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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起点全力加速，推车冲出，赵丹全身肌
肉紧绷跳上雪车，爆发出强大的力量，整个人
与钢架雪车紧贴在一起，犹如一颗飞速跃升的
火箭，从赛道发射出去！

随着轰隆隆的滑行声，赵丹“人车合一”滑
过一个个弯道，目之所及是一道深蓝色的“光
影”。一轮又一轮的滑行后，赵丹用 2枚金牌
为自己的“十四冬”之旅画上圆满的句号。

“能通过我的个人项目，为家乡争得‘十四
冬’首金，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赵丹说，这样
的成绩是对自己能力的一种认可，让我对接下
来的比赛和训练都更有信心。

北京冬奥会上，赵丹担任中国体育代表团
旗手，让这项“贴地飞行”的小众项目为人熟
知。冬奥会是中国女子钢架雪车首次在冬奥
赛场亮相，赵丹凭借着执着与超过同龄人的成
熟，以4分 09秒 52的成绩位列第9名，让中国
队的首秀收获不少赞誉。这两年，赵丹的成长
速度惊人，这个赛季，赵丹更是在国际雪车联
合会雪车和钢架雪车世界杯首站延庆站比赛
中摘银，实现中国女子在该项目站上领奖台的
历史性突破。

新赛季国内外大赛均有斩获，这对赵丹来

说是一个“开门红”。赵丹说：“这是一个好的
开始。我现在更有信心可以跟高手们进行较
量、竞争。如果之前对世界顶尖选手是仰望，
通过这么多年努力，我觉得可以一步一步靠近
她们了。”

由于钢架雪车在国内起步较晚，很多选手都
是从其他项目“跨界”而来，赵丹便是其中一员。

“感觉不真实，很怕Hold不住。”2018年，
第一次听说钢架雪车这项运动时，赵丹觉得离
自己的生活特别遥远。当时，身材高挑、爆发
力惊人的赵丹正奋战在田径赛场上，全区运动
会上她一举获得了跳远和三级跳两个冠军，出
色的成绩让她得到了不少关注。

彼时，钢架雪车国家队的“跨界选材”来到
内蒙古，以短跳运动员优先。赵丹所具备的出

色爆发力，正是钢架雪车运动员前 30米推撬
助跑的必备条件之一。

在启蒙教练张鑫的鼓励和父母的全力支
持下，赵丹前往沈阳参加选拔。“当时我的体重
偏轻，年龄也不够，是抱着出去见见世面的心
态，毕竟当时国家队在我眼中是神一样的存
在！”那次选拔让赵丹记忆犹新。

室外场地 30 米冲刺、垂直纵跳、立定跳
远……一系列测试项目后，国家队钢架雪车
外籍教练给了赵丹很高的评价——“她有名
副其实的‘雪车基因’”。

年仅16岁的赵丹以测试项目综合评分第
一的成绩，破格进入国家队，成了队里年龄最
小的运动员。腼腆、话不多、一逗就傻乐呵，这
是中国钢架雪车队员朱海峰对赵丹的第一印

象。但就是这样一个平日里看起来有点软萌
的小姑娘，初次面对曲折的赛道和高速滑行的
雪车时却没有丝毫畏惧。

赵丹的上冰初体验是在卡尔加里赛道。
“当时教练对我们说，初次上冰可以不去想着
操控雪车，就单纯地感受赛道带给自己的感
觉。”听懂教练的指示后，赵丹迫不及待趴上雪
车。那种冰面上飞驰的自由和新鲜，让赵丹收
获了从前在田径场上完全不曾体会过的新奇
体验。“速度带来的快感很奇妙，好像穿越时空
隧道一样，好舒服！”赵丹爱上了钢架雪车。

和钢架雪车相伴的这5年，赵丹越来越觉
得它就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我和钢架雪车
这项运动像是互相成就的伙伴，它带给我曾经
在田径场不曾经历的体验，我也让更多人了解
钢架雪车。”赵丹这样告诉记者。

这个赛季，赵丹有了一个充满高光的开始，
她更期待完成心中更大的目标。“这个赛季我们
更换了新的器材，也尝试着全新的训练体系，

‘雪游龙’的赛道我也相对熟悉，所以我的成绩
有了明显的提升。接下来还有7站世界杯和1
站世锦赛等着我，我会集中精力感受和熟悉国
外的赛道，为米兰冬奥会打好基础。”赵丹说。

