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弘
扬
北
疆
文
化

赓
续
中
华
文
脉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机关报
内蒙古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5-0002
邮发代号：15-1

草
原
全
媒

内
蒙
古
新
闻
网

2023年 10月 6日 星期五
癸卯年八月二十二
第27121期
今日4版

134

□本报记者 于欣莉

中秋、国庆假期，走进影院看场电
影已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休闲选择。

“因为工作的原因，假期没有出去游
玩，带全家来看场电影，文化过节也挺
好。”呼和浩特市民王先生说。记者在
内蒙古民族电影院线凯诺影城看到，前
来观影的市民携亲伴友络绎不绝，各大
影院迎来了观影热潮。

内蒙古民族电影院线于2010年 8
月6日成立，2015年4月由国家广电总
局批准为跨省院线，是内蒙古唯一一家
本土院线。目前，全区有影院109家、

影厅 420个、座位 44776个。其中，内
蒙古民族电影院线在我区偏远空白点
地区建立影院16家，自营影院9家，影
厅45个，座位4330个；联营影院7家，
影厅47个，座位5199个；加盟影院92
家，影厅328个，座位35247个。

内蒙古民族电影院线作为内蒙古
电影集团的核心业务全资子公司，一
直担负着传播电影文化的社会责任和
创收的经济任务。“今年春节档，内蒙
古民族电影院线进行战略规划、机构
调整、影院管理运营等方面的改革。
全力破局解题，实施民族电影院线走
出去战略，在全国布局民族电影院线

‘共建影院’项目，形成国有影院规模

化发展的良好局面。”内蒙古民族电影
院线副总经理张美玲介绍。

为提升影院经营效益，内蒙古民
族电影院线开展对旗下影院实地调研
走访工作，以解难题、促发展为着力
点，认真检视问题，分析问题，制定解
决方案，遵循立行立改、中期整改、长
期治理的原则，逐步推行并落实院线
财务及管理整改工作。从机构设计入
手，将民族电影院线旗下影院分门别
类划单元治理，实行项目化、扁平化管
理，以预算制、责任状的具体办法促进
效益目标的实现。《内蒙古民族电影院
线旗下部分影院定岗定员机构改革方
案》《凯诺影城标准化管理手册》《内蒙

古民族电影院线旗下呼和浩特市四家
影院项目专案》等相应配套办法的制
定，推动影院重新迸发新的活力。

此外，内蒙古民族电影院线不断
激发文化旅游消费活力，通过高质量、
高标准、严要求的建设管理，打造高标
准、引领式的品质影院，满足广大群众
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今年暑期档，我区各大电影院的
热度居高不下，民族电影院线从电影
文化传播及电影消费习惯培养的角
度，常态化组织优秀影片路演活动，同
时积极开展“电影沙龙”活动，影评专
家与观众共同鉴赏电影，感受光影中
的魅力。 ■下转第2版

多元供给推动内蒙古电影市场强劲复苏

本报10月5日讯 （记者 冯雪玉）自治区文旅
厅发布消息，中秋、国庆假期第六日，内蒙古接待国内
游客314.17万人次，是去年同期的11.28倍，是2019
年同期的1.51倍。实现国内旅游收入22.48亿元，是
去年同期的14.52倍，是2019年同期的1.45倍。

“超级黄金周”已经过去6天，内蒙古累计接
待国内游客1767.60万人次，是去年同期的5.93
倍，是 2019年同期的 1.32倍。实现国内旅游
收入 121.81 亿元，是去年同期的 7.05 倍，是
2019年同期的1.17倍。

“超级黄金周”内蒙古已实现
国 内 旅 游 收 入 121.81 亿 元

□本报记者 肖璐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赤峰市
多个重点项目施工现场处处洋溢着
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工人们积极
抢抓金秋施工黄金期，加班加点，干
劲十足，以坚守致敬祖国，用勤劳与
汗水描绘出一道节日“风景线”。

