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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在线

2022 年 度 全 国 科 技
志 愿 服 务 先 进 典 型 出 炉

本报 2月 1日讯 近日，中国科
协公布了 2022年度科技志愿服务先
进典型名单，对全国 30 名科技志愿
者、30个科技志愿服务组织、30个科
技志愿服务项目、10个科技志愿服务
点予以表扬。我区张玉林同志被评为
科技志愿者先进典型；兴安盟科右前
旗科技志愿服务队被评为科技志愿服
务组织先进典型；新时代文明实践科
技志愿助力乡村振兴示范点服务能力
提升项目被评为科技志愿服务项目先
进典型；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街道科
尔沁社区被评为科技志愿服务点先进
典型。

截至目前，全区科技志愿者注册
总数 169217 人，科技志愿组织总数
2190个，科技志愿服务活动总数达到
5797个，开展科技志愿服务项目总数
89个。 （风启）

我区科研团队成功组装全球首个
花鼠属物种的染色体水平基因组

本报 2月 1日讯 近日，赤峰学
院农学院相吉山研究员科研团队联合
曲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易现峰教
授团队首次破译花鼠的染色体水平基
因组，成功组装了全球第一个花鼠属
物种的染色体水平基因组。

花鼠作为重要的分散贮藏鼠类，在
植物种子扩散、幼苗建成、种群扩张以
及森林更新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科研团队综合利用因美纳公司测序、第
三代单分子实时测序和染色体交互捕
获等多种技术，首次组装了一只捕自赤
峰市旺业甸林场的雌性花鼠的染色体
水平基因组，基因组大小约 2.64Gb，
Scaffold N50长度为172.61Mb，其中
98.03%的序列被锚定在 19条染色体
上。基于转录组证据、同源搜索等对基
因组进行了分析，预测得到25311个蛋
白编码基因，其中94.73%的基因得到
功能注释。这些结果表明花鼠基因组
具有较高的完整性和准确性，综合组装
质量达到高水平。

此外，科研团队通过基因组结构
注释分析判定重复序列共 1.03Gb，
占花鼠全基因组的 38.87%。染色体
共线性分析发现，花鼠与其他两个具
有染色体水平基因组的物种北松鼠
和北美灰松鼠具有很强的同源性，松
鼠基因组进化过程中具有染色体重
排的现象。研究组选择花鼠在内的
20个代表性物种进行同源基因家族
鉴定，共鉴定出 20 个物种共有基因
家族 20952 个以及花鼠特有的基因
家族 148个，这为确定花鼠的系统发
育地位和进化历史提供了有效的分子
数据。 （昊然）

首个气象科技小院落户五原

本报 2月 1日讯 近日，由巴彦
淖尔市委组织部、市科协和市科技局
联合认定的巴彦淖尔市第二批科技小
院名单公布，五原县气象局申报的“巴
彦淖尔市五原县农业病虫害防治科技
小院”获批。

据悉，五原县农业病虫害防治科
技小院是全区首个气象科技小院，是
五原县致力于五原县设施西甜瓜产业
提质增效的技术研发、技术应用推广、
技术培训等打造的科创助农小院。

该科技小院将在防灾减灾科普宣
传、设施西甜瓜高产管理、病虫害绿
色防治等技术培训、精细化设施西甜
瓜气象服务、智慧设施西甜瓜气象服
务、科技创新研究等方面开展工作，服
务五原县设施西甜瓜生产，助力乡村
振兴。 （昊然）

通辽两家单位获评“自治区
巾帼现代农牧业科技示范基地”

本报 2月 1日讯 近日，自治区
妇联、科技厅、农牧厅在科技含量高、
创新能力强、产业链条全、带动妇女作
用大的农牧业全产业链中联合命名了
20家单位为“内蒙古自治区巾帼现代
农牧业科技示范基地”。通辽市内蒙
古玛拉沁食品有限公司与开鲁县徐华
红辣椒种植专业合作社位列其中。

内蒙古玛拉沁食品有限公司是一
家集黄牛养殖，传统奶制品生产加工
及销售于一体的现代企业。目前可以
完成安牧态牌系列产品等 40余种奶
制品的生产，带动当地 60余人就业，
每年培训农村妇女不少于600人次。

开鲁县徐华红辣椒种植专业合作
社成立于2013年，现有社员30人，其
中女性社员 13人。合作社辐射带动
周边种植面积达到 10000多亩，带动
500余人增收。在探索种植业转型之
外，合作社积极探索深加工项目，成立
了辣椒加工厂及谷子加工厂，并引进
优良品种，带动种植 1000亩谷子，已
注册绿色品牌“粟留香小米”，年销售
达到200吨。 （喆研）

科创故事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2年通辽市粮食产量再创新高，达到186.75亿斤，比上年增加7.09亿斤，
增幅3.9%，增量占全区59.08%，总产稳居全区第一位。粮食播种面积1888.56万亩，较上年增加28.03万
亩，增幅1.5%。其中，大豆播种面积42.56万亩，较上年增加15.74万亩，增幅58.71%，粮食生产实现“十
九连丰”，圆满完成了自治区交给通辽市的任务。粮食作物平均单产988.85斤/亩，较上年增加23.2斤/亩，
增幅2.4%，比全区平均增幅高1.8个百分点。