“冰面勇士”赵丹的“雪车基因”
□本报记者 柴思源

□本报记者 王雅静

漫天风雪中，小女孩蹒跚前行着，身后传
来了一声声呼唤：“妹妹！玉荣！”

“姐姐，我找到小羊羔了。回来的时候我
迷路了，我还以为再也找不到你了……”

舞台上，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东风路小学
学苑分校的同学们用动情的表演感动了台下
的每一个人。她们表演的课本剧《草原英雄
小姐妹》在不久前举行的“争做新时代好队
员”全区第二届少先队优秀课本剧（情景剧）
大赛及展演活动中获得了一等奖。

《草原英雄小姐妹》是曾深深感动全国人
民的真实故事。两位少年英雄的故事传遍大
江南北，“草原英雄小姐妹”成为新中国集体
主义精神的代名词。赛罕区东风路小学学苑
分校的参演学生生动诠释了“草原英雄小姐
妹”的动人故事，展现了课文主人公们的爱国
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

“龙梅玉荣为了保护集体的财产和暴风雪
奋战了一天一夜，羊一只也没有丢，她们的这种
勇敢、坚韧、大无畏精神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通过这部剧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战胜困难的勇
气和集体荣誉高于一切！”剧中龙梅的扮演者是
该校四（4）中队的薛可同学，她对这次参演课本
剧感触颇深。在十几天的联排中，她克服了生
病高烧的困难，在表演中感悟和成长。

“排练中老师和孩子们一次次修改剧本、
一遍遍熟练舞台调度，孩子们时刻发挥着团
队的凝聚力，团结一心，互相帮助。虽然扮演
小羊的同学膝盖磨破皮了，但还是忍着疼痛，
一天没耽误排练。”东风路小学学苑分校德育
副校长吕娅荣见证了孩子们的努力。回忆起
排演情况时，她动情地说：“有几个孩子生着
病也要坐在台下坚持记背台词，演员和角色
发生突然的改变时，孩子们也选择了迎难而
上、临危不惧，适应一切新的目标和新的挑
战。就这样随着日程的推进在千锤百炼中我
们最终获得了大赛一等奖的殊荣。”

赛后，吕娅荣说：“我们一定会让更多的
人爱上这部经典剧目，我们也将继续引导广
大少先队员不断发挥蒙古马精神，时刻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己任，把自己的小
梦想融入国家的大梦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勇毅前行。”

乐享“课本剧”之美

●不燃怎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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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月 11日讯 （记者 于欣莉）近日，
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和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共同打造的内蒙古退役军人产业学院在呼和
浩特市揭牌成立。

内蒙古退役军人产业学院成立，旨在聚焦
服务保障两件大事，通过创建优质退役军人职
业教育产业园地，进一步提升退役军人学历、
提高技能、促进就业创业能力，为全面提升自
治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水平奠定坚实基础。

“内蒙古退役军人产业学院设立了60余个
专业、28个工种，每年可承担我区近万名退役军
人的就业培训和技能提升任务。”自治区退役军
人事务厅就业创业处四级调研员白慧昀介绍。

据悉，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将持续加强政
校合作，依托普通高校、职业院校优质资源，强化培
训赋能，以更高的站位、务实的作风、用情的服务，
为退役军人提供更多更好的培训服务，助力退役军
人就业创业工作高质量发展。

内蒙古退役军人产业学院成立

□马兆坤（2023 年内蒙古“中学生英才计划”
数学学员、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学生）

“数学是人类智慧皇冠上最灿烂的明珠”。
自小我就对数学抱有浓厚兴趣，希望在数学领
域进行深入学习和研究。入选“中学生英才计
划”后，我跟随内蒙古大学教授杨联贵、副教授
张瑞岗参加了一系列学术研究和科研实践活
动，了解了如何进行课题研究、用数学方法解决
实际问题，并完成人生中第一篇学术论文。“中
学生英才计划”培养期间，我的创新意识和探究
能力有了显著提升，同时也深刻感受到了科技
工作者胸怀祖国、潜心研究的科学家精神，更加
坚定了我投身科学、成才报国的决心。

去年8月，我怀揣着探究科技的梦想报名
“中学生英才计划”国际交流活动并入选，在为
期一周的时间里，我与中国代表团的优秀青少
年共同走进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和日本国家
自然科学馆等高校和研究机构，与日本科学
家、世界各地青少年面对面交流学习。

