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白莲

他们，“从0到1”实现突破，成功培
育出3个双肌黄牛新品系，创制了国际
上首批富含多种不饱和脂肪酸克隆牛；

他们，扎根北疆十年铸剑，矢志攻克
种质资源“卡脖子”难题，建立了完整的
肉牛生物育种繁殖技术与开发应用体
系，把创新的论文写在了广袤大地上。

他们就是李光鹏教授带领的内蒙古
大学牛遗传改良与生物育种技术团队。

不久前公布的第六届全国杰出专业
技术先进集体的表彰名单上，该团队赫
然在列。15年来，团队勇担使命、开拓
奋进，攻克了一批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
的关键技术，发掘了一批有重要育种价
值的新材料，创制了一批突破性的优质
家畜种源，为国家及自治区畜牧业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强劲的科技支撑。

另辟蹊径才有望破题
2007年5月，在旭日干院士的精神

感召和真诚邀约下，从国外学成归来的
李光鹏踏上绿意萌动的草原，从此与内
蒙古结下了一生的“牛羊之缘”。

种业作为畜牧业转型发展的源头动
力，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然而，总体规
划布局不足、技术环节缺位、育种组织空
白、设施条件落后等问题长期严重制约
我区肉牛种业发展。

传承保护好鲁西牛、蒙古牛等岌岌
可危的传统黄牛，利用现代生物技术改
善其品种特质，创制新型育种材料，成为
李光鹏团队的初心和信念。

“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
不来，只有另辟蹊径才有望破除瓶颈卡
点，不再受制于人。”李光鹏说。

知难而进，李光鹏带领团队在这条布
满荆棘却又充满希望的道路上摸索前行。

开发和利用传统肉牛品种资源，关
键是要在保证肉质品质的前提下提高其
生长速度与产肉率。相关研究证明，控
制肉牛肌肉产量的抑肌素基因（MSTN）
突变后会引起肌肉产量的增加。

以鲁西牛和蒙古牛为对象，团队利
用基因编辑技术定点敲除其MSTN基
因，获得了4种双肌性状显著的突变型
育种新材料。然而，无法预知的难题让
人措手不及：新材料的突变位点可能会
引起胎儿巨大、母牛难产等问题。

越是遇到困难，越要努力坚持。经
过多年不懈攻关，团队终于找到了
MSTN基因的4个突变新位点，以性状
指标突出的原代MSTN基因突变公牛
为系组，成功培育出双肌鲁西牛、双肌蒙
古牛和双肌西门塔尔牛3个新品系。这
3个新品系肉牛营养价值优越，生长性、
产肉性与抗病性均可媲美国际优秀肉牛
品种，成为国际上首次利用生物育种手
段培育成功的家畜品系。

“该成果整体达到国际同类研究领先
水平，对于我国黄牛种质资源保护、开发
和利用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增强我国畜
牧种业自主创新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农
业农村部专家给出这样的验收评价。

把论文写在牧民家、牛圈里
“研究的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都在

于服务群众。解决群众面临的生产问题
是我们的初心，研究成果要在牧民家、牛
圈里去检验推广，这样才可能真正地把
创新论文写在大地上。”

这是李光鹏常说的一句话，也是团
队拓荒路上砥砺前行的价值航标。

多年来，团队先后在区内外多处养
殖基地进行现场克隆工作，为养殖户推
广新技术、新材料，为当地带来了巨大的
经济和社会效益。

一间小屋、随行的仪器组成临时实

验室，一方桌子、几盏酒精灯搭建简易的
无菌工作台，环境条件虽简陋，严谨细微
的科学实验却环环相扣、一丝不苟。

有的牧民和养殖公司起初不愿配
合，听到“克隆”等前所未闻的技术就直
摆手。

“我们细心讲解这些技术原理，给他
们算账，讲高科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
处，一些养殖户开始同意将自家优秀的
种公羊克隆形成群体。”团队成员杨磊博
士笑着说。

随着实验产下的克隆羊作为种公羊
参与到羊群的繁殖过程中，牧民的钱袋
子鼓起来了，这极大调动了周围群众参
与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克隆、MOET等
高端生物技术在牧区的认同度和影响
力，越来越多的养殖户主动找上门来谈
合作，甚至参与研发过程。每当这时，团
队成员总是不厌其烦，手把手地教技术、
解疑惑，他们逐渐成为当地养殖户心中
最信赖的人。

现在，团队建立了克隆技术和
MOET人工输精与胚胎移植联合应用
的“良种胚胎工厂化生产”模式，与自治
区12家草原家畜养殖企业协作，实现了
牛羊繁殖生物技术体系的产业化应用。