吊机伸展长臂，运料车来回穿

梭，工人铆足干劲奋战施工一线……
这是赤峰远景能源 152万吨/年零碳
绿氢绿氨项目建设现场。

“‘双节’期间，600余名工程参建
人员全部放弃休假，坚守项目建设现
场，争取在安全、保质前提下按时竣工
投产。”远景零碳技术（赤峰）有限公司
工厂厂长赛庆新表示，该项目4月初
开工建设，预计11月中旬竣工投产，
建成后将有效削减碳排放量，依托零

碳工业气体产品优势及先进贮能型空
分工艺，打造零碳化工园区。

苏春是湖南省工业设备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的施工人员，“双节”假
期，他主动请缨留在项目施工现场。

“虽然不能与家人团聚，但能用实际
行动为祖国庆生，我倍感骄傲。”苏春
一边忙活一边说。

在林西东台子水库大坝工程施
工现场，机械手正操作一台台设备紧

张作业。
“现场施工人员共计 391 人，全

力奋战在施工一线。我们将严格把
控安全质量和文明施工，确保工程早
日完成坝体填筑。”水电一局东台子
水库大坝工程项目经理姜洪日表示，
水库建成后，可将西拉沐沦河下游少
冷河河口以下两岸的防洪标准由 10
年一遇提高到30年一遇。

■下转第3版

假期“不打烊” 一线施工忙

赤峰市铆足干劲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

灯火璀璨的店铺、色香味俱全的
各类小吃、动感十足的文艺演出、熙
熙攘攘的人流。每到夜幕降临、华灯
初上，位于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中山西
路的“转角巷潮玩步行街”都是热闹
非凡。中秋、国庆假期里，许多外地
游客和市民来到这里，赏夜景、逛集
市、看演出、享美食……

浓郁的市井气息，新颖的玩赏体验，
点燃了“夜经济”，也增添了城市活力。

“在这里满足品尝美食愿望的
同时，还能感受到本地人‘时尚街
区+观光夜市的生活状态’。”和朋友
一起来转角巷游玩的外地游客王先
生对这个潮玩之地很是中意。他表
示，进入转角巷，就像进入了一个全
新的娱乐休闲世界，目光被各种新
奇的事物吸引。王先生最喜欢的是
转角巷中一处不大却非常精致的街
角二楼舞台，每天这里都会安排精
彩的文艺演出，让夜晚的转角巷充
满了“文艺范儿”。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夜间
经济”作为激发新一轮消费升级潜力
的重要举措，是释放城市商业活动潜
力、提升民众消费需求的重要途径，
也是拉动城市经济增长的关键。

今年以来，回民区充分结合大众
需求，依托中山西路商业氛围浓厚、
人流量集聚的比较优势，立足服务业
优势，对中山西路商圈实施了“基础
设施提升、商业业态提升、营商环境
提升”三大提升工程，精心打造了转
角巷、宽巷子、旧城北门烧烤街 3条
特色网红街，在满足市民、游客休闲
需求的同时，注入地方特色文化，丰
富经营业态种类，着力培育沉浸式、
体验式、互动式夜间消费聚集区，推
动“夜间经济”向高品质、多业态拓展。

“转角巷是以文化为核心，全新
的商业模式和商业逻辑的潮玩商业
街区，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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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5 日，机车巡游发车。当日，“魅力青城·纵享骑迹”呼和浩特市第一届机车嘉年华活动在赛
罕区大黑河机车公园开幕。来自我区 10个盟市的近 150余名机车骑手集结，从机车公园列队鸣笛、整
装出发，环大黑河两岸进行巡游，途经花海之约、大黑河军事文化乐园、丝绸之路大道等地，历经约 2小
时后回到机车公园。 本报记者 韩晓宇 摄

机车嘉年华激情启幕

秋日，乌兰察布。
历经日晒、风吹和雨打，此时马铃薯已进入

收获期。广阔的田野上，马铃薯收获机来回穿
梭，个儿大光滑、色泽鲜亮的马铃薯争先恐后地

“跳”出地面，田间荡漾着丰收的味道。
历尽天华成此景。
马铃薯虽然曾经是一种“洋作物”，但经过几

百年的种植与培育，已经在中国“安家落户”。生
生不息地传承与得天独厚的环境“相得益彰”，让
马铃薯这个古老的作物焕发出澎湃的生命力。

从最初的“海外来客”成长为主要粮食作物
之一，从简单的农产品进化到一个产业，再到出
现文化特征，马铃薯以其独特的发展经历，在中
华大地书写着别样的精彩。

海外来客 入乡随俗

马铃薯属茄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原产地是南
美洲，随着 15世纪以来的地理大发现与新航路
开辟，由美洲辗转传播到世界各地。