在东京大学，我看到了与环境巧妙融合、颇
具特色的校园建筑；在横须贺研究园区，科学家的
科普讲座让我了解到互联网、统计数学等方面的
前沿知识，也深感知识储备的不足，做为新时代的
青少年，我们还需以“学习永远在路上”的精神，加
倍努力方能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扎稳脚跟；在
Meikei高中，我与世界各国中学生共同进行科
学研究和文化交流，感受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
特色和创意思路，体验了一场文化与科技的碰撞
之旅。期间，我还向各国师生展示了汉字与诗词，
用实际行动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力量。

现在，为期一年的“中学生英才计划”培养
接近尾声，回顾这一年，有导师的谆谆教诲，有
实验室里的认真钻研，有研学活动的朋辈交流，

“中学生英才计划”为我打开了一扇科技的大
门、创造了一片成才的沃土、指引了一条立志科
技报国之路。在未来的学习生活中我定当不负
韶华，在成长成才的道路上铭记嘱托、肩负重
任，以“强国有我”的坚定信心在民族复兴道路
上砥砺奋进，为科技自立自强贡献青春力量。

（本报记者 白莲 整理）

立志科技报国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白莲白莲 通讯员通讯员 刘雪峰刘雪峰

打通基层政务服务壁垒，破解蒙古羊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难题，为草原生态保护提供多项支撑…… 在辽阔的锡林郭勒草原，越来越多来
自内蒙古大学的青年科技创新团队驻扎下来，瞄准基层需求服务社会的同时，引导和帮助广大师生在社会课堂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把创
新的论文书写在广袤大地上。

●强国有我

●短讯

祁智团队成员和当地牧民一起查看撒播草种发芽情况祁智团队成员和当地牧民一起查看撒播草种发芽情况。。

生态与环境学院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植物群落调查生态与环境学院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植物群落调查。。

野外降水野外降水、、氮沉降控制实验氮沉降控制实验。。

佟彬团队培育的携带高繁力基因的蒙古羊佟彬团队培育的携带高繁力基因的蒙古羊。。

“我们驻站工作的硕博士研究生
每年生长季要在野外观测研究站开展
5个月的科学研究，他们在实践中求真
学问、练真本领，将自己的所学运用到
草原生态保护和利用中，实现人生价
值的同时，也更加体会到青年人身上
肩负的责任。这样有助于培养‘知识、
能力、人格’协调发展的复合型、创新
型专业人才。”徐柱文表示。

接下来，依托研究站，学校计划通
过校地合作建设草地生态盟校共建科
技创新中心，推动科技人才培养和队
伍建设、提高创新研发能力，更好地服
务于地方政府决策、区域生态安全建
设和草牧业经济发展，为助力自治区
完成好五大任务添薪加柴。

“每个人都是家乡草原的守护者和
建设者。”生命科学学院祁智教授带领
草原健康牧场科技创新团队，致力于通
过科技支撑广大农牧民、青少年成为草
原生态修复的建设者。2017年以来，
团队依托内蒙古大学“省部共建草原家
畜生殖调控与繁育国家重点实验室”和

“牧草与特色作物生物学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等平台，在锡林郭勒盟发起我区

首次“草原健康体检工程”。
现在，这项工作已完成4895份土

壤样品、256家牧户羊粪样品、1783只
羊血液样品的矿质元素测试，形成锡
林郭勒盟草原土壤及家畜矿质营养数
据库，为精准补饲草原家畜提供有效
支撑。

为引导牧区青少年学习草原知
识、激发科研兴趣、参与草原科研，团
队面向全盟青少年开展线上线下科普
讲座11场，西乌珠穆沁旗综合高级中
学等 6所学校累计 3800余人次参与。
团队还先后在阿巴嘎旗第二中学建立

“牧区青少年草原科学实验室”，在西
乌珠穆沁旗综合高级中学建立草原植
物标本馆、草原土壤样品库、牧草与土
壤检测中心、牧草培育实验站。

“我们要团结一心，守护好祖国边
疆、守护好我们共同的家园……”全国
人大代表，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
嘎达布其镇尚都嘎查牧民额尔敦达来
通过“石榴籽”讲堂云直播平台，为广
大牧民带去热气腾腾的宣讲；点开“蒙
速办点· 锡心办”政务服务平台，“上
门服务”“延时服务”“办不成事反映服