一路艰辛 一路前行
从方寸实验台上的生命雏形到个体

孕育出生，再到应用于育种领域成为群
体，生命之谜在先进技术加持下无声激
荡变幻，令参与者向往和欣喜，其间也浸
润着咸涩的汗水。

实验母牛产犊期间，团队要连续几
个月住在牧场，每天 24小时不间断观
察，对母牛的生产情况和犊牛进行现场
监控和管理。

“犊牛出生后，我们担当起‘奶妈’的
角色，从饲喂第一口初乳到日常测温、护
理，倾注心血精心培育这些小家伙们。

虽然大家身上都有在牛场留下的印记，
但只要牛犊健康出生、成长，再苦再累也
值得。”团队成员苏广华博士说。

牛羊等大动物育种难度大，这条路
注定道阻且长，须争分夺秒。在孜孜不
倦的奋斗过程中，任劳任怨、埋头苦干的
老黄牛精神，也逐渐凝注为“牛团队”的
精神内核。

2020年，正当双肌牛生长和繁殖数
据的采集进入关键阶段，新冠疫情突如
其来。生长数据已有半年没有采集，大
家心急如焚。疫情稍见好转时，他们就
义无反顾地进入牧场。为赶上进度，大
家每天不停歇地持续在场工作十几个小
时，终于确保了数据采集的真实性和准
确性。

多年来，李光鹏教授高强度、不知疲
倦地付出与坚持，无论是过劳工作晕倒
住院，还是鼻部疾变濒临恶化，他坚定的
意志从未松懈过。

不言弃、不掉队，一路艰辛、一路前
行，这种精神不仅激励和感召着青年学
生，也在师生团队中形成了爱岗敬业、积
极向上的风气。面对国外科技打压与技
术封锁，李光鹏常常教导学生要胸怀家
国，以“小我”成就“大我”，为国家作贡
献。

在团队不懈努力下，从F1、F2到F3
代，茫茫大草原上，优质蒙古牛公牛、安
格斯公牛、和牛公牛、渤海黑牛公牛和双
肌臀鲁西黄牛、西门塔尔牛……一大批
适合本地区饲养、生长指标优异的新型
种牛、肉牛茁壮成长，蕴藏着转型升级的
无限生机与活力。

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
“打一场漂亮的种业翻身仗，打造属

于中国人的肉牛品牌！”这是团队的科研
理想和极致追求，也是未来可期的美好
愿景。

铆足“牛劲”，拓荒肉牛育种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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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冯雪玉

从1月16日到2月15日，13场乡村
“村晚”在全区各地上演，各族群众通过
自编自导自演各类节目表达了迎接冬
奥、欢度春节的喜悦心情，让冬日的内蒙
古大地到处洋溢着喜庆气氛。

“村晚”活动是由文化和旅游部发起
的全国性品牌群众文化活动，已经连续
举办3年。我区的“村晚”活动由自治区
文旅厅主办，自治区文化馆承办并负责
在全区组织实施。

2022年的“村晚”主题是“欢乐过大
年·喜迎冬奥会——我们的美好生活”。
全区共有13个地区组织当地群众参加了
活动。其中，锡林郭勒盟“群众文化那达

慕”乡村“村晚”、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
后旗芦家村“村晚”、赤峰市巴林右旗床
金嘎查“村晚”入选全国乡村村晚示范点
直播展示活动。翁牛特旗春节联欢晚
会、达拉特旗线上乡村春晚、敖汉旗乡村

“村晚”、乌海市百姓春晚、文化进万家呼
伦贝尔市“村晚”、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
王青塔村“村晚”、包头市九原区乡村“村
晚”、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乡村“村晚”、巴彦
淖尔市五原县乡村春晚及西路二人台优
秀剧目展演入选自治区乡村春晚集中展
示联动。期间，国家公共文化云、央视
频、内蒙古文化云、内蒙古交通之声对

“村晚”活动进行网络直播，共有120多万
人次线上观看了节目。

除线上线下的演出活动外，我区的3
个示范展示点还参加了1月25日央视频

播出的《我的“村晚”我的年》融媒体节目，
节目通过文化传承、时代新风、展望未来
3个篇章，以VCR、访谈、互动、游戏等方
式，展播各地特色“村晚”节目，分享“村
晚”台前幕后故事，展现乡村振兴美好画
卷，推介乡村美景好物。《吉祥毡房》《永远
的牧歌》《幸福中国一起走》《站在草原望
北京》等4个“村晚”节目还参加了“我最
喜爱的村晚音乐节目”展播与点赞活动。

