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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

本报阿拉善9月24日电 （记者 刘
宏章 实习生 杨高娃）近日，阿拉善盟畜
牧研究所联合内蒙古农业大学及北京康普
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研发“驼铃一
号”双峰驼1k功能位点液相育种芯片取得
突破性成功。该芯片的上市，为阿拉善乳
用驼选育提供了更高效的新工具，填补了
阿拉善双峰驼乳用性能育种芯片的空白。

阿拉善双峰驼是世界主要骆驼品种之
一，是宝贵的骆驼种质资源。

经过研究发现，阿拉善双峰驼品种原
始，整体生产性能比较低，是目前影响骆驼
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亟待改善解决。随
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变化，骆
驼的生产方向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育
种技术还处于原始育种模式，相对滞后。

针对这一现象，从2020年3月开始，阿拉善
盟畜牧研究所开始研究驼乳功能性芯片，
依托《双峰驼产乳性状的分子遗传标记及
应用研究》项目，经过3年的不断测试，最终
成功研发。

“驼铃一号”芯片是专为产乳性状设
计开发的功能芯片，基于国产化设计、检
测和分析流程，大大降低分型成本，依托
探针杂交靶向捕获测序技术，可根据需求
增加标记位点，进一步扩展产品的应用场
景，并采用自动化检测流程，提升检测通
量和稳定性。该芯片包含阿拉善双峰驼
产乳性状 1004个位点，其中与乳产量相
关的位点383个，与乳蛋白含量相关的位
点 299 个，与乳糖含量相关的位点 293
个，与乳脂含量相关的位点266个。

研发成功国内首款骆驼功能芯片“驼铃一号”

锡林郭勒

包头

巴彦淖尔

乌海

本报巴彦淖尔9月 24日电 （记者
图古斯毕力格）近日，巴彦淖尔国家农高
区辣椒新品种鉴定启动暨产品推荐会召
开，来自全国100多名辣椒行业专家学者
与客商参加会议，并对204种辣椒新品种
进行品质鉴定。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大力培育和发展
辣椒特色产业，形成自主知识产权辣椒品
种天赋红1号、天赋红2号，建成万亩辣椒
科技示范园、千亩朝天椒全程机械化高标
准种植示范园和辣椒新品种高效种植示
范园。出台一系列支持辣椒产业发展的
配套政策，从社会化服务、保险、金融、市
场、项目等多方面给予辣椒产业全方位支

持，种植面积从 2020年的 3万亩发展到
今年的 25万多亩，种植品种从单一品种
拓展到十多个品类，酱用鲜椒亩均产量可
达 5500 斤以上，朝天椒亩均可产干椒
1000斤以上，一根根小红椒已成为河套
人民又一个增收致富新产业。

“下一步，巴彦淖尔将不断强化标准
化生产体系、现代化储加体系、系统化营
销体系、规范化的质量体系建设，积极搭
建引种平台、科研交流平台、示范推广平
台，逐步提高订单化生产占比，全面拓展
辣椒产业精深加工，提高辣椒产业附加
值，真正使辣椒产业活起来、红起来、火起
来。”巴彦绿业集团公司董事长张旺说。

全国辣椒专家来巴彦淖尔鉴评适种品种

本报包头 9月 24日电 （记者 格
日勒图）目前，包头市节约型机关建成
320家，提前完成国家《绿色生活创建行
动总体方案》设定的3年完成70%县级以
上党政机关建成节约型机关目标任务。

2022年度，包头市3家单位入选国家
2021-2022年度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节约
示范案例，3家单位入选国家机关事务管
理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生态环境部公布的生活垃圾分
类示范工作重点单位，数量占到全自治区
示范行动重点单位的二分之一。

建设了包头市低碳节约型机关创建
管理系统，精准统计全市公共机构能耗数
据，对全市 9个旗县区和稀土高新区、74

家市直机关、3所高校、7家市属国有企
业，共 94家单位电量、水量、油量等数据
进行采集、分析，实行动态量化管理。建
设了包头市党政机关综合办公区智慧后
勤集控中心，对该市党政机关综合办公区
的水电数据实时采集监控，实现能耗实时
分析、故障报警、状态检修等智能化管理。

