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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观

□本报记者 刘玉荣

在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部林区生长着一种
珍贵稀有的树种——西伯利亚红松，也称为国
松，属国家三级濒危物种。一年四季常青，木
材轻软、细致、纹理直、耐腐蚀性强，为建筑、桥
梁、枕木、家具等优良用材。近几年，即使是寒
冷干燥，满目灰蒙枝丫的冬季，在阿龙山林业
局施业区依然可看到片片深绿。这片绿就是
西伯利亚红松（以下简称西红），这种树不仅给
大兴安岭增添了绿色，释放了更多的氧气，果
实也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可食用、可药用，又可
榨油供食用及工业用。但西红的籽不易传播，
林下天然更新差，幼苗极少。

初秋的内蒙古大兴安岭，处处是美景，满
山的果实极其诱人，空气清新凉爽。“快看，这
株西红有 3 颗树塔果实！”西红在大兴安岭自
然条件下结树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家
立刻围了过来，只见 4 米多高的西红松树尖
上，3 颗 2 厘米长的果实已经呈现出饱满的样
子。科研队员立刻将准备好的工具架起，罩到
珍贵的松塔上采摘。记者恰好跟随阿龙山林
业局西红科研团队来到原塔直林场 3 支线看

到了采摘西红种子的一幕。
林间科研人员超级兴奋，“我们终于有自

己的子代西红种子了。”“阿龙山经过 28 年自
然环境的驯化和人工抚育，才有了收获，太不
易了。”⋯⋯科研人员你一句我一嘴兴奋地说
着。科研队员马红艳告诉记者，前几天，他们
经过反复摸索，才制作出了这种既不损伤树
木，还能提高采收效率的简易工具。

据悉，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的树种以兴安
落叶松和白桦为主，较为单一，因此森林树木
的抗逆性、抗疫性比较脆弱。为实现植物多样
性，从 1990 年开始，阿龙山林业局引进西红，
逐渐建立起了西红采穗圃和良种基地。目前，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阿龙山林业局良种基地
的 6 万多株西红树苗已进入速生期，平均树高
3.7 米，最高树达 5.1 米，部分红松已经开始挂
果。这标志着我国濒危物种西伯利亚红松在
内蒙古人工培育成功。但美中不足的是，因为
条件限制，早期在广袤林场的山野中种植的许
多西伯利亚红松没有进行 GPS 定位，也没有
留下任何相关数据，“失散”在了宛如汪洋的大
森林中。

为此，2013 年，阿龙山林业局专门成立了
西伯利亚红松珍贵树种试验科技攻关小组，主

要攻关项目为西伯利亚红松购种试种、大苗抚
育、信息化管理等。2014 年，对每一块西伯利
亚红松林里的每一株红松，进行了树高、胸径、
地径、生长量、侧枝长度等数据的测量，并认真
做好记录，挂上号牌。把每棵树的相关数据录
入电脑，利用网络将每棵树的相关数据生成独
立的二维码，对号入座，悬挂到每棵树上。通
过使用二维码保护，使西伯利亚红松在信息化
管理中健康成长。逐步建立了西伯利亚红松
数据库。

因为种子珍贵，种子采收完毕之后，还要
对种子进行冬储和催芽。到了种子催芽的季
节，队员们就会 24 小时盯着放种子的地方，种
子只能在±1 度之间保存，太高太低都不行。
由于条件有限，全靠人工调节，一旦温度异常，
队员们半夜跑到窖藏室也是常有的事。冬天
零下四十六七度的时候，队员们就要去河里刨
冰，为春天给种子降温做准备，用冰给种子降
温的方法也是团队经过多次尝试才找到的土
办法。

西伯利亚红松珍贵树种试验科技攻关小
组队员们，望着眼前这颗粒饱满、如拳头大的
西红子代树塔，发出了会心的微笑。一粒种
子，就是一份希望。

内蒙古大兴安岭首获西伯利亚红松子代树塔内蒙古大兴安岭首获西伯利亚红松子代树塔

□本报记者 于海东

前不久，一个来自天津的旅游团走进乌
海，他们在感叹美丽风光的同时，对这座城市
的清新靓丽更是大加赞赏。游客们说，没想到
这座沙漠边缘的煤炭城市竟然天蓝地绿水清，
城区如此干净整洁。

