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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3日电 10 月
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穆罕默德·
穆伊兹，祝贺他当选马尔代夫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马尔代夫友

好交往源远流长。中马两国不仅是
真诚互信、互帮互助的朋友，更是携
手发展、共同繁荣的伙伴。我高度
重视中马关系发展，愿同穆伊兹当

选总统一道努力，弘扬传统友谊，深
化务实合作，推动两国面向未来的
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
进展。

习近平致电祝贺穆伊兹
当 选 马 尔 代 夫 总 统

□本报记者 王塔娜
巴林左旗融媒体中心记者 包玉鹏

稻菽成浪，谷米满仓。9月 27日，在巴林左旗
富河镇第五积温带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种植示范基
地，收割机、运粮车来回穿梭。伴随着阵阵机器轰
鸣，一排排玉米植株连秆带穗被卷入收割机中，摘
棒、剥壳一气呵成。一穗穗颗粒饱满、色泽金黄的
玉米棒倾泻而出，很快就装满了运粮车。

玉米地旁，皮肤黑红发亮的乌兰坝村村民王
新凝视着金灿灿的玉米和来往的运粮车，像在欣
赏艺术品，也像在看自己的孩子。“看着辛勤三四
个月的成果，心里挺高兴的。今年玉米密植后，增
产不少。”王新预估，今年他的28亩玉米地收入能
达7万元。

示范基地的另一头，巴林左旗农牧业局工作
人员、科技特派团专家们正忙着测量亩均增产
量。他们随机选取区域，经过清点20株玉米、掰下
玉米棒、上秤称重、测量水分等一系列操作，最终
在“玉米田间实收测量表”上写下“亩均增产 402
公斤”的测量结果。

“明年要在全镇2万亩滴灌地，力推玉米密植

高产技术，让更多农民体验玉米亩产达1700斤的
快乐！”看着专家的结论，一旁的富河镇副镇长侯
小东当即表态，明年继续扩大推广面积。

富河镇地处巴林左旗最北边，春季干旱、风沙
较大，秋季霜来较早，玉米产量低而不稳。2023
年，巴林左旗在全旗范围内首次推广玉米密植高
产技术，富河镇抢抓机遇，率先推广6200余亩地，
寻求以新技术突破玉米产量低的问题，成功创造
镇里玉米亩产量历史新高。

玉米丰收，背后有科技密码。仔细观察眼前
的玉米地，植株间距小，株距一致，垄沟宽窄均匀、
垄脊高低一致，放眼望去，整片地没有一处覆盖地
膜。“这片地每亩种植 7100 株玉米，春耕时我们
使用免耕播种机，出苗率达到了 94%。结合牧业
大镇的特点，我们还采用无膜浅埋滴灌技术，玉
米丰收同时亩均收获 2吨左右的青贮秸秆，再也
不用愁牲畜过冬粮了。”对于玉米密植技术侯小
冬赞不绝口。

科技进田，助力粮食增产。巴林左旗农牧业
局副局长李春民表示，作为全国重要农业旗县和
产粮大县，巴林左旗明年将推广面积由5万亩扩大
至20万亩，让更多老百姓通过玉米密植，实现产量
翻番、收入增倍。

玉米丰收背后的科技密码

本报 10 月 3 日 讯 （记者
冯雪玉）自治区文旅厅发布消息，
中秋、国庆假期前四日我区接待
国内游客 1122.81万人次，是去年
同期的 4.92 倍，是 2019 年同期的

1.26 倍 。 实 现 国 内 旅 游 收 入
76.05 亿 元 ，是 去 年 同 期 的

5.65倍，是2019年同期的1.08倍。
中秋、国庆假期第四天全区接

待国内游客319.38万人次，是去年
同期的 7.20 倍，是 2019 年同期的
1.24倍。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22.74
亿元，是去年同期的 8.96 倍，是
2019年同期的1.11倍。

1122.81万人次畅游内蒙古

本报杭州 10 月 3日电 （记者
柴思源）10月 3日晚，杭州亚运会田
径比赛继续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
进行。在男子三级跳远决赛中，中国
队选手朱亚明以17米13的成绩夺得
冠军。

当晚比赛中，朱亚明在第三跳跳
出17米13的成绩。另一名中国队选
手方耀庆以16米93获得银牌。中国
队包揽金银牌后，朱亚明与方耀庆身
披国旗绕场一周庆祝，现场的欢呼喝
彩声划破夜空。

朱亚明 1994 年 5月 4日出生于
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
镇。在读高中期间，他的运动天赋被

体育教练马仁良发现并对其进行科
学指导和训练。19岁时朱亚明以体
育特长生的身份考入沈阳体育学院，
并于 2015 年进入辽宁田径队。此
后，朱亚明开始在国内外大赛上崭露
头角，先后获得2016年和 2017年全
国田径锦标赛男子三级跳远冠军、第
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男子三级跳远
冠军。东京奥运会男子三级跳远决
赛中，朱亚明以 17米 57的个人最好
成绩获得银牌，刷新了中国队在奥运
会该项目的最好成绩。2022年 5月，
2022世界田联洲际巡回赛男子三级
跳远决赛中，朱亚明以 17米 22获得
冠军。