近年来，全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大幅度提升，群众自发组织参与的各类文
化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村晚”活动作为
服务基层文化的主要活动之一，是乡村文
化振兴的大势所趋，是文化发展为人民的
重要体现。活动主体主要来自于基层的
群众，演的是乡亲、唱的是乡音、舞的是乡
情，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顺应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让群众文化
活动热在基层、乐在群众。

自治区文化馆作为“村晚”的承办单
位，已经连续3年组织参加全国“村晚”联
动活动，利用全区五级群众文化服务网
络，推动各盟市、旗县、乡镇、村共同参与
到“村晚”活动中来，让“村晚”这个群众品
牌活动在全区落地生根。下一步，自治区
文化馆在借助国家“村晚”示范联动的基
础上，将引导“村晚”由春节期间集中开展
向其他节日期间常态化开展延伸，由侧重
文艺演出活动向乡村才艺人才挖掘、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物美景推介等内容
相结合的综合性节庆活动转变。通过“村
晚”创新，展示内蒙古农牧区群众精神风
貌、弘扬传承优秀乡土文化、助力乡村振
兴，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村晚”奏响乡村振兴交响曲

□文/图 见习记者 李存霞 通讯员 郭慧敏 胡颖婷

为更好地弘扬和传承雷锋精神，践行“人道、博爱、
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近日，内蒙古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
捐献志愿服务大队、红十字会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大队的
红十字志愿者们来到内蒙古血液中心乌兰献血屋，开展
无偿献血活动。大家保持距离，有序填表、登记报备，严
格遵守疫情防控要求，依次登车献血。

面对疫情，红十字志愿者听令而行，坚守在疫情防

控一线；面对用血紧张，志愿者们再次挺身而出，捐献热
血，为生命加油。当天，共有11名红十字志愿者进行无
偿献血，累计献血3900毫升。“作为红十字志愿者，除了
平时在社区进行志愿服务，无偿献血也是践行雷锋精神
的一种方式。”内蒙古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
务大队副队长李政说。

据介绍，自2月22日自治区红十字会发出无偿献血爱
心倡议以来，截至3月5日，共有338名爱心人士参与无偿
献血，其中234名爱心人士捐献全血，累积献血82000毫
升，104名爱心人士捐献血小板，累积捐献158个治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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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志愿者积极参与无偿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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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出手臂，奉献爱心。

我区29个捐赠人荣获2021年度
中国红十字会捐赠人奖章奖牌

本报3月17日讯 （见习记者 李存霞）记者从自治区红十字
会获悉，日前，根据《中国红十字会捐赠工作管理办法》，中国红十字
会总会决定授予2021年度为中国红十字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捐赠
人奖章奖牌，授予10个捐赠人“中国红十字特级人道勋章”，授予68
个捐赠人“中国红十字人道勋章”，授予105个捐赠人“中国红十字
博爱奖章”，授予900个捐赠人“中国红十字奉献奖章”，授予46个
捐赠人“特殊贡献奖”。

我区共有29个捐赠人获奖。其中，内蒙古兴隆能源集团有限
公司、内蒙古明阳新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2个捐赠人荣获“中
国红十字人道勋章”，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包头钢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6个捐赠人荣获“中国红十字博爱奖章”，内
蒙古哈伦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准格尔旗川掌李家渠煤炭有限责任公
司等21个捐赠人荣获“中国红十字奉献奖章”。

编辑有话说：广大爱心企业、单位和个人捐款捐物，用实际行动
践行社会责任，充分体现了“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生动
诠释了守望相助的人道主义情怀。

2022年自治区文联聚焦六项重点工作

本报3月17日讯 （记者 马芳）近日，记者从自治区文联八
届七次全委会上获悉，2022年自治区文联将重点抓好六项工作。

2021年，自治区文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积极履行基本职能，团结凝聚全区广大文艺工作者践行初心使
命、把握正确方向、扎根祖国北疆、服务人民群众，在履职尽责中体
现新担当，在守正创新中实现新作为，在明德修身中展现新风貌，自
治区文联工作呈现繁荣发展新局面。

2022年，自治区文联将聚焦六项重点工作：一是推动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深走实，在持续强化政治引
领中增强理论自觉；二是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热情讴歌新时
代伟大实践中彰显文化自信；三是聚焦文艺精品创作，以高质量文
艺作品展现文艺工作者的担当作为；四是紧扣“做人的工作”这一核
心任务，在彼此交心交流中打造文艺工作者温馨和谐之家；五是坚
持面向基层、服务群众，在促进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中展现文艺魅力；六是持续推进改革创新，在转型发展中突显文联
组织行业建设主导作用。

