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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锦鹏）7月21日至
22 日，第二十五届中国马铃薯大会在
我市举行。大会期间，来自全国各地参
加第二十五届中国马铃薯大会的1000
余名政府代表、专家学者、企业家和种
植大户分三组现场观摩我市马铃薯相
关产业。

“乌兰察布市现有马铃薯种薯企业
16家，建设有从茎尖脱毒、组培快繁微
型薯生产到原种繁育的完整体系，建成
组培室9.96万平方米、温网室4146亩、
气雾培室123亩，年脱毒苗生产能力10
亿株、原原种生产能力20亿粒，脱毒种
薯覆盖率达到100%。”观摩组一行人先
后来到市农林科学研究所、察右前旗华
颂种业有限公司，认真听取相关情况介
绍，时不时畅谈分享观摩感受、相互交
流各自看法和见解。当谈到“乌兰察布
市马铃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时，工作人员回答道：“到2025年，力争
将乌兰察布打造成为专用薯品类突出、
种植标准规范、加工深度延展、流通体
系完善、科研创新领先、产业链条完整，
产能超百万吨、产值超百亿元的‘双百
级’马铃薯产业发展示范区。”

来到从事薯条生产的察右前旗内

蒙古薯都凯达食品有限公司和乌兰察
布蓝威斯顿食品有限公司，全自动化
生产线正在持续运作，一颗颗土豆经
过清洗脱皮、挑选修剪、切条、漂洗等
多种工序，最终成为人们餐桌上美味
可口的食品。

“桌上的薯条、薯饼，大家随意品
尝，这是生产线中刚刚加工完，厨房现
做的。我们薯都凯达公司先后建成 7
万吨休闲马铃薯条加工厂、6万吨豆制
品加工厂、30 万吨法式薯条工厂及配
套 50 万吨仓储设施。目前，年加工马
铃薯70万吨。”工作人员一边热情邀请
观摩人员品尝薯制品，一边介绍道。

在察右前旗玫瑰营镇瑞田公司种
植基地“看禾选种”示范地，观摩人员纷
纷扫描图片上的二维码，直观了解大田
里正在种植的各品种马铃薯的特性、产
量、栽培介绍和加工适宜性等。瑞田公
司种植基地相关负责人介绍，“看禾选
种”平台，旨在为马铃薯育种企业打造
一个专属的“舞台”，使它们能够充分展
示其新品种与科技成果。同时，这一平
台也为众多新品种提供了一个“擂台”，
让它们能够同台竞技，一较高下。最
终，哪一品种最适合我市广大种植户种

植，将在这儿比试后见分晓。此外，该
公司还为广大种植户搭建了一个“看
台”，以便他们更好地观察和选择适合
自己的品种。

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种植大户、甘
肃康勤薯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康勤说，

“我们公司除了在定西市种植马铃薯，
还在张北、锡林郭勒等地种植。通过示
范点‘看禾选种’，可以直观地了解多个
品种在田间的表现，很有参考价值。”

沿着公路前往下一个观摩点，道路
两旁大片大片的马铃薯长势喜人。来
到商都县内蒙古希森马铃薯种业有限
公司，一股股面食香气扑面而来，走进
以土豆为主要原料混合面粉加工而成
的土豆馒头工厂，观摩人员纷纷品尝着
手中的馒头。“这款馒头以马铃薯生浆
为主要原料，口感细腻，大家可以带走
一些，品尝品尝。回到家中，可以通过
扫描上面的二维码，在抖音、淘宝等店
铺购买我们的土豆馒头。”工作人员介
绍道。

“确实比咱们常吃的馒头，口感更
细腻一些，很难想象到它是以土豆为原
材料制作的。”大家品尝过土豆馒头后
纷纷赞叹道。

在商都县内蒙古福景堂马铃薯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一摞摞淀粉成品包装
整齐放置在仓储工厂内。目前，该公司
有生产线4条，全自动包装码垛生产线
1条、年产1万吨马铃薯提取食品级蛋
白生产线1条、年产5000吨马铃薯提取
食品级膳食纤维生产线1条、年产10万
吨马铃薯调和粉生产线1条。

