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通辽 11 月 1 日电 （记者 郭洪
申）今年以来，通辽市聚焦做好“六稳”“六
保”，全力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先后出台了

《通辽市关于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稳定经济运
行的若干措施及分工方案》《通辽市 2020 年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实施方案》《关于金融支
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通辽市
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实
施意见》《关于明确通辽市复工复产疫情防
控标准的通告》等一系列政策性文件，确保
惠企政策落实落细落地，着力解决企业经营
发展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目前，该市已累计实现各项新增减税降

费 4.07 亿元。返还 391 家企业的失业保险
补 贴 2566 万 元 ，累 计 减 少 企 业 电 费 支 出
3000 万余元，共减免 98 家中小企业房产税
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567 万元。

该市还通过积极组织召开银行业支持民
营企业座谈会，金融服务民营企业推进会，金
融“保项目、入园区、进企业、下乡村”专项行
动以及“金融服务民营及小微企业百日行”等
活动，构建起了长期稳定的“政金企”关系。
全市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 395.4亿元、授信
户数 2430 户，比年初增加 9.22 亿元、421 户，
分别增长 2.39%、20.96%。全市金融机构共
向民营企业累计投放贷款 149.32 亿元，落实

续贷90户、展期44户，本金共计49.7亿元。
与此同时，通辽市持续深化“放管服”改

革，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全市经
济高质量发展。审批告知承诺制、“最多跑一
次”“证照分离”“多规合一”、利企便民事项“一
网通办”、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党建引领“一号
通办、镇街（苏木）统办”等 30余项改革举措集
成推进，为企业减负、为创新清障、为公平护
航、让百姓受益。目前，一体化平台政务服务
事项网上可办率达 92.4%，全市“最多跑一次”
办事事项占入厅事项的90%以上。特别是，不
断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初步实现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30天办结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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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梁海龙

在前不久举办的第三届农民丰收节上，
赵军锋被乌拉特前旗评为“杰出种养大户”。
时值深秋，记者来到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
先锋镇，走进投资 1000 余万元建成的 100 多
栋钢架大棚内，见到了这位在外闯荡多年，如
今回到家乡创业的能人。

据了解，赵军锋 1990 年初中毕业便离开
家乡到内蒙、山西做水果批发；1998 年至今在
北京新发地搞专业果蔬批发，去年回来种瓜
果蔬菜。

一位分管农业的旗领导说，赵军锋回来
的正是时候，创建“天赋河套”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正需要这种“手里有渠道，眼里有商
机，圈里有人脉”的领头人。

销售是强项，种地是弱项，扬长更要补短

赵军锋，1974 年生人。起初只想成立合
作社，由农民负责种植，自己负责技术和销
售。起步高规格：园区规划使用台湾技术，土
壤改良使用美国技术，不同种植品种分别从海
南、广西、台湾等地聘请技术能人。但未料，农
民不愿承担种植、经营风险，只愿以土地入
股。“虽然销售是我的强项，但此时也只能亲自
稼穑，待获利后再让农民参与全产业链。”

去年，他种植樱桃番茄旗开得胜，亩产 10
吨左右，每公斤售价 16 元，亩毛收入达 16 万

元。主销南京、嘉兴、青岛和西安等地。有发
达的冷链物流支撑，48 小时内就可送达国内
一二三四线城市。

今年他种植了 6 个瓜类品种、5 个番茄品
种，南瓜、脆皮瓜 3 个品种，且果实品质、产量
都好于去年，销价也高，日本网纹蜜瓜每公斤
能卖到 40 元。

海南省乐东县技术员叶超介绍，赵军锋
团队的技术超前，从使用地膜上即见。使用
的双色膜一面黑一面灰，既吸热又反光，膜
厚，可用 2 年。还把“土地利用最大化”理念用
到极致，连大棚之间的空地也种满了果蔬。
在这里干活儿，劳动报酬机制灵活，可局部承
包工作量，也可全程参与、收入分成。

