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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玉琢
实习生 齐文彬 纲根

这几天，连续的降雨加快了巴尔
虎草原返青的步伐，嫩草破土而出，枝
头又生新芽。

5月12日，一支身着蒙古袍、手提
马头琴的文化宣传志愿服务小分队，
来到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巴彦哈达
苏木呼和道布嘎查建档立卡户布和巴
特尔家中。他们此行目的是要把政
策、法律、文艺等文化宣传服务送到这
户远离城镇、交通不便的牧民家中。

砖瓦房前，马头琴声伴着蒙古族悠
扬的长调，让围坐在一起的布和巴特尔
一家听得如痴如醉。简易的舞台上，乌
兰牧骑队员身着盛装，举手投足，一颦一
笑显露真情，男女独唱《黑骏马》和《梦中
的额吉》更将演出推向了高潮。饱含深
情的演绎让台下慈祥和蔼的老者和稚气
未脱的孩童，凝神屏气，沉浸其中。

演出结束后，服务小分队的队员
们又化身为志愿者，帮助牧民打理牧
场，为他们提供法律咨询，并结合当前

脱贫攻坚、扫黑除恶等政策进行理论
宣讲，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把党和政
府的新政策宣讲给牧民。

“送文化下乡演出，让我们与文化
零距离接触，法律援助和理论宣讲内
容丰富多彩，贴近生活，让我们不出家
门就了解到党和国家的惠民政策，希
望以后能更多开展这样的活动。”布和
巴特尔开心地说。

这支行走在草原上的文化宣传志愿
服务小分队，是由陈巴尔虎旗委宣传部
联合旗司法局、乌兰牧骑等单位共同组
建而成。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
阶段，他们以“志智双扶”为主要宣传
服务方向，整合文艺演出、理论宣讲、
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服务项目，重点
选择交通不便、文化生活匮乏、人口居
住分散的牧民群众开展综合志愿服
务。这支队伍将乌兰牧骑精神与中国
特色志愿服务工作相结合，打造了直
接服务基层群众的志愿服务新模式和

“流动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既促进
了文艺工作者走进牧区基层，同时也为
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的牧民家庭和建档立
卡户带去了精神鼓舞。

“流动”的舞台真情的爱

本报5月30日讯 （记者 赵娜）
记者从内蒙古科协获悉，5月30日，第
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奖励大会在
北京举行，由内蒙古科协推荐的内蒙
古农业大学副教授田建军荣获全国创
新争先奖，成为我区唯一获此殊荣的
科技工作者。

田建军主要从事畜产品科学与技
术、健康乳制品与肉制品的开发、益生菌
的功能性评价及其应用等领域的研究。
20多年来，他不断钻研攻关开发了特色

发酵乳制品、发酵羊肉香肠、发酵牛肉干
等益生菌发酵乳、肉制品，并主持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内蒙古自治
区“科技计划项目”、内蒙古自治区“高等
学校科学研究”等科研项目。

据悉，全国创新争先奖是继国家
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奖之后，我国批准设立的
又一个重大科技奖项，是仅次于国家
最高科技奖的科技人才大奖，自2017
年设立后，每3年评选表彰一次。

田建军获得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
□本报记者 刘向平 实习生 贾婷婷

5月28日，中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数字化车间内，一台六轴工业机器人精
准控制托盘不断倾斜、转动，最后将托
盘放入成品装置中。这种需要几个人
互相协作完成的工作，机器人仅仅用了
几秒钟。

“机器人的精细操作，伺服电机功
不可没，它用的是体积、质量都非常小
的电动机，但还能经受住机器人频繁的
正反向和加减速运行。”中科智能副总
经理闫荣说。

中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包头市
稀土高新区中科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
孵化企业之一，该企业年产5万台套伺
服电机产业化项目，采用日本和德国机
器人伺服电机先进技术，通过中科院电
工研究所和中科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
进行成果转化，有力地缓解了我国高端
伺服电机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产业化

完成后预计实现年产值10亿元以上。
在中科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创新

产业基地，同样吸引记者驻足的，还有
由中科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杨丽景博士提供技术支撑的磁体表面
镀膜技术。该项技术针对高性能排号
钕铁硼磁体，通过PVD镀膜实现晶界
扩散，可有效改善钕铁硼材料在高温条
件下抗退磁能力差等问题。

