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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佳彤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在这个春天里，初

见党的二十大代表、全国劳模、全国杰出专业

技术人才韩佳彤时，他笑容亲切透着笃定，笑

声爽朗饱含热情。

2009年，韩佳彤作为呼和浩特市引进的高

层次人才，回到家乡支援城市建设，为家乡高质

量发展出力，这也是他最质朴的初心。工作以

来，他始终秉承“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理念，发

扬“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麻烦”的精神，始终保持

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精益求精、敬业奉献，

先后主持参与了呼和浩特市二环快速路、地铁1

号线、2号线，丁香路地下综合管廊、内蒙古农业

大学地下通道、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一期工

程、呼和浩特盛乐国际机场高速公路等重大项

目的工程设计和教学科研工作，始终带领团队

冲在一线，取得了80多项专利和软件著作权等

诸多成果，获得国家建筑质量最高奖“鲁班奖”

13项，国家建筑设计科技最高奖“詹天佑奖”2

项，国家土木工程最高奖“茅以升奖”1项，其他

国家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20多项；获得了“国家

卓越工程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杰出专业技

术人才”“草原英才领军人才”“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模范个人”等诸多荣誉。

如今的呼和浩特城区，畅通无比的快速

路、连接东西南北的立交桥、连通各区域的地

铁线路，这些都与韩佳彤有着密切的关系。

“2017年4月，建筑体量7.58万平方米的

地铁新华广场站工程进入关键阶段，施工难度

非常大，呼和浩特市政府提出3个月内恢复路

面交通的要求。面对挑战，我提出‘盖挖施工

法作为主要工艺’并带领团队实施，在我们的

艰苦拼搏下,仅仅用了43天，就让该地恢复路

面交通。”韩佳彤自豪地说，“盖挖施工法作为

主要工艺”是我国地下工程施工创造的一种新

的工艺和工法。截至目前，韩佳彤共主持完成

工程项目230余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

重点科研攻关项目100余项，解决了60多项国

内重要工程技术难题。其中20余项为国内首

次提出和推广应用，累计为国家节约建设资金

600多亿元。

在承担地铁1号线管线迁改、交通疏解、

市政设施改移设计任务的日子里，韩佳彤基

本是每天早上7点进入工地，晚上12点回到

办公室处理日常事务，被同事们称为“712”

设计大师。为了更好地推进工程建设，他知

责尽责，吃苦耐劳，勇往直前，和同事们一起

用脚丈量了呼和浩特市的大街小巷，坚守奋

战在城市建设工程现场的日日夜夜，共同见

证了家乡的高质量发展。

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计划项目首席科

学家、自治区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首席专家，韩

佳彤认为，科技创新的关键在于人才。他发

挥“韩佳彤劳模创新工作室”的引领作用，大

力培养建筑领域高技能专业技术人才和农民

工，使一大批既有过硬专业技能又具备工匠

精神的优秀职工成长起来。同时，积极投入

到助力乡村振兴基础设施绿色发展等技术研

究工作中，面向乡村从业者和返乡创业人员，

免费为他们培训，增强了他们脱贫致富的本

领和信心。在清水河县设立科技助力乡村振

兴示范点 3 处，已培养乡村科技人员 60 余

名，为自治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

在近日举行的莫斯科第二十七届“阿基

米德”国际创新展会上，韩佳彤科研创新团队

创新发明成果荣获“阿基米德”国际创新发明

展金奖。这是内蒙古首次获此殊荣。 (苗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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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二珍

仲春时节，沉睡了一个冬天的土地渐渐
“苏醒”，巴彦淖尔市五原县隆兴昌镇的田野
里，繁忙的播种开始了。从实验室里一袭白衣
手执试管到田间地头，五原县农技推广中心推
广研究员李二珍的行程安排得很满。

“2018 年以前，这里都是白花花的盐碱
地，土壤板结，作物难以生长。通过几年的盐
碱地改良，现在这里的向日葵亩均可以增产
50公斤以上。”站在隆兴昌镇盐碱地改良试验
示范区，李二珍欣慰地说。

从事盐碱地改良 15年，李二珍把汗水流
在了农田里，把论文写在盐碱地上。

五原县拥有耕地230万亩，不同类型的盐
碱地占 53.4%，严重的土壤盐碱化，使得多年
来这里只能种植葵花,且产量不高，极大地制
约了农民的家庭收入。

1999年，李二珍从内蒙古农业大学毕业，
进入五原县农牧业局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
经过长期实践，她发现葵花想要在中、重度盐
碱地上增收，单纯改良葵花品种收效甚微，必
须想方设法降低盐碱，提升耕地质量。

从 2009年开始，李二珍和她的团队致力
于耕地质量提升及盐碱地改良试验研究，先后
与中国农科院、清华大学等 13家科研院所共
同合作实施盐碱地改良试验示范研究项目。