河套农民如何才能有自信？种植“小西
瓜”得启示

生意需要，他常出国采购。在国外家庭
农场，看到农民很自信，不愁卖不出。而他的
父亲至今还是河套农民，年年担心卖出难。
他一直在思考中求解。

他说，目前东南亚、北美南美的果蔬大多
销往中国。果农依照中国市场需求安排种植，
外国人喜欢吃酸的，中国人喜欢吃甜的。外国
的水果好销，固然有地理环境、气候差异、品种
独特等原因，但也有种植管理模式、商业营销
手段先进的一面。河套农民的种植精细化水
平、付出的劳动不比外国人低、少，但在标准化
生产、品种选择、商业运作上尚存差距。

新技术应用，种植适销对路产品，加强标
准化、组织化、规模化建设，是河套现代农业
的出路。

同样每亩地投入 1000 多元的羊粪钱，而
农民常把买来的羊粪直接施用。但正确的做
法是，先将羊粪发酵、去杂、提纯再施田。施
法不同，效果大相径庭。

再如，现在各地种西瓜都在比个头大，而
我国现在城市多是三口之家，一颗十五六斤
的瓜，切开吃不完，只能冰箱储存，导致口感
差。目前有一种俏西瓜，也叫巴掌西瓜，三二
斤一个，全家即时消费正好，销售火爆。国内
近年出现的小柿子、小花生、小红薯当属此类

“新潮流”。
河套农民如果要在田地里找到自信，就

必须从基础工作做起。
比如，种植和销售要有品种功能化定位。

长酥 891 香瓜的特点是口感酥软、含糖量适
中，血糖高的人群可适度食用；香酥 8 号是‘沙
漠蜜’系列品牌里最甜的，高糖者则需慎选。

搞农业原来如此不易，智勇双全才能风
景独好

赵军锋的新胜农业合作社落地仅 2 年，但
是带着“商业头脑”和全国“技术能手”来的。角
色转化为“农民”后，专门走访了山东、云南、海
南、广西等特色种植地区，他在不同地区种植和
品种优势中找“差”、在新卖点上找“风口”。

他 发 现 河 套 地 区 的 潜 力 源 也 在“ 生 产

后”。如，有许多好产品，未设机器智能分选
程序，直接人工装箱出货，品质缺乏标准化，议
价缺乏主动权。去年他建立了分选场，把樱桃
番茄分成三等，8 至 12 克、12 至 18 克、18 至 25
克。分装后，西安的一个超市把 8至 12克的全
部统购，起名“迷你”小柿子，价格出奇得高。
传统概念中的“小”变成了现在的“好”。

在销售中，他还发现，许多商家对现代物流
业和原产地产品个性认识不足，把握不住采果

“火候”，有的为了“抢”价格高点，在不成熟期就
采摘销售；有的过度考虑了物流时间，在六七成
熟时就采摘，误导了口感，损坏了品牌。而他坚
持熟至“九成摘”，不吝成本，品牌优先。

“只要种出好的东西，不怕没有识货人。”
一位去年吃过他种的“白莲脆”香瓜的包头
客，今年购买 200 多盒自用和赠亲。

在包装物选择上也很讲究，外包的文化
内涵和美感，防压、防潮、通风、搬运、堆型等
功能，一应以占位高端市场为准。去年，他的
樱桃番茄每公斤从 10 元钱一直涨到 20 元钱，
别人按角议价，他按元涨。

“搞农业太难，管不住风，管不住雨，管不
住霜冻。”可预见性小，突发性事件多。“我搞
商业贸易能实现事先计划的 80％，而搞农业
连 50％也实现不了。”去年“9.12”的一场大
雨冰雹，把部分番茄打出疤痕，效益受损。

但是，尽管如此，赵军锋仍初心不改：“现
在国家都在大力倡导绿色、高质量发展，‘天
赋河套’之路一定会越走越宽。”

赵军锋：回乡创业的“杰出种养大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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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乌兰察布 11 月 1 日电 （记者 皇甫
美鲜 实习生 张国欣）近日，随着火车汽笛声
的响起，满载货物的一列火车从七苏木国际物流
枢纽铁路物流中心驶出，经由二连浩特口岸出境
驶往俄罗斯莫斯科市，标志着乌兰察布七苏木国
际物流枢纽铁路物流中心正式开通运营。