“咱们留一个联系方式，我们企业
未来也会逐步开展马铃薯深加工业务，
希望未来有机会合作。”康勤说，“观摩
中，深入了解并学习了多家深加工企业
的发展模式和先进经验，受益匪浅，不
虚此行！”

2天的行程，观摩团一行都对我市
马铃薯标准化种植技术、原种繁育、马
铃薯全产业链发展等给予高度评价。

甘肃农业大学副教授康益晨说：
“参观完观摩最大的感受就是，乌兰察
布市马铃薯产业发展很迅速，变化很
大。不论是从马铃薯脱毒繁育、基地化
种植，还是规模化加工、现代化储藏以
及社会化销售，已形成了‘五位一体’全
产业链模式，值得其他地方学习借鉴。
希望未来与当地企业开展合作，实现互
惠共赢。”

第二十五届中国马铃薯大会举行现场观摩活动

本报讯（记者 李璟 通讯员 金鑫
侯祥）近日，化德县联社与化德县人民
医院合作共建的“互联网医院”自助终
端和“互联网医院”小程序正式上线运
行，让广大群众切实体会到科技金融和
普惠金融的多样性与便利性。

目前，化德县联社在化德县人民
医院共计布放 6 台自助设备，为患者
提供自助挂号、报告打印、门诊缴费、

凭条补打等功能，并支持银行卡、支付
宝、微信等线上支付渠道。群众只需
通过手机，即可进行预约挂号、报告查
询以及住院押金缴纳、住院清单查询
等多项便民服务。这些举措，在有效
解决患者“挂号难，排队慢”问题的同
时，也为行动不便的患者提供了更加
便捷的服务，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
让群众少跑腿。

据悉，近年来，化德县联社始终
秉承为民服务的初心，积极履行社
会责任，强化与政企单位的合作，持
续优化服务流程，拓展服务范畴，提
升服务质量，为广大客户提供更加
优质、便捷的服务，为推动农信社高
质量转型发展贡献力量。下一步，
化德县联社将联合化德县医疗保障
局，为县域内符合条件的医院、卫生

院及药店免费安装智慧医保刷脸支
付设备。群众仅需刷脸即可实现医
保结算、参保信息查询、异地就医备
案、医保电子凭证申领等服务。同
时，辖内 12 家营业机构也将开通参
保登记、停保、参保信息查询、缴费
信息查询、消费明细查询等相关医
保代办业务，让“金融+医疗”模式更
好地惠及广大群众。

化德县联社与医院共建“互联网医院”项目上线运行

□本报记者 孙国俊 通讯员 张蜀雁

“奶奶，搓羊毛绳的手法有几种
呀？”“老姨，羊的腿骨除了做大烟斗，
还能做什么？”“阿姨，您教教我怎样才
能 把 羊 毛 绳 挽 成 一 个‘ 马 绊 子 ’
呢？”……近日，在四子王旗白音朝克
图镇白音希勒嘎查党群服务中心的蒙
古包内，小朋友们带着强烈的好奇心
你一言我一语地问着各种问题，“铁姑
娘”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耐心细致地
回答着，并手把手地教他们用羊毛绳
做一些简单的生产生活用品，一派其
乐融融的画面。

时下“神兽回笼”，学生们迎来了
他们愉快休闲的暑假。如何将假期时
间充分安排，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有
意义的暑假，在学习与娱乐间平衡，收
获知识的同时也享受快乐？不仅是学
生和家长们的计划，也牵动着白音希
勒嘎查“铁姑娘”志愿服务队队员们的
心。这不，“铁姑娘”志愿服务队在暑

假伊始便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假期
活动。

活动现场，只见“铁姑娘”和学生齐
聚一堂。“铁姑娘”们指着蒙古包内的一
张张老照片给他们讲“铁姑娘”的历史
由来、奋斗历程、感人故事，激励他们从
小要树立吃苦耐劳、艰苦朴素、勤俭节
约、互帮互助、团结友爱的理想信念，并
为他们讲解“羊的全身都是宝”的缘由，
手把手地教他们搓羊毛绳、捻羊毛绳、
做马笼头和马绊子，还用羊骨头教他们
做一些简单的玩具和工艺品。

