

攻坚宣传标语全覆盖，118个行政村完
成了村规民约的完善和更新，148个行
政村成立了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
等村民自治组织。各行政村共提炼文
化主题86条，举办各类主题文化活动、
演出 277场次，共组建乡村文艺队伍
157支。

阿荣旗从建档立卡贫困户中选树
了18个示范户进行通报表彰，使贫困
户学有榜样、赶有目标。开展“星级
文明户”评选活动，已为2199户常住
户进行了评星定级。全旗已有42个包
扶单位注册成立了志愿服务队，813
名包扶干部实名注册成为志愿者。指
导全旗148个行政村申请注册了村级
微信公众号，开设“微官网、乡村振兴、

村务公开”三大板块和精准扶贫、文明
新风等15个应用，真正做到了政策更
公开、村务更透明、工作更便民、服务
更贴心。

“全面小康要实现，党和政府在身
边。党员干部来攻坚，脱贫致富服务
员。求真务实来苦干，贫困面貌大改
变……”，这朗朗上口的快板书，是阿
荣旗乌兰牧骑编创的《精准扶贫显真
情》群口快板。六合镇珍珠村村民姚
桂凤说：“乌兰牧骑来村里演出，我们
非常高兴，看着他们演出的快板、小
品，我们精神好着呢。”

在六合镇新胜村村部，宣传委员
梁颖拿出手机点开该村的“新胜在线”
微信公众号，村里的基本情况和各项

办事流程一目了然，健康扶贫、产业扶
贫、教育扶贫、社会保障扶贫等惠民政
策图文并茂。梁颖说，“新胜在线”搭
建起了向广大村民传播党的声音、宣
传扶贫惠民政策的新平台，畅通了群
众快速表达意愿的新渠道。

针对脱贫攻坚中少数贫困户“等、
靠、要”思想严重等问题，复兴镇因地
制宜搭建天天广播站，开设道德讲堂，
建起文化长廊，设置好人榜，制定村规
民约，以形象的图画、通俗的语言诠释
乡风文明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激发
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变

“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我要发展、
我要致富”。

新发乡党委副书记邹凤华介绍，
新发乡每个村根据当地传统乡风民俗
和将来的文化定位，均确定了一个

“字”作为本村的文化主题。“比如全国
文明村东光村的主题文化是‘和’字，
意义就是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人与
环境之间要和谐共赢，全体村民之间
和衷共济。”

“十个一”涵育乡风文明助力脱贫攻坚

详见第3版

回顾发展成果
展望合作前景
——我驻外使领馆举办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9周年招待会

本报鄂尔多斯10月2日电 （见习
记者 郝雪莲）日前，鄂尔多斯市秋季重
大项目建设启动仪式分别在鄂托克前旗
上海庙经济开发区和准格尔旗大路煤化
工基地举行，两个旗共有17个重大项目
集中启动建设，总投资263亿元。

鄂托克前旗启动了上海庙煤炭储
备和交易中心项目、长城电厂 2×
1000MW空冷超超临界发电项目等9

个重大项目；准格尔旗启动了久泰能源
（鄂尔多斯）有限公司年产50万吨煤制
乙二醇项目、内蒙古易高煤化科技有限
公司年产24万吨合成气制乙二醇项目
2号线等8个重大项目。此次重大项目
的集中启动建设，掀起鄂尔多斯市秋季
重大项目建设热潮，对加速新旧动能转
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就业等
具有积极作用。

鄂尔多斯市17个重大项目集中启动

□新华社记者 陈芳 盖博铭
阳娜 胡喆

机会稍纵即逝，抓住了就是机遇，
抓不住就是挑战。

5年前，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走出
中南海，把“课堂”搬到了中关村。习
近平总书记对中关村寄予殷切期望：

“面向未来，中关村要加大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力度，加快向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为在全国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更好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

5年来，作为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中关村创新驱动发展情况怎
样？示范引领作用发挥得如何？新华
社记者深入中关村探访。

政策突破先行军，原始创新策源
地 —— 5年来，中关村创新生态再进
化，创新引领力迈上新台阶

170家科技企业的 340项最新创
新成果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展示中心静静陈列……

5年前，这里展出了集成电路装
备、节能环保、生物和健康等一批创新
成果。5年来，这里历经4次改造，焕
然一新。

“展示中心是世界看北京科技创
新的窗口。这里不仅是为了展示成
果，同时还在总结经验、凝聚共识。”中
心主任梁爱民说。

“敢为天下先”是中关村与生俱来
的气质，历史上，这里诞生了数个“第
一”：我国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第一家