这个赞赏是乌海市持续 6 年争创国家卫
生城市的努力换来的。在迈向全面小康的征
程中，乌海市将人民群众享受健康生活作为一
个重要目标，从 2014 年起启动了新一轮创建
国家卫生城市工作。目前，城市生活垃圾无害
化 处 理 率 达 99% ，生 活 污 水 集 中 处 理 率 达

97.5% ，本 市 居 民 对 卫 生 状 况 的 满 意 率 达
97.7%。

乌海市委、市政府强力推进，2018 年，市
委书记亲任创卫总指挥。创卫督导组每周对
三区进行督导检查，针对发现的问题现场督
办，形成了“小事不过夜、大事不过周”的工作
机制。市政府主要领导与 56 个责任单位主要
责任人签订了目标责任书，将创卫工作纳入了
市政府目标考核管理体系，确保各项任务落到
实处。

针对城市基础设施薄弱环节，乌海市实施
“五大工程”，在城市绿化、美化、净化、亮化和
畅通上下狠功夫，累计完成城建投资约 120 亿
元，建设项目 40 余项。通过绿化工程，建成区

绿地总面积达 2596 公顷，城市街道绿化率达
100％，城市街道绿化普及率达 95％以上；通
过净化工程，以水、大气污染防治为重点，强力
实施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城市饮用水水源地水
质达标率保持在 100%，饮用水净化覆盖率达
100%；通过美化工程，对临街墙体立面、楼顶
面卫生、户外违章广告等持续清理；通过对湖
泊、道路、桥梁、公园广场、绿化带和临街建筑
亮化工程，市区路灯覆盖率达 100%；畅通工
程更是改善了城市上下班高峰期拥堵的状况，
形成便捷畅通的城市路网。

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过程中，越是与群
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薄弱环节，越是治理重点，
成为群众受益最多的亮点。乌海对小餐饮及

“五小 ”行 业 开 展 多 部 门 联 合 执 法 ，为 全 市
4000 多家小餐饮店、小浴池、小旅馆等健全
卫生组织制度、改善硬件条件、完善“三防”设
施、落实消毒制度、整治店面卫生。此外，对
背街小巷、居民小区、集贸市场、市容环境卫
生、病霉生物、城乡环境卫生进行综合整治。
目前，全市已建成自治区级卫生村 13 个、卫
生镇 3 个，千里山镇于近日还被命名为国家
卫生村镇。这些整治得到了群众的充分认
可。乌海市海勃湾区新天地市场变得干净整
洁后，居住在附近的 86 岁孟宪久老人兴奋不
已，他在市场里左转右转看不够，最后，老人
特地给海勃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写来一封表
扬信。

聚焦薄弱环节 实施“五大工程”

乌海：让居民享受健康洁净生活

盟市·风景线

本报乌兰察布 9 月 7 日电 （记者 皇甫
美鲜 实习生 郭羽）近日，乌兰察布市交管
支队车辆管理所再次被评定为全国一等车辆
管理所，这是该所继 2016——2017 年度以来
连续两次获此荣誉称号。

乌兰察布市交管支队车辆管理所遵循“群
众第一、效率第一、质量第一”的服务理念，创新
推出做优执法服务窗口，让群众“顺心”；做精便
民服务窗口，让群众“暖心”；开设蒙语服务窗
口，体现服务“贴心”；增强主动靠前服务意识，
体现服务“热心”；关注特殊残障群体，体现服务

“爱心”。通过“五心”举措，全力提升工作服务
水平。主动延伸“三类服务”，持续释放“放管
服”改革红利，让办事群众有更好的获得感和满
意率。实行“零距离”服务，下放 11个县市区交
管大队车管所业务权限，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
解决问题；实行“全方位”服务，在全市 10 个旗
县和集宁区的 45个邮政网点、4家汽车销售 4S
店开办交管业务，让市民“就近能办、多点可办、
少跑快办”；实行“网络化”服务，通过交通安全
综合服务管理平台、“交管 12123”手机 APP 等
网上服务，达到多平台、多渠道办理网上约考、
网上选号、补换牌证等服务畅通无阻。