为了让学生度过一个安全快乐的
假期，“铁姑娘”为学生举办了一堂“安
全知识讲座”，引导他们注意防水、防
火、不去危险的地方玩耍，并嘱咐他们
要帮助家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活；给他们详细讲解党和国家民族政
策的重要意义，进一步让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扎根于心；为他们讲《习
近平走进百姓家》的生动故事，让他们
更加深刻地体会习近平总书记心系人

民、心系国家的“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的至高内涵；向孩子们赠送了各类课
外书籍，有国内外名著、名人故事、童
话故事、科幻故事、写作指导等，丰富
孩子们的假期生活，帮助他们积累知
识、提高写作能力。

“通过活动，使我懂得羊毛不仅能
卖钱，还可以做许多牧民日常的生产生
活用品。今后，我要学习‘铁姑娘’助人
为乐、团结友爱的精神，帮助那些需要
帮助的人们，将这种精神传承下去。”学
生巴音那木日说。

在“铁姑娘”志愿服务队队员赵丽
的带领下，记者来到嘎查牧民苏木亚
家中。今年 65 岁的苏木亚患有高血
压、糖尿病和腰椎间盘突出等疾病，导
致行动不便且不能自理。这些年，赵
丽总是定期上门为苏木亚量血压、测
血糖，进行用药和健康饮食指导，还帮
助老人进行养老保险等资格认证和年
检工作。

“铁姑娘”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也是

一段激励人心的光辉岁月。过去，她们
全身心地扑在家乡的建设上，用双手为
集体贡献力量；如今，她们继续发扬“铁
姑娘”精神，在民族团结、乡村振兴中发
挥着光和热。回忆起当年的“铁姑娘”，
今年70岁的“铁姑娘”志愿服务队队员
盖玛感慨万分地说：“希望青年一代把
我们‘铁姑娘’助人为乐、团结互助的精
神永远传承下去！”

在历史的长河中，“铁姑娘”的艰
苦奋斗和无私奉献始终是照亮人们
前进的精神力量，也是引领人们砥砺
前行的价值取向。在新时代的征程
上，“铁姑娘”品质依然有着重要的现
实意义，是青年一代继续前进的强大
动力。

“非常荣幸能够成为‘铁姑娘’志
愿服务队的一员，我会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继续传承和弘
扬为民服务、团结友爱的‘铁姑娘’精
神。”白音朝克图镇干部樊恩红信心满
怀地表示。

白音希勒嘎查“铁姑娘”志愿服务队在行动

与会人员在察右前旗华颂种业有限公司观摩马铃薯品种展示与会人员在察右前旗华颂种业有限公司观摩马铃薯品种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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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赛娜）花开半夏，摇
曳生香。7月23日，上海知青联谊会的
10 余名上海知青怀着眷恋之情，带着
对“第二故乡”的挂念，来到他们曾经学
习、生活、奋斗过的地方——乌兰察布，
共叙当年情谊，追忆如歌岁月，互诉阔
别情怀，共话振兴发展。

1969 年，近 2000 名上海知青积极
响应国家号召，奔赴内蒙古乌兰察布农
村牧区插队落户，同乌兰察布父老乡亲
一起，用辛劳与汗水，谱写了一曲曲感
人至深的青春奋进之歌。

当天，回访团先后到乌兰察布博物
馆、白泉山凤凰楼等地，在走、看、谈中
亲身感受“第二故乡”的发展与变化。
一路上，知青们回味着55年的岁月，感
慨如今乌兰察布蓬勃的发展，纷纷心潮
澎湃，感触颇多。

“特别高兴回到‘第二故乡’乌兰察
布，内心很激动。昨晚我们去看了‘乌
兰察布之夜’，人潮涌动，灯火辉煌，感
觉特别好。我们也由衷地为乌兰察布
的繁荣发展感到高兴。”乌兰察布上海
知青联谊会团长、原乌兰察布市政府驻
上海联络处主任王家荣表示，今后将继