杨丽景告诉记者：“传统合金技术
镀膜重金属用量达到2%-3%，而晶界
扩散技术重金属用量能降至0.5%，可
大幅节约稀土资源，降低生产成本。因
为该项技术科技含量高且绿色环保，目
前，企业满负荷生产在市场上还是供不

应求。”
新型研发机构是科技创新的主阵

地，对提升企业自主创新、增强核心竞
争能力，起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自2015年中科院包头稀土研发中
心成立以来，目前已累计追踪高技术成
果40项，孵化落地高科技企业20家，
建立中试示范线 10条，产业化项目 6
个，实现科技成果技术合同交易额1.14
亿元，占包头市比重达98%。其中，中
科世纪年产5万吨世界首条稀土硫化
物着色剂连续化隧道窑中试线项目产
业化后，预计实现年产值 10 亿元以
上。中科院金属所与包钢集团合作的
高品质稀土特钢中试项目，解决了在钢

中添加稀土的“卡脖子”技术难题，产业
化完成后预计可带动形成百亿级的产
业规模。中科轩达600吨稀土镁镍储
氢合金中试项目，产品性能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并打破国外垄断。

“科技创新就是企业的生命线。今
年，我们在做好已成熟技术转移转化的
基础上，重点追踪高端稀土结构材料、
稀土功能材料的重大科学发现和应用
技术成果。”中科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
主任池建义说。

近年来，稀土高新区高度重视核心
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不断完善服务链
条、优化政策环境，逐步建立服务新型
研发机构发展的“双向征集反馈、院企
双向对接、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跟踪服
务、基地承接项目”工作机制，充分发挥
新型科研院所科技资源优势，从技术

“输血”到创新“造血”，加快形成自主可
控、安全稳定的技术创新体系，筑牢高
质量发展的科技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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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

本报5月30日讯 2020年是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
年。近日，自治区“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
脱贫攻坚”主题巡回宣讲团到各盟市进
行巡回宣讲，为如期夺取脱贫攻坚战全
面胜利鼓舞士气、凝聚力量。

5月21日下午，宣讲团来到呼和浩
特市武川县可镇巨字号行政村六号自然
村，对贫困户进行有关教育扶贫、健康扶
贫、就业创业扶贫等政策的宣讲普及。
22日上午，宣讲团在可镇进行了集中宣
讲，该镇70多名干部群众聆听了宣讲后
纷纷表示，通过这次宣讲活动，感受到了
党和政府帮扶困难群众的决心，对今后的
生活更有信心，争取早日奔小康。

5月22日，宣讲团走进包头市固阳
县银号镇、金山镇，围绕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扶贫开发的重要思想、精准扶贫重
要论述等内容进行宣讲，还走入村民家
中，就贫困户享受的脱贫政策及帮扶举
措开展了面对面交流。

银号镇东元永村村民汪金喜说：
“听了宣讲，脱贫致富更有信心了，我的
养殖业也准备往大发展，我坚信生活会
越来越好！”

银号镇麻池村驻村第一书记吕斌
表示：“宣讲增强了我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打好脱贫攻坚的
收官战、决胜战！”

5月 22日至 24日，宣讲团深入到
阿拉善盟阿左旗、阿右旗，通过走村入
户、深入田间地头、组织集中宣讲等方
式开展宣讲活动，把脱贫攻坚政策送到
农牧民和基层干部群众身边。

阿右旗阿拉腾朝格苏木查干通格
嘎查村民王桂霞说：“通过政策的帮扶
我家搞起了舍饲养羊，2019年实现稳
定脱贫，现在舍饲养殖加上政策补贴年
收入达8万多元。在党的好政策扶持
下，我们农牧民的生活会越来越幸福！”

5月23日至5月24日，宣讲团走进
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通过专题讲座和入
户宣讲两种方式，推进当地村民领导干
部准确地学习、领会、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论述。

杭锦旗巴拉贡镇山湾村贫困户刘永
刚说：“今年我在大棚上投资了6000元种
甜瓜，再有半个月就上市了，驻村工作队给
联系了企业，销路不用我发愁了，预计收入
能有25000元左右，7月份我还准备种西
红柿，已经有企业预订了。”