内蒙古小伙朱亚明
亚运会三级跳远摘金

□本报记者

在中秋遇上国庆这个超长假期，
全区各地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遍地
开花，红红火火，凸显“生态+”“非
遗+”“乡村+”等特色，为“家乡的我”

“他乡的你”增添了别样的旅游体验，
文旅市场活力喷涌，让亮丽北疆在超
长旅游“黄金周”持续“圈粉”、持续

“揽金”。
金桂飘香，月圆中秋。9 月 29

日，呼和浩特市将军衙署博物院工作
人员及汉服爱好者，着华美汉服开展
了“明月华章，国潮中秋”汉服游园
会。点花钿，描青黛，敷搽胭脂；一袭
襦裙霓裳，曲裾轻舞，邂逅一场古风
游园会。

“这样的游园会活动是一场传统文
化的深度体验！”汉服爱好者杨小妮高
兴地说，“我们在这里来一场时空穿越
之旅，赏中华文化之美，享节日欢乐。”

“黄金周”期间，呼和浩特市依托

主题街区、网红打卡地、非遗文创等
相关要素，以“炫彩金秋 漫游青城”
为主题，聚焦北部敕勒川草原景观文
化旅游带、中部大黑河生态旅游带、
南部黄河景观文化旅游带，推出艺术
演艺、展览展示、文化交流、潮玩露
营、互动体验等五大主题，送上90多
项内容丰富、主题突出的文旅活动，
节日的氛围直接拉满！

一项项精彩纷呈的文旅活动纷
至沓来，一抹抹靓丽的“中国红”尽染
大街小巷，一项项暖心的便民措施尽
显首府温度，八方游客正在感受呼和
浩特的热情。

10月 1日，呼和浩特接待国内游
客52.10万人次，同比增长453.52%，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3.76亿元。假期
前三日，累计接待国内游客133.44万
人次，同比增长 263.38%，是 2019年
同期的 1.24倍；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9.11亿元。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各地开展
的“喜迎中秋，欢度国庆”文旅活动，

为广大游客、职工群众欢度节日营造
了浓厚的氛围。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空气好清
新！”10月 3日，当来自北京的陈先生
走进内蒙古大兴安岭莫尔道嘎国家
森林公园，就被这里多彩茂密的植被
和天然大氧吧所震撼，游走在林中，
一步一景，仿佛置身于一幅幅油画
中，“这个节日过得太有意义了，在乘
坐森林观光小火车穿越林海、欣赏大
自然的美景的同时，还见证了人与自
然的和谐共生，明年我一定会再来参
加这里的活动。”

金秋盛景，得益于大自然对秋天
的馈赠，也得益于林业人对生态保护
的执着坚守。随着2023年的接续打
造，莫尔道嘎国家森林公园建成景点
14个、旅游环线 100余公里，白鹿岛
成为呼伦贝尔标志性旅游景点，森林
观光小火车成为呼伦贝尔旅游的一
大特色，额尔古纳界河游不断拓展扩
建成为呼伦贝尔最大水上项目，创造
了更多文旅结合的看点、亮点、卖点。

为将秋季最美的呼伦贝尔呈献
给广大游客，推出了呼伦贝尔五彩民
俗游、“金秋·行摄之旅”、“魅力金秋，
多彩岭东”丰收采摘之旅、兴安林海自
驾寻秋之旅、金秋边境俄蒙风情探寻
之旅等5条精品旅游线路，让游客打
卡金秋草原森林，探寻多彩呼伦贝尔，
行走最美边境线，品味独特民俗风情。

在秋季精品旅游线路之外，推出
陈巴尔虎旗呼伦贝尔大草原·莫尔格
勒河景区、额尔古纳国家湿地公园、
乌兰山景区、阿荣旗图博勒国家森林
公园、鄂伦春自治旗拓跋鲜卑历史文
化园景区、根河市根河源国家湿地公
园、敖鲁古雅使鹿部落景区、西乌乞亚
撮罗子营地、扎赉诺尔区猛犸公园、鄂
温克族自治旗红花尔基樟子松国家森
林公园等10个秋季网红打卡地，供游
客选择设计自己的出行线路。

“双节”假期，兴安盟科右中旗各
景区、景点迎来了客流高峰，该旗独特
的自然风光和浓郁的民俗风情，吸引
不少游客纷至沓来， ■下转第4版

多彩文旅节庆活动点亮“黄金周”

亮丽北疆“圈粉”又“揽金”

朱亚明（右）与队友方耀庆共享荣耀时刻。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10 月初，今年春小麦磨成的优质河套面
粉已经被做成各种面食端上了餐桌。被誉为