七苏木国际物流枢纽铁路物流中心工程作
为乌兰察布国家枢纽建设的代表项目，定位为集
装箱多式联运中心、中欧班列枢纽基地，承载国
际、国内八大物流通道货物在乌兰察布的集散、
中转、分拨功能，实现国际物流运输的“一站式”
服务和公铁水“一票达海”。该工程作为七苏木
国际物流园区的配套铁路专用线，将以办理集装
箱为主，兼顾成件包装、木材、农副产品等品类的
集散任务，满足中欧班列、快速货物班列、管内货
物快运列车和多式联运等运输需求，对于提升当
地区域物流效率、带动地区就业、扩大地方税收
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乌兰察布七苏木
国际物流枢纽铁路物流中心
开通运营

本报呼和浩特 11 月 1 日讯 （记者 刘洋）
呼和浩特市把消费扶贫作为带动贫困群众持续
稳定增收、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致贫的重要
抓手，截至目前，扶贫产品销售额已达 2.13 亿元，
较去年全年销售额翻了一番。

呼和浩特市新建占地 1000 平方米的消费扶
贫集采服务中心，开展优先采购、以购代帮、旅
游消费等活动。大力实施“线上线下”“需求定
制”扶贫产品销售行动。采取“网上访亲+网下
走亲”形式，倡导驻村干部网上帮助贫困户梳理
发布自产自制商品，网下对接消费载体，建立“企
业订单式采购、贫困户订单式种植养殖”的产、
供、销紧密结合新路子。在加大扶贫农特产品生
产基地建设方面，呼和浩特市支持扶贫龙头企业
参与扶贫产品生产、储藏、加工、运输、销售等，带
动产地和消费地形成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全
链条联动。同时，积极组织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
开展扶贫产品认定，争取更多扶贫产品进入《全
国扶贫产品目录》。加大经营主体无公害、绿色、
有机农产品和国家地理标志申报、创建工作的支
持力度，加大地理标志商标龙头企业支持力度，
探索“企业+农户+商标”模式，推动形成一批知
名地理标志商标。 （记者 刘洋）

呼和浩特市
今年扶贫产品
销售额已达 2.13亿元

本报兴安 11 月 1 日电 （记者 胡
日查 高敏娜）我区首台“5G 移动卒中
单元”揭幕仪式日前在兴安盟人民医院
举行，这一重大突破为兴安盟建立完善
卒中移动医疗急救新模式、新标准奠定
了坚实基础。

5G 移动卒中单元是将移动 CT 和相
关的检验仪器装配在救护车上，在 5G 网
络下形成集神经症状学检查、CT 诊断和
静脉溶栓治疗、脑出血微创手术为一体
的救治单元，利用 5G 高速率、低延时、大
连接的特性，将急救部分工作前移，实现

“上车即入院”，抢占救治的黄金时间。
近年来，兴安盟先后加入国家、自

治区卒中中心联盟，成立了兴安盟卒中
医学分会及卒中中心，通过建立优化绿
色通道和加强多学科协作，广泛开展脑
卒中各类适宜技术，兴安盟心脑血管疾
病诊疗能力不断提高。仪式上，兴安盟
人民医院与各旗县市人民医院共同签
署联盟协议书，成立兴安盟卒中中心联
盟，共同组建卒中防治网络和卒中地
图。通过联盟各成员单位的密切配合
和交流协作，提升脑卒中相关疾病的诊
疗能力和服务水平，更好地为广大人民
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当日，兴安盟人民医院还与中国联
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兴安盟分公司签
署“5G+智慧医疗”战略合作协议。下一
步双方将共同发力，创新智慧医疗领域
建设，树立兴安盟医疗行业标杆、打造
内蒙古具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医院和智
慧医院。