“国家这样大力度地扶贫，我对过
上好日子更有信心了。”杭锦旗锡尼镇
察哈尔乌素村贫困户刘文华说。

在兴安盟科右前旗巴日嘎斯台乡
兴安村贫困户保力村贫困户李贵有家，
宣讲团成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扶
贫政策：“你们的年龄大了，可以享受社
会兜底的这一项保障，万一有点小毛病
咱这报销比例也是很大的……”宣讲团
的到来，让该旗贫困群众更加坚定了打
赢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的信心和决心。

5月 22日至 25日，宣讲团深入通
辽市基层开展主题宣讲。宣讲团成员
深入浅出地讲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
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当前脱贫攻坚工作
的难点和主要任务，脱贫摘帽不是终
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等内容，

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对村民发展产业
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鼓励村民要靠自
己双手勤劳致富。

“国家政策好啊，我去年治病报销
了不少，还通过产业扶贫资金买了20
只羊，现在我已经成功脱贫了。听了宣
讲，我更有信心了，我会继续努力好好
干。”奈曼旗大沁他拉镇兴隆庄村民张
彩凤说。

5月22日下午，在锡林郭勒盟阿巴
嘎旗别力古台镇阿拉腾杭盖嘎查的党
员中心户家，宣讲团成员以通俗易懂的
方式把畜牧业生产、民族文化、乡村振
兴、产业发展，以及精准脱贫和乡村振
兴的有效衔接等内容讲解给牧民，并与
牧民就他们关心的问题答疑解惑。

在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和新
巴尔虎左旗阿木古郎镇，宣讲团围绕党
员干部要求真务实勇担当，助力脱贫攻
坚战等方面内容进行了精彩宣讲。宣
讲团还深入阿里河镇齐奇岭村贫困户
刘景双家中，与驻村干部和村民坐在一
起面对面交流，结合当地实际为村民现
场解读脱贫攻坚政策。

在巴彦淖尔市，宣讲团深入乌拉特
前旗、磴口县、杭锦后旗、五原县、乌拉
特中旗的部分乡镇村组、贫困户家中进
行宣讲。宣讲团成员、呼和浩特市回民
区坝口子村驻村第一书记于俊廷结合
自身工作实践，对第一书记职责、怎样
做好第一书记、建强基层组织、加强基
层治理等内容进行了详细阐述。

磴口县补隆淖镇宣传委员张建民
说：“于俊廷同志的宣讲与我们的身边

事身边人联系非常紧密，为我们的扶贫
工作指点了迷津、带来了妙方。作为一
名基层干部，我们将把这次宣讲精神落
实到工作中，将扶贫工作做细做实。”

5月25日，宣讲团走进赤峰市巴林
左旗林东镇开展主题宣讲，百余名镇村
干部前来听讲。宣讲团围绕当前脱贫
攻坚工作的难点，巩固现有脱贫攻坚成
果，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作了宣
讲。宣讲团还走进该旗异地搬迁扶贫
产业园、林东镇福山地村，就提出的土
地承包、脱贫户持续增收、医疗保障等
问题，一一做了解答。群众听了非常满
意，也非常解渴。

在乌兰察布市，宣讲团以及当地宣
讲员分两组深入10个旗县市进行了近
30场宣讲。在四子王旗，为了让群众理
解得更透彻，宣讲团和当地的乌兰牧骑队
员用蒙汉双语向群众讲解医疗、产业等方
面的富民惠民政策，鼓励他们坚定自信，
鼓足干劲，争取早日过上小康生活。

各盟市的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纷纷
表示，在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进入
倒计时、发起总攻的时候，这样的宣讲犹如
一场及时雨，真解渴！增强了脱贫致富的
信心，对脱贫攻坚政策更加了解、熟悉了，
加深了对政策的把握，在今后的工作中，将
进一步宣传好各项政策规定，并把这些好
做法、好经验运用到实践中去。

（综合本报记者 郑学良 宋阿
男 刘宏章 王玉琢 郭洪申 胡日
查 高敏娜 巴依斯古楞 韩继旺
李玉琢 徐永升 皇甫美鲜 见习记
者 薛一群报道）

这样的宣讲犹如一场及时雨，真解渴！
——自治区“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主题巡回宣讲团到各盟市进行巡回宣讲

5月30日，工作人员正在稻田插秧。据了解，为了提升沙区旱区农业产
值，带动沙区旱区发展相关产业，磴口县人民政府与北京仁创科技集团合
作，成立合资公司，利用“生泰保水砂”种植技术进行沙漠改造及盐碱地改
良，并打造1000亩光伏沙漠有机水稻试验示范基地和开展500亩盐碱地改
良试验示范项目，实现沙漠变良田、沙漠变绿洲，为沙漠综合治理提供了现
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来春誉 摄