包头市三分之一旗县区党政机关集
中办公区开展了分布式光伏发电试点项
目，包头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市广播电视
台、固阳县党政机关综合办公区食堂完成
全电厨房改造。全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办公区停车场累计建设充电桩272个，其
中2023年上半年建设48个，服务公共机
构单位覆盖率达到50%以上。

建成 320 家节约型机关

本报锡林郭勒9月 24日电 （记者
巴依斯古楞 通讯员 梁晓虹）日前，一
辆满载扬声器、彩色液晶显示器的中欧班
列呼啸着穿过祖国北大门二连浩特口岸，
驶向欧洲。标志着自2013年中欧班列开
通以来，经“中通道”进出境中欧班列货运
量突破 1200万吨，运行班列 1.3万余列，
搭载集装箱 135万标箱，货值近 2200亿
元人民币。

二连浩特口岸是中蒙最大陆路口岸，
中欧班列开通10年间，已铺画69条运行
线路，通达德国、波兰、蒙古国等 10多个
国家的60多个地区，搭载货物涵盖服饰、
机电产品、农作物、汽车整车及配件等

1000余种。
为保障中欧班列高效通关，持续畅通

国际物流供应链，服务“一带一路”高质量
发 展 ，呼 和 浩 特 海 关 所 属 二 连 海 关

“365×24小时”不间断值守，不断优化调
整中欧班列作业流程，推动“铁路快速通
关模式”常态化运行，加强智能监管设备
应用，实现中欧班列全部无纸化电子数据

“云”交接，班列通关效率大幅提升。
今年以来，二连海关监管中欧班列

2178列，运送货物标箱25万箱，货重250
万吨，货值 365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
长 27.52%，37.64%，45.23%，42.75%，连
续8个月保持稳定增长。

中欧班列“中通道”货运量突破1200万吨

兴安

□本报记者 郝飚 通讯员 路静

眼下正值乌海葡萄大批量上市销售的季
节。在该市的各个种植园，一串串紧实饱满、
色泽莹润的葡萄缀满枝头。葡萄架下，种植户
们将葡萄从藤蔓上剪下，一番精心修剪后，将
葡萄装箱、称重，“打飞的”销往全国各地。

“今年乌海机场的航空货运政策比去年更
优惠了，1公斤葡萄的运费才5毛钱，今年外销
葡萄就走乌海机场货运啦！”在乌海机场，乌海
市富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牛尚海装运
了 132件乌海葡萄，仅用几分钟，便成功办理
了航空发货手续。

牛尚海是海勃湾区千里山镇的葡萄种植
大户，他经营的葡萄种植园占地10公顷，葡萄
年产量 15万公斤。今年葡萄丰收季，看着外
地客户的订购量越来越多，他将运输方式瞅准
了航运。

素有“葡萄之乡”美誉的乌海市葡萄种植
面积近 3万亩，种植品种达 100余种，种植出
的葡萄含糖量高，酸度适中，色泽鲜艳，香气浓
郁，深受市场欢迎。但长期以来，因长途运输
容易腐烂变质、运费贵等问题，乌海葡萄远销
很难有突破。如何降低运输成本、缩短运输时
间，成为广大葡萄种植户面临的销售难题。

近年来，乌海市充分挖掘并利用航空市场
资源，积极协调乌海机场，在每年季节性农产
品上市期间，及时出台特色农产品航空运输优
惠政策，大幅降低农产品航空运输价格，让更
多特色农产品通过“空中运输走廊”销往全国
各地，既拓宽了农产品销售渠道，又能助推乌
海市航空货运市场发展。