“刚开始什么都不懂，看专家品尝土，自己
就跟着尝，结果回家开始闹肚子，尝的次数多
了才明白，看似简单的土壤其实大有学问，土
壤中每种营养成分都会成为作物生长的关
键。”李二珍说。

盐碱地改良并非一朝一夕之事。由于盐
碱地类型较为复杂，盐分的运行规律极难总
结，再加上当地农民的怀疑和不配合，使盐碱
地改良项目难以实施，初期的改良并不顺利。

为此，五原县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建立了
科技示范园区，通过8年的试验示范，园区的耕
地质量明显提升，土壤全盐含量降低0.3个百
分点，保苗率提高20%以上。其中，重度盐碱
地保苗率提高40%以上，作物单产提高10%—
15%以上，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10%以上。

良好的试验示范效果，让周边村民们推行
盐碱地改良的积极性越来越高，甚至在没有项
目的支持下，自发拉运磷石膏改良盐碱地。“我
当时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到处都是石膏堆，村
民们拉了1万多吨石膏改盐增粮。”李二珍说。

“以前我们这盐碱化严重，啥也种不成。
经过改良后，这块地既可以种葵花，还可以种
玉米，增产还增收。”胜丰镇村民张金柱说。

“过去，提起盐碱地治理，就是改良。”李二
珍说，“现在更加注重客观规律，强调绿色生
态，变单纯改良盐碱地为‘留、用、改’结合，采
用科学灌溉方法，解开次生盐碱化症结。”

近年来，李二珍带领技术人员积极与乡
镇、办事处合作，服务 10个以上科技示范园
区，重点服务4个市级高科技示范园区；与20
家科研院校、专家团队合作，涉及小麦、玉米、
葵花、水稻、饲草、水果、蔬菜、药材等 30多种
作物，集中展现“四控”重点技术21项，培育新
品种88个，完成试验项目58项，14家企业、21
个合作社及家庭农牧场参与其中，推广向日葵
杂交新品种6个、玉米3个、小麦1个，新技术5
项，为农民新增产值2.8亿元，取得了粮油经济
作物生产丰收。

“现在我们针对不同类型的盐碱地，因地
制宜，分类实施盐碱地改良，并实施灌排体系、
土地平整等其他配套工程。”李二珍说，“盐碱地
改良之路非常艰难，但我愿意一直坚定不移地
走下去，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大家眼前白花花的
盐碱地，会变成绿油油的好农田。” （薄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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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文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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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蒙古中加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
究中心的理化实验室里，85后青年育种专家
吕文霞正与同事们忙着做实验、比数据、观结
果。

“我们采取EDTA振荡提取有效磷，称取
100毫克样品并用滤纸包好，塞入250毫升量
瓶中，加150毫升EDTA溶液，置于60℃恒温
水浴振荡器中保温振荡1个小时，之后取出量
瓶，冷却至室温，用水稀释至刻度，混匀并干过
滤，得到的溶液就能用来测定有效磷。”作为内
蒙古中加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质检部经理、
研发技术总监，她致力于马铃薯育种工作，“马
铃薯育种科研工作本就是一项艰难的工作，选
育一个优质品质，需要 8年甚至更久，在这个
过程中，不仅仅需要坚持，更要耐得住寂寞。
从事马铃薯育种工作这些年，我只有站在地里
的时候才是最踏实的。因为农业科学本身就
是实践科学，而实践科学本身就是实践，所以
我们必须到田间地头，要了解农民在想什么，
农业最需要什么。”

参加工作以来，吕文霞用热爱与情怀，
做马铃薯育种路上的“追梦人”。以满足农
民需求为导向，不断创新，在马铃薯新品种
选育、配套栽培技术研发、种薯质量管控和
检验检测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她的研
究成果得到了广泛认可，获得了多项荣誉，
包括乌兰察布市、内蒙古自治区和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以及“北疆工匠”荣誉称号。共发
表学术论文 9篇，其中 SCI文章 1篇；获授权
专利 17 项，其中发明专利 1 项，实用新型专
利 16 项；参与编写实用技术丛书 2 部；参与
制定国家标准 3项、地方标准 8项；参与选育
马铃薯新品种 12 个，新品种推广面积累计
达 50余万亩。

吕文霞始终坚持“把先进的生产技术传授
到农民手中，应用到生产一线”的理念，积极参
与技术推广，通过各种方式为农户提供技术培
训，帮助提升当地马铃薯种植水平。

内蒙古中加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
发技术中心主任孙翠翠感慨地说：“吕文霞
在业务上精益求精，堪称行家里手，长期坚
持在科研生产一线，围绕马铃薯产业热点和
难点问题，针对种植户实际需求，始终致力
于马铃薯新品种研发、完善种薯质量控制体
系、测土配方技术。她对科研工作执着、热
爱的态度和敬业精神，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
身边的每一位科研人员，真正起到了模范带
头作用。”