沙漠变良田

□本报记者 徐永升 实习生 美令

“布仁特格喜家的猪养得好，肉吃
着香！”在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坤都镇
高林嘎查，说起布仁特格喜，村民们对
他赞不绝口。“别看两口子之前日子过
得紧巴，可他们家是嘎查里的孝老爱
亲户，对老父亲可孝顺嘞！”

3年前，上有87岁的老父亲常年
生病吃药，下要供孩子读书，布仁特格
喜本人还是三级肢体残疾，不能从事
重体力劳动，与妻子仅仅靠耕种9亩土
地和打临时工的微薄收入维持家中生
活，一家人的生活捉襟见肘。

就在布仁特格喜对未来一筹莫展
时，党的扶贫政策如春风吹进了他的
家，吹活了他的心。2016年，他家被
嘎查精准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从
2017年开始，布仁特格喜就陆续享受
到了各种帮扶政策：办低保户、代缴新
型合作医疗保险、产资收益分红、教育
扶贫补贴、危房改造……一家人不仅
生活有了保障，还住上了干净、整洁、
暖和的房子。他的女儿天生残疾，右
手侧桡骨脱位，嘎查、驻村工作队和帮
扶单位联系旗蒙医院，请专家免费为
她做了手术。

2018年，驻村工作队和嘎查两委
根据他家实际情况，帮助其发展投资
少、见效快的养猪项目。以前他多次
想过发展养殖业增加收入，但是一直
没有启动资金，现在有国家扶贫政策
的支持，进一步坚定了他要通过养殖
实现脱贫致富的决心。嘎查为他免费
提供了8000块砖，建了4间猪舍，第一
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又协助其从信用社
借到1.5万元的低利息贷款，购买了14
头仔猪，帮扶单位又为其提供了8000
多元的养猪饲料。干部的关怀，政策
的扶持，给他家带去了关怀和鼓励，他
暗下决心，一定好好干争取早日脱贫

致富。
布仁特格喜是个肯学肯干的勤快

人。为了学习先进养猪技术，他坚持
每期收看央视农业频道“致富经”栏
目，经常从镇文化站、嘎查图书室借回
相关资料阅读，并且不断请教镇畜牧
站技术人员和有养猪经验的牧民为自
己“充电”，最终掌握了一手具有自己
独特养猪技术的本领。养猪的活儿又
脏又累，猪舍臭气熏天，他每天巡视猪
舍，查看小猪健康情况，药杀苍蝇，打
扫卫生，使猪舍内外保持干干净净，这
样的日子既单调又辛苦，可他从不觉
得累，看着小猪一天天长大，他的内心
无比开心。

天道酬勤。2019年，猪市场一片
大好，布仁特格喜的猪膘肥体壮。为
能卖上更好的价钱，脑子灵活又懂市
场的他与妻子自己杀猪收拾后去市场
卖肉，由于他家的猪肉品质优良，每次
都很快被一抢而空，养猪一年的纯收
入达到 3 万余元，成功甩掉了“贫困
帽”。欠的外债渐渐还清，布仁特格喜
尝到了养猪增收的甜头，一家人的生
活也渐渐得到了改善。

挣了第一笔钱后，布仁特格喜对
脱贫致富信心满满。育肥猪卖完了，
他又买来12头仔猪养殖，并将自家的
9亩地全部种上玉米，解决养猪所需的
饲料。如今，在十里八乡，布仁特格喜
已经成为群众眼中的养猪达人，经过
几年的实践，他成功探索出了一条绿
色科学养猪的实用技术，猪的品质好
也为他赢得了市场，换来了经济效益，
仅此一项纯收入便达到4万元，为自己
的稳定脱贫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书读的少，但是我知道脱贫不
能等靠要，人只要勤奋、肯干，再苦、再
难的日子都能熬出头，日子一定会越
来越好的！”身残志坚的布仁特格喜相
信，只有靠勤劳的双手，才能创造出属
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养猪“达人”脱贫记

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文明实践在行动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

63.遇到呼吸、心跳骤
停的伤病员，会进行心肺复
苏。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

64. 抢救触电者时，要
首先切断电源，不要直接
接触触电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