编辑有话说：全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面向基层、服务群众，
在促进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中展现文艺魅力，为人民
群众带来更多高质量的文艺作品。

内蒙古运动员许祥完成冬残奥会首秀

本报3月17日讯 （见习记者 李存霞）3月11日，北京2022
年冬残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坡面回转LL2级决赛在张家口云顶滑雪
公园举行，25名运动员参与角逐。内蒙古唯一一名入选北京冬残
奥会的运动员许祥出战。两轮滑行后，许祥以1：11.73的成绩排名
第10位，结束了自己的首届冬残奥会之旅。

此前，许祥在3月6日举行的北京冬残奥会单板滑雪男子障碍
追逐LL2级资格赛中，滑出了1：08.25的成绩，排名第18位，以微弱
差距无缘决赛。

出生于1989年的许祥来自内蒙古包头市，患有先天性腿部残疾，
曾是一名举重运动员，曾获得自治区残疾人运动会举重项目金牌、第九
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举重项目银牌等荣誉。2017年，许祥入选中国残
疾人单板滑雪队，开始练习单板滑雪。许祥曾在全国第十届残运会上
夺得单板滑雪项目坡面回转银牌和障碍追逐银牌；在全国第十一届残
运会上获得单板滑雪项目坡面回转银牌和障碍追逐铜牌。2019年，他
在单板滑雪世界杯荷兰站坡面回转比赛中获得铜牌。

许祥说：“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冬残奥会，基本发挥出了自己的水
平，也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今后的训练中我会继续努力！”

编辑有话说：让我们一起为32岁的老将许祥点赞，也恭喜他完
成了自己在冬残奥会赛场上的首秀，期待许祥今后的表现会更精彩。

鄂尔多斯市与清华大学
签署碳中和协同创新专项合作协议

本报3月17日讯 （记者 白莲）近日，鄂尔多斯市政府与清
华大学签署碳中和协同创新专项合作协议，在未来五年围绕碳中和
目标，深入开展关键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高端人才引
进培育、战略咨询与技术服务等方面的合作，持续为鄂尔多斯市导
入创新资源。

根据协议，鄂尔多斯市将以项目形式，支持清华大学科研团队
与鄂尔多斯市企事业单位建立常态化合作关系，在全市围绕新型电
力系统、低碳发电与动力、零碳交通等方向开展科技研发与技术攻
关；引进清华大学优质科研成果在鄂尔多斯市开展中试及产业化应
用，推动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借助清华大学的平台、机
构与人才作用，推进鄂尔多斯碳中和研究院、新型电力系统实验室
等平台载体建设；依托清华大学高端智库资源，为鄂尔多斯市“双
碳”战略、碳交易政策等领域提供战略研究和咨询评估服务。

通过合作，将形成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高校科研工作、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三者有机贯通的新模式，为解决鄂尔多斯市在实现碳
中和目标、能源结构转型、产业结构升级中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提
供强大智力支撑和创新动能。

编辑有话说：此举可以充分发挥清华大学的教育、科技、人才等
创新资源优势和鄂尔多斯市良好的产业资源和应用场景优势，实现
双赢。

包头市招募中小学校内托管服务
非学科类校外教师

本报3月17日讯 （记者 刘志贤）日前，包头市教育局印发
通知，面向社会公开招募中小学校内托管服务非学科类校外教师，
进一步深入落实“双减”工作要求，充分吸引社会资源为中小学生提
供丰富多彩的校内服务项目。

据了解，包头市作为自治区“双减”工作试点地区，先行先试，积
极开展相关工作。按照包头市印发的《支持多种形式扩充课后服务
师资力量的若干措施》工作要求，在强化中小学校在校内托管服务的
主渠道的同时，支持各地各校通过多种形式扩充校内托管服务的师
资力量。此次招募范围为青少年宫、校外教育机构非学科类教师，群
团组织、文体科技社会组织辅导人员，民间艺人、非物质文化传承人，
学有专长的高校师生，其他具有专长、热爱教育的社会人员等。

通知要求，报名人员为非中小学校在职教师，且品行端正，热心教育事
业，在琴棋书画、体育运动、科技创新、劳动技能等方面学有专长，具有一定
的组织和教学能力，能够分担相应的时间，全心全意为中小学生提供优质、
丰富的校内服务，所报名的校内服务项目与中小学生年龄发展相适应、能
够促进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且服务项目适合团体教学及建设。

编辑有话说：这样的做法能够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实现校内外
教师资源有效衔接、优势互补，打造课后服务新模式，构建全社会协
同育人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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