乌海机场货运营业员贾帅介绍，以乌海葡
萄为例，今年葡萄种植大户单次发货量在100
公斤以上的，乌海机场将开通绿色通道，优先
发运。参与本年度航空货运优惠政策的航班
目的地分别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西安、重
庆、武汉、成都、济南、呼和浩特、赤峰 11座城
市，运价为每公斤 0.5元至 2元。如此利好的
政策让以葡萄为代表的乌海特色农产品当日
采摘、当日发送，实现了“打飞的”销往全国。

运费低 速度快
乌海葡萄“打飞的”销往全国

□本报记者 高敏娜
通讯员 武跟兄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对
2022年易地搬迁扶持工作成效明显
地方予以通报表扬，内蒙古自治区仅
有兴安盟获此殊荣。

如何解决“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
人”的难题？兴安盟主动作为，走出
了一条产业发展各具特色、就业增收
渠道广泛、社区治理初见成效的易地
搬迁之路。“十三五”期间，兴安盟共
实施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搬迁 6129户
13886人，共建设集中安置点（6户及
以上）153个，争取中央、自治区用于
项目建设各项资金7.58亿元。

“有这么干净宽敞的房子，这不
就是好日子？”谈起如今的生活，脱贫
户池红霞一脸幸福。池红霞是乌兰
浩特市葛根庙镇胡格吉勒嘎查村民，
2015年，因病致贫的池红霞一家被识
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在易地搬迁、
产业帮扶、教育、医疗等一系列政策
帮扶下，池红霞不仅脱了贫，还住进
了梦寐以求的新房。

池红霞告诉记者，农村看似生活

花销少，可出行不便、没有自来水。
住上楼房以后水电费、交通费虽然自
己掏，但家务活不用费心操持，能腾
出时间务工。在葛根庙镇党委、政府
的扶持下，池红霞一家还分到一栋温
室大棚，平常种地、种大棚蔬菜收入2
万元，加上每个月 4000 余元的务工
收入，一年下来，也能挣个 7万多元。
温暖的住房，稳定的收入，让池红霞
一家人的生活欣欣向荣。

围绕“怎么搬”和“搬后怎么办”，
兴安盟制定出台计划，配套制定了产
业培育、就业帮扶、基础提升、社区治
理等多项推进措施，解决了易地搬迁
群众搬得出、稳得住的问题。

在突泉县醴泉小区易地搬迁就
业基地，93栋蔬菜大棚整齐地排列在
蓝天白云下，种植户郑玉泉正忙着把
十几筐采摘好的西红柿送往批发市
场。“菜下来后，会有商贩上门来收，
我家现在有 4栋大棚，年收入也有 4
万多元，虽然辛苦点，但是有干劲。”
郑玉泉脸上满是收获的喜悦。

为了让易地搬迁群众能够“搬得
出、稳得住、能就业”，实现“居民收入
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醴泉小
区为每户搬迁户分配60平方米的“菜

园子”来增加收入，搬迁户可以选择
租赁、流转分租、自主经营等方式进
行管理。“政府不仅帮我搬了新家，还
帮我找到了致富门路。”郑玉泉笑着
说。

此外，突泉县还通过培训种植、
流转分租等方式带动易地搬迁户增
收，并建立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小区就
业服务工作站，持续推进易地搬迁小
区就业增收政策，让易地搬迁群众端
稳端牢就业“铁饭碗”。

前段时间，突泉县醴泉小区居民
伦秀丽又回到了“学生”时代，每天一
早，她都准时来到家政公司学习按摩
保健技能。培训班采取理论与实操
相结合的授课方式，材料、模具均由
学校提供，每人每天还有 100元的补
助。“县里组织了好多次技术培训，我
从来都不落下，现正在学按摩保健和
养老护理，以后可以自己出去开店或
者打工，让我们就业又多了一些机
会。”伦秀丽说。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稳就业就是
稳民生、稳人心。兴安盟建立了配套
公共就业创业培训服务平台网点 83
个，覆盖所有安置易地搬迁安置点，
确保有劳动能力、有就业服务需求的

搬迁人口在入住后一年内，至少接受
“131（一次职业指导，三个适合的岗
位、一次培训）”专业就业服务。据了
解，2022年，全盟有就业能力和就业
意愿的搬迁群众全部实现就业。