吕文霞为了科研工作，牺牲了与家人团聚
的时间，她的坚持和付出得到了家人的理解和
支持。她以赤子之情，坚韧不拔、勇往无前、忠
于职守、甘于奉献，九年如一日地穿梭在实验
室和田间地头，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走出了
一条科技兴农富农之路。她的故事激励着人
们，展现了科研人员对农业科技发展的贡献和
对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感。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加快推进
种业振兴行动”，为吕文霞指明了新的育种方
向，“针对马铃薯的不同用途，如鲜食、薯条、薯
片、淀粉、全粉等专用薯，我们接下来将通过常
规育种和分子育种相结合的方式，选育综合性
状更加优良、更抗病抗逆、适应性更广、具有重
大商业价值的马铃薯新品种，集中力量破难
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马铃薯种业
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真正实现中国
人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吕文霞信心百倍地
说，她将继续致力于培育更优质的马铃薯品
种，为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和种源自主可控
作出贡献。 （皇甫美鲜 张蜀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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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的阳光播撒在阿拉善左旗银根苏木

查干扎德盖嘎查的沙漠戈壁上，在距离中蒙边

境10多公里的牧民额日登木图家中，阿拉善边

境管理支队银根边境派出所民警徐乃超刚帮

忙搬完草料又拿起剪刀修剪起一峰骆驼脖子

上的绒毛。“不管我们有什么困难，只要小徐知

道了，总会第一时间来帮忙。”额日登木图说。

90后的徐乃超，现任阿拉善边境管理支

队银根边境派出所副所长，一级警司警衔。

2008年 12月入警以来，徐乃超一直戍守在大

漠边境，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新时代移民管

理警察的责任担当。参与黄河巴彦木仁段抗

洪抢险、神舟系列飞船发射回收安保等重大安

保任务20余次。2014年，他在非洲大陆执行

维和任务9个月，出色完成了任务。

2019年，公安边防部队改革，徐乃超脱下

“橄榄绿”穿上“藏青蓝”，成为阿拉善边境管理

支队的一名移民管理警察。

徐乃超的妻子李文娜，曾是阿拉善左旗公

安局指挥中心辅警，如今夫妻俩一起守在这个

“戍边夫妻警务室”，担负着阿拉善左旗银根苏

木3145平方公里边境管理区和103公里边境

线的边境管理和治安管控任务。“他守边，我守

他。他在哪里，哪里就是家。”李文娜说。

戍边夫妻警务室的日常工作，既没有抓捕

一线的惊心动魄，也没有演兵场上的硝烟弥

漫，有的只是边境巡逻的漫长孤寂和帮着处理

牧民群众家长里短的琐碎事情。徐乃超夫妻

以“服务好群众、团结好群众”为重点，扎实开

展爱民走访，第一时间了解掌握辖区 60 户

183名牧民群众的基本情况后，每年帮牧民群

众浇树、喂羊、剪驼绒、送药……如今，夫妇俩

不仅从“外来客”变成牧民群众的“贴心人”，还

为警民共同守边固防奠定了牢固基础。

边疆地区地处偏远、缺医少药，最近的医

疗机构也在85公里以外。徐乃超了解到这一

情况后，立即向上级申请成立爱民医疗室，争

取上级配发一批理疗器材，并针对牧区常见病

多发病购置一批药品免费发放给群众，受到群

众一致赞誉。辖区年逾古稀的牧民敖云高娃

额吉患有老年慢性疾病，几乎每天都要往返

170公里去苏木理疗，徐乃超主动将老人接到

卫生室，由医学专业毕业的妻子李文娜为其进

行理疗服务，经过一段时间的照料，老人的病

情有了根本性好转。

阿拉善左旗边境地区干旱少雨，群众生产

生活用水极度短缺，警务室周围 30公里内仅

有1口苦水井，人畜长期饮用会患上不同程度

的骨质疏松等疾病，能喝上“甜水”是边境地区

群众期盼的事情。“群众最需要解决的就是我

们最需要做的”。2023 年 5 月，经他多方协

调，北京某公司义务为警务室安装大型净化水

设备 1台，其过滤后的水质完全符合国家标

准。自此，警务室周围8户 27人及 1000余只

（峰）牲畜安全饮水问题得到了解决。

参加工作以来，徐乃超先后荣获联合国和平

勋章、中国维和警察荣誉章、第27届中国青年五

四奖章、全国公安机关成绩突出青年民警、全国移

民管理机构“五四成绩突出青年民警”、内蒙古自

治区“担当作为好干部”和“向上向善好青年”等诸

多荣誉；荣立个人三等功1次、个人嘉奖5次。

“作为一名移民管理警察，我热爱我的本

职工作，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一定会守护好辖

区的边境线和边境管理区，用实际行动践行好

一名移民管理警察的责任担当！”徐乃超说。

(刘宏章 闫琛琛)

支持单位：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