从400多年前首次“走”出美洲大陆，到今天
成功“落户”于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一种不为
世人所知的“冷门”作物，到在全球农业、经济和
粮食安全方面扮演关键角色，马铃薯凭借极为丰
富的营养价值和对自然环境超强的适应能力，成
为全世界最成功的“移民”。

400多年后的今天，马铃薯已经成为世界上
种植范围分布最广的农作物之一，也是当今世界
五大作物(其余四种为稻、麦、玉米、燕麦)之一。

那么，马铃薯是如何在中国“安家”的呢?
马铃薯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仍待考证。但明

代晚期，《长安客话》卷二“皇都杂记”称:“土豆绝
似吴中落花生及香芋，亦似芋，而此差松甘”。

与番薯、玉米的辐射式传播方式不同，马铃薯早
期的传播具有按气候分区覆盖的特点，由于马铃薯
生长周期较短，能够适应较高海拔或较高纬度地区
凉冷的农业生产环境，一经传入，就改变了农作物种
植结构，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创造了良好经济价值，对中国农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历史影响。

近代以来，随着移民及土地开垦的持续深入，马铃薯在内蒙古地区被广泛传播
引种，并迅速融入当地社会生产与生活之中。

入乡随俗，马铃薯也不例外。
马铃薯引种各地后，很快就融入当地的风土，因时、因地而异，形成很多别名和

俗称。在东北一带，它被称为土豆；在华北，人们叫它山药蛋；江浙一带，它叫洋番
芋；广东地区，则称之为薯仔。

马铃薯在内蒙古地区多被称为山药，如《绥远通志稿》载:“山药有二种，其形作
条状者名长山药……其形作块状者名圆山药，即马铃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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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柴思源

10月 5日晚，内蒙古拳手再次闪
耀亚运赛场，杨柳夺冠了！

继 10月 4日内蒙古拳手李倩摘
得女子 75公斤级金牌后，在杭州亚
运会拳击项目最后一个比赛日的角
逐中，内蒙古运动员杨柳强势夺得女
子 66公斤级金牌，两名为国出战的
内蒙古拳击运动员，用沉甸甸的金牌
为自己的亚运之旅画上完美的句号。

在山呼海啸般的加油声中，杨柳
一上场便表现得非常兴奋，用一连串
强有力的后手拳打出了气势和信
心。面对站桩输出型的泰国选手占
曾素·万那彭，杨柳灵活防守，巧妙进
攻，从第二局开始便占据绝对优势。
最终，杨柳 5:0击败泰国选手获得冠

军。刚刚经历过决赛激烈对抗的杨
柳面颊通红，听着主持人向观众高呼
着自己的名字，她激动地向观众席比
着“第一”的手势，眼睛里隐隐有泪花
在闪动。

“这一刻的心情全是开心！”走下
赛场，卸下连日来的紧绷，杨柳看着
胸前的金牌激动不已。杨柳表示，在
昨天拿下巴黎奥运会入场券后，自己
今天的比赛完全放开了。“在四分之
一决赛中，我面对朝鲜选手时表现的
不是很满意，所以及时和教练沟通，
进行调整。虽然比赛不是一帆风顺，
但是困难可以通过努力克服。在赢
下半决赛获得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
后，自己心里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了。”
采访中，杨柳向记者回顾了自己本次
亚运会旅程。

■下转第2版

强势夺冠！内蒙古
拳手杨柳圆梦亚运

杨柳夺冠。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本报兴安 10 月 5 日电 （记者
高敏娜 通讯员 李健萍）“ 亩 产
552.1 公斤！亩产量成绩理想！”“双
节”假期前夕，在兴安盟袁隆平院士工
作站建站五周年暨 2023 年优质水稻
测产观摩会上，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
心副主任袁定阳激动地宣布。