同时，配套教育、卫生、文化等公
共服务设施，为村民搬迁和后续发展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目前，兴安盟11
个城镇安置区均设立社区服务中心
和“一站式”综合性服务管理平台；
142个村庄安置点均由专人负责提供
就业、户籍、政策解读、纠纷调解等社
区服务工作。精准梳理搬迁群众子
女就学需求和安置地教育资源布局，
建档立卡搬迁家庭子女学前教育毛
入园率、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均达到
100%，顺利完成了幼儿园和义务教
育阶段搬迁学生就近入学转移衔
接。进一步合理配套安置点医疗机
构，集中安置点医疗卫生服务设施覆
盖率达到100%。

从忧居到安居，从山沟到城镇，
从农民到市民……易地搬迁改变了
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他们挪穷窝、
摘穷帽、奔富路，大步迈向了幸福生
活，兴安盟各级干部还在继续书写着
乡村振兴的新答卷。

产业发展各具特色 就业增收渠道广泛 社区治理初见成效

身心皆身心皆安处安处 他乡是故乡他乡是故乡

□本报记者 郝雪莲 实习生 刘瑞

近日，由鄂尔多斯市文化和旅游局
开发的文旅综合应用平台“云游鄂尔多
斯”取得不俗成绩，经过两年运营，“云游
鄂尔多斯”公众号粉丝达40万人，小程序
注册用户达73万人，入驻商家460家，投
放各类政府补贴7000多万元，引导文旅
企业主动让利惠民2200多万元，累计交
易额3.85亿元，已成为全自治区用户保
有量最多、年度线上交易量最大、产品最
丰富、影响力最广的文旅综合应用平台。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文化和旅游
局以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推动文旅
管理创新、业态创新、服务创新，建设
集公共服务、文化展示、信息发布、在
线商城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应用平台
——“云游鄂尔多斯”，在服务地方文
旅需求等方面展现出强大的力量。

聚焦“智慧服务”，构建“线上+线
下”全天候文旅公共服务新模式。

该平台集成文旅系统电影购票、

图书借阅、在线书城、智慧图书馆、智
慧文化馆、艺术考级等线上应用，实
现100万册电子图书资源免费在线阅
读、7项 1100小时群众文化服务在线
共享、纸质图书同城借阅异地归还、
艺术培训机构在线备案等个性化应
用，实现了公共服务集中输出、一站
办理。平台开设各级文保单位、乡村
旅游示范村（户）等文旅信息的“一
键”查询通道，链接交通出行票务查
询，神州租车等出行助手，实现文娱
出行“一键通”。

紧扣“智慧营销”，构建“政府+市
场”全链路文旅营销新机制。

平台开设爽目、爽口、爽宿、爽
购文旅商圈专栏，实现全市 A 级景
区在线分时预约和线上门票、景区
产品预订，联通全市星级酒店、绿
色饭店特色美食的预订，为星级酒
店、特色民宿开辟线上预订通道，
推出文创产品、地方土特产品等热
销产品游客一键下单、邮寄到家服
务。

平台开设政府惠民、金融惠民、
企业惠民等专区，统筹各类资金，
让老百姓真正享受文旅惠民红利。
针对 4.23 世界读书日、5.19 中国旅
游日、文旅消费惠民季等节点，策
划景区、场馆、酒店、特产经营户等
文旅消费惠民补贴产品和活动。统
筹市、旗（区）商务、工信等部门消
费 补 贴 资 金 ，针 对 汽 车、餐 饮、百
货、商超等开展线上补贴发放。目
前，平台已累计发放各类惠民补贴
资金 9200 多万元，拉动消费比达
1:5.2。

构建“立体化”营销生态，平台开
设“云游鄂尔多斯”公众号、视频号、
企业微信群等，年曝光量达到 660万
次，年访客量达到 340万人次。开展
线下企业对接、产品包装等推广活
动，推动酒店、景区等商户合作，促成
文旅跨属性组合营销。2022—2023
年，平台统筹政府补贴资金，联合市
内20家A级景区，推出面向全国游客
的“鄂尔多斯旅游一卡通”，截至2023
年 8月底，累计发放近 45万张，用户
分布于全国 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累计带动景区客
流240多万人次。