续关心、关注、关爱乌兰察布的发展，与
乡亲们共谋发展，为两地的交流与合作
牵线搭桥、献计献策。

55 年前风华正茂，55 年后两鬓霜
白，时光的流逝割不断知青的乌兰察布
情。回想当年，上海老知青蒋月华感慨
地说：“知青生活虽然经历了许多甜酸
苦辣，但成了我一辈子难忘的回忆。当
年下乡确实辛苦，但我们得到了很多乌
兰察布人给予的特别关爱，我们已经和
这里的乡亲们结下了亲人般的情谊。”

“55年前，我曾在四子王旗红格尔
公社下乡。刚到那里的时候，人地生
疏，生活上很难适应。但是草原人民以
博大的爱接纳了我，让我感受到了家的
温暖。最让我难忘的就是那些老额吉
总是摸着我的头，一个劲儿往我口袋里
塞奶制品，那个画面至今令我记忆犹
新。”乌兰察布上海知青联谊会副秘书
长吴延海动情地说，回到上海后，会继
续关心和支持来自内蒙古的孩子，让这
份深厚的情感联系延续下去。

据悉，未来几日，回访团还将继续
深入我市各旗县市区，进行一系列重要
且富有意义的回访活动。

上海知青回访“第二故乡”乌兰察布

本报讯（记者 郝帅鹏）7月23日，
由国台办和自治区台办主办的“探寻原
味乌兰察布——台湾基层骨干神韵草
原体验行”两岸交流项目圆满结束。来
自台湾地区的30余名基层骨干代表深
入我市多地进行参观交流活动。

在四子王旗，参访团先后走进内蒙
古中加农业生物科技公司、四子王旗地
质博物馆、神舟五号飞船降落点、格根
塔拉旅游景区等地，深入了解了当地马
铃薯育种、历史民俗文化、民族团结进
步事业、基层治理及我国航天事业发展
历程等情况。

台湾基层骨干参访团成员李紫渝
说：“非常开心能够参加这次活动，来
到四子王旗，蔚蓝的天空特别漂亮，站
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让我感到震
撼和感动。在四子王旗博物馆，我发
现里面非常特别，把所有的古文物和
先进的航空科技融合在一起，我觉得
这个未来可以给我们的小朋友做一个
非常好的教材。”

在凉城县，参访团参观了鸿茅文化
馆和岱海湿地保护区，了解历史文化、
特色产业、生态建设、非遗文化等情
况。在鸿茅文化馆，参访团详细了解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鸿茅药酒”的发
展历史和酿造工艺，增进对“西口文化”
的历史背景和各民族交融发展的理
解。在岱海湿地保护区，实地领略了碧
波荡漾的岱海湖与湿地保护区的秀美
风光，了解岱海湖以及湿地保护区的历
史演变和“一湖两海”治理现状，深刻感
受了各级政府推进建设祖国北方重要
生态安全屏障的决心。

此外，参访团还前往集宁区、察右
前旗、兴和县、察右后旗等地，参观了内
蒙古兰格格乳业有限公司、内蒙古京西
农牧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龙兴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代表性企业，以及
市博物馆、乌兰察布火山群、察尔湖生
态旅游区等自然与人文景观，对当地农
牧业的发展状况、历史文化、自然奇观
等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认识。

“探寻原味乌兰察布——台湾基层骨干
神韵草原体验行”两岸交流项目圆满结束

本报讯（记者 孙国俊）7月23日，
第二十五届中国马铃薯大会召开专题
研讨会及马铃薯生态种植与水肥一体
化精准施肥国际峰会，并举办青年学
术论坛。来自马铃薯行业的专家学者
围绕我国马铃薯科研、生产及产业发
展等内容进行深入交流发言，共谋产
业发展大计。

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深圳大学
食品科学与加工中心主任吴奇以《食品
的口感和大分子加工》为题，从食品的
口感和味道、食品中的大分子特性、利