无形资产占注册资本100%的企业、第
一家有限合伙投资机构、第一个政府
引导基金、第一部科技园区地方立法。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翟立新表示，中关村始终走在科技创
新、体制机制创新的前沿，成为深化改
革的“探路者”。

5年来，中关村全面深化改革。先
后实施科技成果转化“三权”改革、境外
并购外汇管理、投贷联动、“国际人才20
条”等改革试点，带动形成了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和激励科技人才的政策体系。

筑巢引凤、聚才引智。位于海淀
区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外籍人才服务
窗口”，正是人才管理改革的具体举
措，旨在为外籍人才提供包括企业注
册、知识产权、法律服务、投融资服务
等一系列支持。

来自也门的清华大学毕业生阿哈
迈德在 2017年底通过了有关部门审
批，很快就拿到中国“绿卡”。

“拿到‘绿卡’时很兴奋，我还与工
作人员击掌庆贺。”阿哈迈德回忆。此
后，他便一直在中关村创业，利用人工
智能及大数据等技术制作阿拉伯语新
闻信息推送平台。如今，像阿哈迈德
一样的外籍人才，中关村已有近万名。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吴江
表示，北京试点的外籍人才出入境新
政策具有开创性，向全世界释放了集
聚创新创业人才的信号，有助于提升
中国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近5年来，中关村有20多项试点
政策推广到全国或被其他国家引进，
一些科技成果转化试点政策纳入修订
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法》等法律法规。
2018年1月，海淀区发布了《关于

进一步加快推进中关村科学城建设的
若干措施》，包括关注原始创新能力跃
升、新型研发平台领航、科技金融融合
创新等9项计划和科技城市建设、科技
政府塑造、科技公民培育等7项行动，
助力打通创新发展的“痛点”和“堵
点”。作为创新之城的核心区域，中关
村创新生态不断优化。

位于昌平区的未来科学城曾是央
企人才创新创业基地，而央企也成为
未来科学城发展的优势资源。5年来，
央企资源盘活开发方案不断优化、施
工建设工作热火朝天。如今，央企联
合高校、民企在这里建立了氢能源及
燃料电池、核能材料等重点领域的5个
协同创新平台。

改革是动力，越来越多的创新创业
要素在这里聚集，人才、技术、资本形成

“新三驾马车”，为创新“开足马力”。
改革释放生产力，前沿创新成果

在中关村的良好创新业态里如涌泉般
喷薄而出。

——瞄准基础科研领域，中关村
人在突破。新型肿瘤治疗药物研发平
台、量子保密通信相关技术等在这里

“孕育”；
——瞄准“卡脖子”的领域，中关

村 人 在 努 力 。 龙 芯 通 用 CPU
3A3000、紫光展锐移动智能通信芯
片、寒武纪商用深度学习处理器等等
在这里诞生；

——瞄准前沿引领方向，中关村
人在探路。大唐5G标准、百度无人驾
驶平台、百济神州单克隆抗体抗癌药

物等一批变革性科技成果相继出现。
翻开北京市“科创地图”，中关村

“一区十六园”的布局正引领全国科技
创新中心建设的风尚。目前，中关村
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突破8万件，
是2013年的2.8倍；累计主导创制发布
标准7858项，其中国际标准330项，是
2013年的2.5倍。

在技术创新领域，利亚德集团近
年来将 LED 显示屏“像素间距”从
2.9mm研发升级到1mm以内，拼接屏
幕理论上可以做到“无限大”。集团5
年来市值上涨30倍，营业收入增长11
倍，净利润增长 20倍，LED显示产品
的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14%。

利亚德集团董事长李军表示，中
关村有若干优势其他地方没法比，一
是深厚的人才基础，二是丰富的信息
量，三是集中的技术研发资源。中关
村的创业生态中有灵魂、有文化、有基
因，创新潜力无限。

产业变革助推器，经济发展新引
擎 —— 5年来，中关村科技创新潜力
持续释放，战略支撑力迈上新台阶

实现指纹比对完全自动化的“新
一代指纹识别技术”、可兼顾分子模拟
精度与效率的“分子动力学模拟平
台”……北京大数据研究院成立三年，
收获颇丰。

北京大数据研究院院长、中国科
学院院士鄂维南介绍，研究院通过“大
学+民非+企业”体制创新、政府与社会
资本合作运营模式创新，形成了多方
协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的

“北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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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跑吧，中关村！
——写在习近平总书记率领中央政治局到中关村集体学习5周年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