粮食增产增效的背后，是科技创新的强力支撑。2022年，通辽市坚持依靠科技创新育良种、提单产、优
品质、增效益，良种、良技、良机、良田共同发力，新技术、新方式、新手段组合应用，为农业生产赋能助力。

““深瞳深瞳””

““藏藏粮粮于技于技””，，让科技赋能高产稳产让科技赋能高产稳产

③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栽培与生理创
新团队首席专家李少昆研究员（右一）在通
辽市开鲁县一处千亩片示范田开展工作。

②国家玉米产业体系
专家组在奈曼旗义隆永镇
方家营子村现场测产。

①在通辽市科
尔 沁 区 敖 力 布 皋
镇，农机手驾驶收
割机在万亩片示范
区收割玉米。

近日，记者走进包头稀土研究院，近距离感
受李宝犬和团队在春节前的工作热情。当日，他
们正忙着安装调试电解水、固态储氢、燃料电池、
高性能储能电池等子系统，如果该套系统调试运
行后，就能顺利解决光、氢、电、热互补的高效稳
定运行的关键技术问题。

“农历新年就要到了，我所在的稀土功能材
料所的储氢组得加紧时间了，因为工程日期已经
过中期时间点了。”李宝犬说道。

李宝犬指的这个“工程”，全名叫高能量密
度稀土储氢材料及其可再生能源储能转换技
术示范工程（以下简称“工程”），该工程将解决
风、光、氢、电、热互补的高效稳定运行的关键
技术问题，将对提升稀土资源的高值平衡利用
水平、促进先进的清洁能源技术推广，拓展可
再生能源、氢能/储能和稀土应用市场产生积
极作用。

政策护航 大有可为

稀土是我国重要的战略资源，也是自治区的
重点产业；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以

及氢能、储能技术是 21世纪包括中国在内的全
球能源转型升级的重大战略需求，是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有效途径。

2016 年 4 月，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发布的
《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2016- 2030
年）》，已将氢能技术开发利用上升为国家能源战
略。在《2021年度内蒙古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
申报指南》中的第一部分“高新技术领域”中“稀
土”方向的第六项也提到该工程。

据李宝犬介绍，之所以要做这个工程，一方
面是由于政策，最主要还是看到了稀土在能源领
域的应用前景。以储氢合金为工质的氢储存系
统、储能镍氢电池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及能效

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氢能源应用范围广，不
仅可用于传统石油、化工的原材料，实现再生能
源补充发电，还能应用于燃料电池汽车，并依托
氢燃料电池技术，建立分布式能源网络，做到区
域或城市电力、热能、冷能的联合供应。

破解难题 创新为要

任何创新都不可能离开现实，创新也是为了
改进现实情况。“针对当前我国稀土行业镧/铈轻
稀土过剩、新能源领域弃光限电两大严重问题，
结合北方稀土储氢材料及镍氢电池产品应用领
域窄、市场容量小的现实问题，工程对此要有所

作为。”李宝犬说道。
从创新点来看，工程从原子分子层面在动力

学和热力学两方面揭示固/氢反应效率提高的本
质原因，从理论上指导高能量密度新型稀土储氢
材料体系成分与结构设计。对储氢合金材料的
某些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开发高能量密度稀
土储氢材料的成分和相结构可控制备技术。在
镍氢蓄电池组的研究开发方面，工程需要电池组
在设计开发过程中，合理设计内部结构，通过串
并联设计达到电压、容量要求。

突破瓶颈天地宽。李宝犬坦言，我国丰富
的轻稀土资源中高价值的镨、钕元素供不应求，
而伴生的丰度约 75%的镧、铈元素相对过剩。
工程以镧、铈等轻稀土元素为主要原料的稀土储
氢材料的生产和应用，对于提升我国稀土资源的
经济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储氢合金材料按目
前的万吨产量计算，产值约10亿元，有望助力包
头市形成储氢材料新产业以及未来的氢能应用
产业。

换言之，工程能够破解镧、铈轻稀土应用不
平衡的行业瓶颈问题，同时能够促进以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科技为媒 破解轻稀土应用不平衡难题
□本报记者 及庆玲 实习生 李宝乐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及庆玲及庆玲

“藏粮于技”，如何推
进？

眼下，通辽市打造的
6 个粮食作物示范旗县
区，建设 58 个百亩田 20
个千亩方和 4 个万亩片，
示范面积 100 万亩，辐射
带动300万亩。玉米种植
密度由4500株/亩逐步增
加到 5000 株/亩以上，增
产效果明显——科尔沁区
钱家店镇万亩示范区平均
单产达到 1087.93 公斤，
刷新东北春玉米区万亩大
面积单产纪录；开鲁县开
鲁镇千亩示范区平均单产