务”等各类创新应用服务一应俱全，提
供从“能办”向“好办、易办、快办”转变
的便捷服务。

“石榴籽”讲堂云直播平台和“蒙
速办点·锡心办”政务服务平台，是内
蒙古大学蒙古文智能信息处理技术国
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飞龙教授团
队利用汉蒙语音识别、机器翻译、语音
合成等多项智能服务引擎打造的智能
化技术支持。“我们不仅为基层送去了
实实在在的技术，也教会青年学生要
胸怀家国，面向需求开展攻关，服务人
民、解决痛点。”飞龙说。

“只有走出校门、投身到社会实践
中去,才能真正认识社会、了解民情，
从而迸发出炽热的社会责任感。”内
蒙古大学副校长高光来表示，近年
来，学校通过建立以服务需求为导向
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重点实验室，
促进青年学者科学研究，提升学科科
研水平、增强学科社会服务能力，产
出了一批符合自治区战略定位需求
的科研成果，为助力产业转型升级作
出积极贡献。

（本栏目图片由内蒙古大学提供）

培育担当奉献的时代新人培育担当奉献的时代新人

一枚小巧精致的“芯片”，却在种
质资源保护与创新利用上起到大作
用——它能识别出蒙古羊是否携带
高繁力基因，准确率高达90%以上。

在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牧场，
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佟彬教授
团队正在进行胚胎移植工作，扩繁携
带高繁力基因的蒙古羊种群。

作为我国三大绵羊群体之一，蒙
古羊种质资源保护和创新利用对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草原肉羊
产业高质量快速发展意义重大。然
而蒙古羊系绵羊大多是单胎为主的
品种，繁殖力低这个“卡脖子”问题，
严重制约了产业快速发展。

2015年以来，佟彬团队与锡林郭
勒盟各级政府和企业联合攻关，研发
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首款蒙
古羊系绵羊繁殖力检测低密度 SNP
基因芯片，并在锡林浩特市毛登牧场
和白音锡勒牧场等 6个旗县共检测蒙
古羊 15000余只，组建了高繁多胎蒙
古羊核心群 2000 余只，为高繁多胎
蒙古羊新品系培育奠定了基础。

现在，随着核心群组建完成，高
繁多胎蒙古羊新品系培育与推广已

进入全面攻坚阶段。“我们力争在
2024 年将携带高繁多胎基因蒙古羊
数量翻倍，达到 3000只以上，把携带
高繁多胎基因的种公羊尽快推广到
广大农牧区，助力畜牧业高质量发
展、为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
地添砖加瓦。”佟彬说。

“内蒙古大学典型草原生态系统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入选首批国家
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该站也是教育
部野外台站，欢迎兄弟院所来台站合
作开展定位研究。”这两天，内蒙古大
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党委书记（代）、常
务副院长王立新教授的一条朋友圈，
引来大量关注和点赞。

从 2009 年的内蒙古大学草地生
态学研究基地，到 2019 年升级为典
型草原生态系统教育部野外科学观
测研究站，再到进入“国家队”，内蒙
古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相关研究团
队驻扎锡林郭勒草原，围绕草原生态
系统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生态安全建
设的重大战略需求，聚焦生态学、草
学前沿与我国北方典型草原区面临
的实际问题，开展长期监测与定位研
究，为保障草原生态安全、保育生物

多样性、维持区域碳平衡等方面做出
了重要贡献，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
果。

锡林郭勒草原作为我国北方温
带草原最具代表性的草原类型，在保
障生态安全、保育生物多样性、固碳
减排维持区域碳平衡等方面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然而，近年来由于人类
活动和全球变化的影响，草原发生大
面积退化，导致生物多样性下降、生
产和生态服务功能降低。

“近 5年，我们共承担省部级以上
科研项目 60 余项，经费超 3000 万
元。依托研究站培养硕、博士研究生
200 余人。获省部级奖 1 项，发表高
水平学术论文 150 余篇，授权专利 4
项。”该站站长徐柱文教授介绍说，研
究人员在草原退化诊断国家标准制
定、《草原法》修订、生态保护红线划
定、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陆地
生态系统）制定、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建设示范区建设、内蒙古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评价、牧区现代化建设等方面
开展了大量的科技咨询和规划工作，
为助力生态保护监测及美丽中国建
设提供了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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