乌兰察布车管所
再获全国一等车管所称号

本报通辽 9 月 7 日电 （见习记者 薛一
群）近日，通辽市科左后旗科技特派员来到该
旗常胜镇固日班花村，为 21 个贫困户讲解玉
米浅埋滴灌增产增收与病虫害防治等实用技
术，并发放种养殖技术手册，通过培训提高农
户科学种养技能。

科技特派员进村入户、提供精准技术帮扶
是今年通辽市科技活动周的一项重要内容。
本次科技活动周以“科技战疫 创新强国”为主
题，在全市范围内举办科技战疫成果展示、科
技下乡、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科技创新政策培
训、开放优质科普资源、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对
接会等 20 项系列活动，针对群众关注的科技
热点，还将开展科普讲解、实验演示、示范传授
等互动性、参与性、体验性强的科技活动和丰
富多彩的科普惠民活动，促进科技强国和科学
普及协同发展。此外，还将免费向社会开放全
市重点科技创新平台、科技园区、高新技术企
业、科普场馆、科普教育基地等科技资源。

通辽市
20项系列活动丰富科技活动周

本 报 包 头 9 月 7 日 电 （记 者
格日勒图）上半年，包头市财政累计
下 达 困 难 群 众 各 类 救 助 补 助 资 金
19599 万元，统筹用于城乡低保、特困
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流浪乞讨
人员救助、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基本生活保障等支出，保障人数约 3.6
万人。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包头市全面
提高城乡困难群众生活补助标准，提
标增支 2673 万元。城市低保人均财
政补助标准提高 40 元，达到每人每
月 750 元；农村低保人均财政补助标
准提高 604 元，达到每人每年 6644
元；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特困人员
护 理 费 人 均 财 政 补 助 标 准 提 高 13
元，达到每人每月 1144 元；部分丧失
生活自理能力特困人员护理费人均
财政补助标准提高 5 元，达到每人每
月 440 元。

包 头 市 坚 持 有 困 必 帮 、有 难 必
救的原则，适度扩大临时救助范围，
实 现 应 救 尽 救 ，对 基 本 生 活 受 到 疫
情 影 响 陷 入 困 境 ，相 关 社 会 救 助 和
保障制度暂时无法覆盖的家庭和个
人，及时纳入临时救助范围。截至 6
月 底 ，财 政 累 计 拨 付 临 时 救 助 补 助
资金 661 万元，涉及 6 个旗县区，惠
及 6237 人。

包头市实施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
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2020 年
1——2 月份，价格临时补贴城市补助
对象每人 36.68 元及 35.29 元，农村补
助对象每人26.13元及25.14元。受疫
情影响，3——4 月国家阶段性提高临
时价格补贴标准 1倍，并将事实无人抚
养的儿童纳入补贴范围，补贴标准为：
城市补助对象每人 60.9 元及 60 元，农
村补助对象每人 43.7 元及 34.65 元。
1——4 月 累 计 发 放 临 时 价 格 补 贴
644.9万元，惠及人数16.77万人次。

包头市发放扶困
救助资金近 2 亿元

本报鄂尔多斯 9 月 7 日电 （记
者 王玉琢）“健康鄂尔多斯”八大防控
重大疾病行动日前在康巴什启动。

“健康鄂尔多斯”主要围绕中小
学健康促进、职业健康保护、老年健
康促进及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
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传染病和地
方病的突出问题进行重点干预。启
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义诊活动，免费
为市民测量血压等，同时发放重大疾
病预防知识手册、保健常识、食品安
全与饮水卫生等读物以提高广大市
民的健康意识。

今年以来 ，鄂尔多斯市加快推
动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
中心”的转变，认真组织实施八大专
项防控行动，即心脑血管疾病防治行
动、癌症防治行动、慢性呼吸系统防
治行动、糖尿病防治行动、老年健康
促 进 行 动、传 染 病 及 地 方 病 防 控 行
动、职业健康保护行动、中小学健康
促进行动。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
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
切实提高全市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
和生命质量。