兴安盟
有了我区首台
5G 移动卒中单元

本报呼和浩特 11 月 1 日讯 （记
者 皇甫秀玲）前不久，呼和浩特市“十
三五”科技创新成果展多角度、全方位展
示了“十三五”以来，呼和浩特市在新材
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现代农牧业、医疗
卫生健康等领域产生的 150 余项科技创
新成果，此次展览领域宽、亮点多、富创
意，科技含量十足，对于促进各地科技创
新领域技术交流合作及技术转移转化，
宣传推广创新产品，营造科技创新生态
将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据悉，“十三五”以来，呼和浩特市深
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紧紧围绕“十
三五”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目标，加快
落实各项改革举措，不断完善科技创新
体系建设，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着力
培育科技创新主体，拓展科技领域合作，
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全市高新技术产业、
现代农牧业和社会科技事业发展步伐进
一步加快，创新能力明显提升，创新综合
实力显著增强。全市高新技术企业增加
到 311 家，占全区总数的 34%；入库科技
型 中 小 企 业 140 家 ，占 全 区 总 数 的
37%。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8 项，自治区
科学进步奖 179 项，获奖数量比“十二五

“时期增长了 171%。技术合同成交额
达 55.47 亿元，其中技术交易额 37.91 亿
元 ，分 别 占 自 治 区 总 额 的 57.14% 、
61.42%，均居全区首位。全市共建成各
级各类创新载体、平台 269 个，拥有各级
各类研发机构 423 个，均比“十二五”增
长 85%以上。科技创新已成为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呼和浩特市“十三五”
科技创新硕果丰

连日来，天鹅飞临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黄河
沿岸湿地，成为暮秋时节一道亮丽的风景。每年
10 月下旬，大批天鹅飞临该县黄河沿岸，做短暂
调整休养。

本报记者 郑学良 实习生 马斌 摄

天鹅飞临

加工企业
生产车间。

牧民们迎来丰收季牧民们迎来丰收季。。

牧 民 按 照 订
单 送 羊 到 加 工 企
业。

牛羊肥壮出栏忙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摄影报道

金秋十月是草原上的收获季
节。今年入夏以来，锡林郭勒大草
原风调雨顺、牛羊肥壮。

10 月 20 日一大早，阿巴嘎旗
别力古台镇巴音乌拉嘎查牧民张
景远把要出栏的羊羔留在羊圈里，
联系好了拉羊的车辆。他说：“今
年羔羊价格不错，胴体价格每斤达
到 32 元，我打算把今年接的 360
只羔羊全部出栏。”

当天中午时分，满载张景远家
羔羊的 4 辆农用汽车，来到了位于
别力古台镇的额尔敦食品有限公
司屠宰加工车间旁，待走完检验检
疫等相关程序，等着过称结算款
项。

今年秋季，锡林郭勒草原上的
牧民迎来了又一丰收的季节。近
期，牧民们赶着好价钱，把今年打
算出栏的羔羊送到临近的肉食品
加工企业，忙得不亦乐乎。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采取多项
措施，依托加工龙头企业，鼓励引
导广大牧民早出栏、多出栏、快出
栏，做到应出尽出，切实减轻草牧
场压力，降低饲养成本和经营风
险。

截至 10 月 22 日，锡林郭勒盟
共出栏大小畜 712.56 万头只。有
45 家活畜交易市场开市，共交易
373.79 万头只，同比增加 121.07 万
头只；全盟 74家屠宰加工企业开足
马力，共屠宰296.68万头只牲畜。

■镜观

□本报记者 于海东 摄影报道

第二届乌海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日前开赛，
来自全市 35 所中小学及幼儿园的 260 名选手，
共带来 787 件作品，展现了乌海学生对科学探索
的热情及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当天，乌海市科
技馆赛场热闹非凡，协作机器人创意比赛、人工
智能 WRO 普及赛以及智慧生活创意赛等比赛
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观看。在协作机器人创意
比赛现场，向上式交替运载机、分类机械臂、自动
核酸检测器等对生产生活思考后而产生的机器
人显得创意十足。

据了解，乌海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已连续举
办两届，此次比赛分为 3——6 岁构建类创意赛
等 7 个类别，以期引导和鼓励越来越多的学生将
计算机编程、工程设计、机械组装等科学技术应
用到日常生活中，激发他们对科学探究的浓厚兴
趣。

青少年机器人竞赛青少年机器人竞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