立足“智慧管理”，构建“行业监
测+大数据分析”的全方位文旅产业
治理新思路。

引入人工智能，赋能智慧景区建
设。应用AI生物识别技术，完成系统
定制开发及景区生物识别设备统一
部署，市民游客可经小程序线上下单
——线上人像录入——线下无感入
园，实现全年不限次、免门票、无接触
入园。

应用大数据分析，赋能产业智慧
监测。基于“云游鄂尔多斯”前端运
营数据、“鄂尔多斯旅游一卡通”通行
数据和线下终端设备采集数据等，将
文旅产业实时数据存储和沉淀至文
旅大数据中心，形成文旅大数据分析
报告，为产业监测、决策提供依据。
综合分析市场满意度，形成基于平台
的文旅产品及商家满意度评价分析
体系，建立文旅商家诚信档案，为文
旅产业服务质量提升提供有力数据
支持。

“云游鄂尔多斯”：风有约 花不误 舞韵暖城不相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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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雪瑶 摄影报道

近日，由吉林省戏曲剧院带来
的吉剧《大唐女巡按》在赤峰市宁城
县文化中心剧场开演。这是由内
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赤峰市
人民政府主办的“菊苑流芳”——
第八届辽吉黑蒙四省区地方戏曲
优秀剧目展演上演的剧目之一。

“《大唐女巡按》优美的唱腔，
美轮美奂的画面，展现了主人公
谢瑶环清正廉洁、秉公执法的高
贵品质。”观众刘海玲说。

现代评剧《忠诚》、蒙古剧《乌
银其其格》、现代龙江剧《在希望的
田野上》、吉剧《大唐女巡按》等 8
台地方戏曲优秀剧目于9月5日至
9月23日期间在赤峰市陆续上演。

“菊苑流芳”——第八届辽吉
黑蒙四省区地方戏曲优秀剧目展
演题材涉及革命历史、民族团结、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廉政文化等
多个领域，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
充分展现辽吉黑蒙四省区地域的
历史文化底蕴、独特人文魅力和
社会发展成就。

本次展演旨在促进内蒙古自
治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
四省区地方戏曲传承发展与交流
合作，巩固四省区“菊苑流芳”活
动品牌建设成果，进一步推进文
旅深度融合发展，全面推进地方
戏曲的繁荣发展。

活动采取线下惠民演出和线
上媒体平台同步直播的方式进
行，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精彩纷
呈的戏曲文化视听盛宴。现代评剧《忠诚》。

蒙古剧《乌银其其格》。

吉剧吉剧《《大唐女巡按大唐女巡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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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

本报呼和浩特9月 24日讯 （记
者 刘洋）近日，记者在呼和浩特市林草
局了解到，为更好地保护全国古树名木，
弘扬绿色生态文化，促进全民参与古树名
木保护事业，由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指
导、新华网主办、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产业
发展规划院承办的“双百”古树推选宣传
活动落下帷幕。经过地方推荐、推选办初
审、公众投票、专家评审等环节，推选出全
国100株最美古树、100个最美古树群，
位于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东乌素图村古杏
树群成功入选全国100个最美古树群。

据了解，东乌素图村古杏树群平均
树龄 212 年，有古杏树 62 株，树形各
异，距今有300多年历史。东乌素图村
位于大青山南麓，成村于明代。2019
年 12月 25日，东乌素图村被评为国家
森林乡村。2020年 8月 26日，入选第
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

东乌素图村“杏坞番红”景观还是
呼和浩特市历史悠久的八大景之一。
古杏树群入选全国最美古树群，对于呼
和浩特市保护生态景观，弘扬历史文
化，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

““红杏遗村红杏遗村””古杏树上榜全国最美古树群古杏树上榜全国最美古树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