用大分子物理和加工获得所需的食物
口感等方面，交流探讨了食物的生产、
加工、储存等内容。主题鲜明的报告，
深入浅出的讲解，为进一步推动马铃薯
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思路，注入了动力。

“及时准确的作物产量预测在宏
观、中观和微观尺度生产上均具有重
要意义，但存在模型稳定性和可迁移
性差的难题。”研讨中，中国农业科学
院蔬菜花卉研究所马铃薯研究室主任
刘建刚，在题为《马铃薯产量遥感预测
模型构建及不确定性分析》的报告中

介绍，他的团队通过融合无人机多源
大数据，构建了马铃薯高精度遥感估
产模型，并从样本集选择、建模特征选
取和模型结构算法方面解析了对模型
稳定性的影响，为区域农业生产监测、
统计调查和田间精准高效管理等提供
了重要的理论与方法支撑。下一步，
团队将继续围绕马铃薯智慧感知决
策、智慧云大脑服务等智慧农业理论
与技术开展深入研究，推动马铃薯产
业提质增效和绿色高质量发展。

期间，还有来自中国农业大学、内

蒙古农业大学、贵州省农业科学院生物
技术研究所、河北硅谷肥业有限公司等
部门和企业的专家学者，围绕遗传育
种、栽培与植保、种薯繁育与采后处理、
产业发展等内容，分别以《无人机遥感
对马铃薯田间性状的监测》《地膜覆盖
栽培不同揭膜时间对马铃薯生长及产
量的影响》《不同地区马铃薯Y病毒的
差异类型分析比较》等为题展开对话交
流，展示马铃薯产业的最新研究成果和
技术进展，为推动马铃薯产业的可持续
发展提供了更多新路径和新抓手。

第二十五届中国马铃薯大会举办学术论坛并召开研讨会及峰会

乌 兰 察 布 日 报 职 业 道 德
监 督 热 线 ： 0474—8288933

□本报记者 李璟 通讯员 孙欢欢

今年以来，丰镇市委巡察机构坚持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紧盯各项决策部署，强化组织保
障，创新巡察举措，持续推动巡察触角向基层延
伸，将巡察“利剑”直插基层，打通政令执行的“中
阻梗”，清除政策落实的“拦路虎”，全力助推乡村
振兴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精准点穴”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将乡村振
兴工作落实情况纳入巡察重点，通过延伸巡察触
角，聚焦“两个维护”在基层落地落实情况，紧盯
村“两委”主要负责人、驻村第一书记等“关键少
数”以及民生领域重点环节、重点岗位人员开展
巡察监督。围绕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组织力不
强、服务群众应付差事等问题，创新监督方式，精
准画出巡察监督“施工图”，坚持边巡察、边实践、
边探索、边完善，充分发挥巡察监督在基层治理
中的作用，更好把巡察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
效能。

“聚焦关键”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明确开展
巡察监督的目标任务，重点关注乡村振兴和民
生领域的政策落实情况，聚焦群众身边不正之
风和腐败问题，回应群众关切。新一轮巡察中，
通过微信群、赶集摆摊点等多渠道发布巡察公
告，走村入户发放巡察手提袋和“巡察扇”广泛
征集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畅通群众诉求反映渠
道，提升巡察工作群众知晓率和参与度。对巡
察发现和群众反映强烈的急难愁盼问题集中梳
理研判，涉及群众利益的督促立行立改，着力打
通巡察向基层延伸的“最后一公里”，以巡察成
果助力乡村振兴。

“标本兼治”强化巡察成果运用。在发现问
题、形成震慑的同时，注重用足用好巡察成果。
将六届市委第五轮、第六轮巡察发现的共性问题
在全市进行通报，要求各单位各部门自查自纠、

举一反三，做到未巡先改、即知即改。协调联动纪委等部门，抽调骨干力量对低保
领域、安全生产领域等开展专项督查，针对巡察反馈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督促相
关单位开展专项整治。持续强化与纪检监察室的沟通协调，对移交的问题线索做
到快速处置，持续释放出巡察震慑、遏制、治本效应，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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