据了解，“健康鄂尔多斯”行动计
划从 2020 年开始至 2030 年结束，是
鄂尔多斯市贯彻健康中国以及健康内
蒙古战略，实施推进健康鄂尔多斯战
略的重要举措。目前，这一行动已取
得一定成效，截至 6 月 30 日，该市共
报 告 法 定 传 染 病 较 去 年 同 期 下 降
26%，无甲类传染病报告，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果。鼠疫防控工
作规范有序开展，目前尚无人员疫情，
艾滋病也保持低流行态势。肺结核患
者归口治疗率达到 100%，成功治疗
率 为 92% 。 布 病 患 者 及 时 就 诊 率
100%、规范治疗率及治愈率均达到
了 90%以上。

“健康鄂尔多斯”
在行动

□本报记者 皇甫秀玲 摄影报道

金秋时节，薯麦飘香。在日前举办的
第八届武川莜面（燕麦）文化节暨莜面美
食技能大赛上，民间高手一展莜面制作绝
技，晒出了独具特色的武川莜面“诈马
宴”，百余种莜面制品组成的美食盛宴，让
游客一饱眼福。

在比赛环节，百余名参赛选手纷纷拿
出看家本领，亮出自家绝活。在展示环
节，各参赛组展示的莜面制品琳琅满目，
家家都在精心制作传统莜面的基础上，想
方设法变换花样，推出了莜面烧卖和蒸饺
以及莜面酿皮等新吃法；被做成的莜面青
蛙、莜面白菜等花鸟鱼虫，颠覆了人们对
以往窝窝、鱼鱼等传统样式的观念；形状
美观漂亮并赋予吉祥、祝福寓意的果蔬花
式莜面美食，吸引着观者的眼球。

武川素有“莜面之乡”“武川莜面甲天
下”的美誉。2009年武川莜面制作技艺被

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6
年，武川莜面以其独特的制作技艺和营养
健康被国家质检总局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一年一度举办的武川（国际）燕麦文
化节暨莜面美食技能大赛，就是为了将莜
面制作技艺这一自治区级非遗项目传承下
去，将武川莜面文化传播出去，让全国各地
的人们知晓并爱上武川莜面。

武川莜面 香飘塞外

□本报记者 王塔娜
实习生 史子龙 蔡慕超 摄影报道

近日，在由赛罕塔拉苏木人民政府主办，
阿鲁科尔沁旗奶食协会承办的“大世界基尼斯
之最”申报活动现场，99 户牧户收集 1 万斤鲜
奶，同时用 15 个锅加热搅拌制作成功世界最
大、重达 832 斤的奶豆腐。

阿鲁科尔沁旗有代代相传以纯、净、美著
称的传统奶食品制作工艺，形成了自己的“察
干伊德”文化符号。奶豆腐也称奶干，是“察干
伊德”中不可或缺的品类。把鲜奶放置发酵
后，撇去上层白油，再倒入锅里煮熬，等奶呈老
豆腐状，装入刻有各种图案的木模，放通风处
晾干即成。此次活动，是以宣传推广蒙古族奶
食文化，促进传统奶食品制作与科技融合，带
领牧民振兴民族奶食品，提升奶食品质量，增
加牧民收入为目的而举办的。

世界最大奶豆腐诞生

敬礼！近日，北部战区陆军某部官兵携带
相关装备和物资，从满洲里铁路口岸出境赴俄罗
斯参加“国际军事比赛—2020”。满洲里出入境
边防检查站增派警力护航军列，抽调业务骨干登
车查验证件，保障参赛军列高效便利通关。

本报记者 李新军 实习生 卢兵兵 摄

盟市·聚焦

莜面美食技能大赛制作现场。 我与作品合个影。

多姿多彩的莜面制品。

我的作品我的作品。。

近日，呼和浩特市工信局组织机关、二级单
位党员干部30人，前往回民区攸攸板镇当浪土牧
村开展“爱国卫生义务劳动”和“除蒿草、清垃圾、
洁环境”志愿服务活动，为共同营造整洁优美、文
明和谐的城市环境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本报记者 刘洋 实习生 张立富 摄

保障军列高效通关保障军列高效通关

志愿服务除蒿草志愿服务除蒿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