“五项全能冠军”的河套面粉，口感细腻、劲道、
麦香浓郁，亦成就了河套地区久负盛名的面食
文化。

一碗酿皮以及现代智慧农业

了解小麦在河套文化中扮演的角色，先要
从一碗酿皮开始。

久负盛名的巴盟酿皮，当地人更喜欢称之
为“面精”。五原县复兴村临街的李三手工面
精店，虽然是只售卖面精和糖麻叶等几种小吃
的小店，却在五原县颇有名气。巴彦淖尔的面
精店就像重庆的小面馆一样，有着民间的排
名，但每家小店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所以榜
上往往“排名不分先后”。

李三手工面精店，就是排在当地人心里榜
单前列的店铺。手工制作的面精晶莹剔透，口
感鲜、爽、弹，淋上各家秘制的调味汤汁，再加上
自制的烂腌菜，入口酸爽可口，是在当地才能吃
到的原汁原味的地方美味。上好的河套平原高
筋粉，粉质细腻、营养丰富、蛋白质含量高，是制
作面精不可或缺的主角。一碗美食、一季小麦，
演绎着河套地区2000年的农耕文明史。

小麦种植的故事，要去广袤的田间地头寻
找。3月初，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农民郝存林在
他合作社的 1500亩农田里，播下了今年春小
麦的种子。历经 18天孕育，嫩绿的麦苗破土
而出，开始在河套平原上100余天的生长。盛
夏时节,金黄的麦穗结出沉甸甸的颗粒,被研
磨成优质的河套面粉。

五原县全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郝存
林，是五原县土生土长的农民，祖祖辈辈在河
套平原上耕作。郝存林年轻时，家乡的种植业
全靠人工，到他花甲之年操盘农业合作社万亩
良田时，农业生产早已用上了北斗卫星导航播
种、水肥一体化灌溉、膜下滴灌等现代科技，实
现了全机械化生产。延续数千年的传统农业
正在逐步转型升级为现代智慧农业。

年复一年，在富饶的河套平原上，一幅耕
种图描画了数千年。“天下黄河、唯富一套”，
河套平原，是我国春小麦种植历史悠久的传统
区域，“种在冰上，收在火里”的河套小麦，每
年 3 月初播种，7 月 20 日前后收割。北纬 40
度种植黄金带的优异自然禀赋、远离污染的绿
色环境以及黄河滋润的完善灌排体系，让这里
种出的河套小麦，成为全国乃至世界优质小麦
的代表。

■下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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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锡林郭勒 10 月 3 日
电 （记者 巴依斯古楞）中
秋、国庆假期前夕，由中铁电气
化局承建的太锡铁路锡林浩特
站改工程施工顺利完成，该站
是太锡铁路内蒙古段站改工程
最后一座车站，标志着太锡铁
路内蒙古段取得重大进展。

太锡铁路南起河北省太子
城站，北至内蒙古锡林浩特站，
途经张家口市和锡林郭勒盟。
其中，太锡铁路内蒙古段正线
全长 260.955 公里，包括新建
线路 20.111 公里和既有线路
改造 240.844 公里，沿线经过
太仆寺旗、正蓝旗、阿巴嘎旗、
锡林浩特市，共设车站 12座。

中 铁 电 气 化 局 太 锡 铁 路
土建项目经理贾杨宾说，工程
于 7 月 27 日 开 始 施 工 ，历 时
60 天，太锡铁路锡林浩特站、
灰腾梁站、桑根达来北站、正
蓝旗站 4 座车站已全部改造
完成，为太锡铁路锡林浩特站
至正蓝旗站电气化开通打下
了坚实基础。

太 锡 铁 路 作 为 区 域 性 干
线 铁 路 ，建 成 后 将 与 崇 礼 铁
路、京张铁路共同构成锡林郭
勒和张家口北部地区的进京
快速客运通道，锡林郭勒盟群
众乘坐火车进京时间将缩短
一半以上，有效带动沿线地区
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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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包头 10 月 3 日电 (记者
蔡冬梅 通讯员 边康 宗恒达）秋
风渐起，草木凝露，当下，包头市地表
温度已降至 4摄氏度。中秋、国庆假
期，包钢集团项目工地上依然有许多
忙碌的身影，他们坚守一线，以只争朝
夕的姿态保工程质量、促工程进度，全

力推进项目建设，用热火朝天的奋斗，
诉说着对祖国的深情祝福。

在包钢全干熄节能减排综合利用
项目建设现场，伴着机器轰鸣声，吊载
能力为 260吨的履带吊缓缓上升，稳
稳地把主体框架横梁送至 60米
高的建设平台……■下转第4版

守护“包头蓝”包钢项目建设忙

“双节”假期，游客在
网红景点敖鲁古雅西乌乞
亚营地共庆中华人民共和
国 74 岁华诞。占地面积
18021 平方米的西乌乞亚
营地位于根河市敖鲁古雅
鄂温克族乡，是该地打造
民 俗 文 化 旅 游 的 又 一 张
名片，营地里的鄂温克族
歌 舞 表 演 、鹿 皮 碳 素 绘
画、桦树皮工艺品手工制
作 等 系 列 活 动 让 游 客 沉
浸 式 体 验 做 一 天 敖 鲁 古
雅鄂温克人。
本报记者 李新军 摄

西乌乞亚营地
燃爆“双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