达 1227.58 公斤，创造了东北春玉米
区千亩单产纪录，形成了玉米绿色高
产的“通辽模式”。

亩产提高的底气，来自该模式背
后的科研力量。通辽市深化与中国农
科院等11家科研教学机构的合作，大
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模
式，集成推广11项关键技术。

这套玉米密植滴灌技术模式的创
制，正是基于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栽
培与生理创新团队长期对玉米生长规
律、水肥需求规律的科学研究。

“我们每亩种 4000多株玉米，他
每亩种 6000多株，那么密，我以为肯
定得倒伏。”“地里播种，咱这大水大肥
就得跟上，出苗又快又壮；2022年播
种后，合作社托管的地，只滴灌了少
量的水肥，出苗很慢，当时我还认为
他这产量肯定不行。”2021年当张玉
辉带领合作社首次应用玉米密植滴灌
技术模式时，周边的农户一度认为他
在胡闹。

然而秋收时，张玉辉带领合作社
打造出了奈曼旗首个千亩“吨粮田”，
这让周边农户惊叹不已。2022年，全
村及周边农户的 12500亩耕地，全都
交由方盈种植专业合作社托管，一举
打造出了万亩“吨粮田”。

从千亩“吨粮田”到万亩“吨粮
田”，都得益于玉米密植滴灌技术模
式。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栽培与生理

创新团队首席专家
李少昆研究员说，
多年来，我国玉米
亩产的年均增幅，
都维持在较低水
平，提高亩产是玉
米科研一项重要的
长期工作。他们团
队经多年研究，创
制出了玉米密植滴
灌这一节水、省肥、
增产的绿色种植新
模式。在通辽示范
推广的初步成果表

明，这项技术不仅适合于西北地区，还
能在东北、黄淮、西南等玉米主产区大
规模推广，可推广面积达3亿亩，增产
前景十分广阔。

“在应用该模式的示范区，每立方
米灌溉水可生产 5.99公斤玉米，每公
斤氮肥生产 59.9公斤玉米，较一般农
户水平提高 1至 2倍，实现了产量与
资源利用效率的协同提高，产生了巨
大的绿色效益。”通辽市农业技术推广
中心主任叶建全介绍说。

为加快推广先进适用技术，通辽
市组织开展了冬季师资培训、春季巡
回指导、关键季现场观摩演示，线上线
下同步推进，多点多地全面开展，举办
培训班 1800 期，制作发布农技视频
768 余期，发放各类技术资料 44 万
份，线上线下培训农牧民102万人次，
扩大了技术覆盖面，让广大农民持续
受益。

其中，通辽市农牧局、科技局与中
国农科院等联合培训师资 230人，组
织专家逐旗县巡回培训两轮，旗县区
直接培训到镇、到村、到户，节水增粮、
大豆玉米复合种植技术等主要技术培
训做到了全覆盖。

坚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通
辽市统一组织了精细整地和精量播
种、理化除草、化控防倒、玉米螟绿色
防控、水肥管理、籽粒直收观摩周活
动，目前已有8个旗县区15个乡镇20
个示范基地开展观摩活动40场次，线
上、线下直接观摩人数4万人次以上。

通过广泛的宣传和带动，2022
年，通辽市精量播种面积达到1900万
亩，其中导航播种近200万亩，高效栽
培、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绿
色增产增效技术推广面积2983万亩，
有效提高了广大农户科技种田水平。

一组组数据、一项项举措、一个个
成效，反映出通辽市让科技赋能高产
稳产所带来的巨大变化。行而不辍，
未来可期。通辽市更坚定了科技创新
前进的脚步。

（本文图片由通辽市科技局提供）

智能引领创奇迹

“选用农牧部门筛选推荐的耐密
植、抗倒伏种子，播种后滴水出苗，及
早干预确保均匀出苗，分次精量进行
水肥一体化滴灌。”通辽市汇民盛丰农
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负责人马忠臣
说，这套模式有很多技术点，但只要严
格按照要求把上述环节做好，正常年
景下亩产相比之前大幅提高是没有问
题的。

今年，马忠臣流转承包的1万多亩
玉米，平均亩产也超过了1000公斤。

种子是发展现代农业，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要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抓紧
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
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2022年，通辽市坚持引进优选和

自主研发相结合，保障农业用种优质
安全。推介发布优质、高产、耐密、抗
逆、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 10个；建设
看禾选种平台10个，引进玉米、大豆、
水稻，杂粮杂豆等新品种 200 余个。
普查征集农作物种质资源 266份，为
推动种业自主创新、打好种业翻身仗
奠定了基础。推进南繁北育，通辽市
先后选育出“TK601”“宏博 701”“宏
精 269”等多个优质玉米品种以及通
杂系列高粱品种、通谷系列谷子品种、
通荞系列荞麦品种，促进全市农作物
生产用种更新换代。

如今，通辽市主要农作物良种
覆盖率达到 100%，良种为粮食连年
丰收和农产品稳产保供提供了重要
支撑。

连年丰收底气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