9月 24日至 25日，来自中国水稻
研究所、黑龙江省农科院、宁夏农科
院、湖南农业大学、通辽市农业技术推
广中心等7位专家组成测产专家组，在

位于乌兰浩特市和科右中旗的水稻基
地随机选取了 3 块稻田进行实割测
产。经过测算，香型优质水稻品种

“X56”平均亩产 594.6公斤、耐盐碱水
稻品系“兴粳17”平均亩产552.1公斤，
耐盐碱水稻产量连续 5年亩产超 500
公斤，创历史新高，探索出了一条北疆
盐碱地生态治理的新“稻”路。

兴安盟地处北纬 46°大兴安岭
南麓生态圈、世界公认的寒地水稻黄
金带。2018年，袁隆平院士在兴安盟

建立了院士专家工作站。五年来，袁
隆平院士团队圆满完成了“三年内帮
助兴安盟水稻亩增产 100 公斤”目标
的技术模式，创造了兴安盟水稻产量
新高。挂牌成立了国家杂交水稻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兴安盟分中心、国家耐
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兴安盟分中
心、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兴
安盟试验基地等国家级科技创新平
台；选育优质水稻新品系 13个、新品
种3个， ■下转第3版

兴安盟袁隆平院士工作站探索出盐碱地生态治理新“稻”路

耐盐碱水稻连续5年亩产超千斤！

□本报记者 李佳雨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通辽市街
头喜气洋洋，城区主要街道随处可见
鲜艳的五星红旗，节日氛围十分浓
厚。为进一步提振消费信心，激发市
民消费热情，通辽市商务局抢抓“金
九银十”消费黄金期，联合金融机构、
商贸企业、行业协会推出五大主题32
场消费促进活动，丰富假日消费供
给，为广大市民带来假日消费大礼
包，商贸消费实现稳步增长。

为推动中秋、国庆期间消费增
长，通辽市开展惠民利企消费券密集

发放活动，通过银联云闪付平台陆续
发放多批次利企惠民消费券，百万消
费券齐发，涵盖商超、餐饮、家电、家
居、住宿五大板块，为市民假日期间
各项消费提供优惠。长假前 5天通
辽市各大商超市场消费火热，摩尔
城、万达、百货大楼等大型商业综合
体人潮如织。

可使用消费券的超市、餐饮门
店也是人头攒动，高峰期得排队。

“趁着假期跟家人一起出来逛逛，这
次发放的消费券，到店就能领券核
销，吃饭买东西划算不少呢。”市民
张女士说。

中秋、国庆长假作为消费市场的

黄金时段，也是大型商业综合体“冲
刺业绩”的绝佳时机。各商业综合体
围绕“双节”期间消费特点，制定了精
彩纷呈的促消费计划，活动与优惠齐
发，实现了吸引人流与留住客流的双
重目的。

进前佳超市推出“礼遇中秋，喜
迎国庆”超低价促销活动、百货大楼
推出“中秋合家欢 佳节献好礼”活
动、摩尔城开展二周年庆活动……各
商业综合体人流涌动，热闹非凡。

除了这些精彩纷呈的活动，农品
甄选平台和主播团队结合中秋、国庆
特点，大力开展线上宣传和促销，通
过优惠打折、新品预售、现场采摘等

方式，宣传推介通辽糯玉米、地瓜、鸡
心果、羊肉、牛肉干等五大类40余种
农副产品和特色产品，在全网展示金
秋通辽风采。

“双节”期间，奥体中心广场举
办惠民购车节，起亚、奥迪、红旗、长
安、奇瑞、大众等25个一线汽车品牌
经销企业参加活动，打造多元消费
场景。

假日期间，万柿大集、万达广场
外小摊点更是活力满满，到了夜间更
是灯火通明，人流涌动。“今年假期天
气不错，夜间带着孩子出来溜达，再
买点儿小吃，孩子开心我们也开心。”
夜晚在万柿大集逛玩的王先生说。

通辽市假日消费“火力全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