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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弘扬“三北精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敕勒川草原，让青城更“倾城”
●本报记者 刘沙沙

“中国乳都”：科技创新赋能奶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云艳芳

云冈石窟：千年瑰宝雕刻文化自信

2020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云冈石窟考察
时强调，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云冈石
窟，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

云冈石窟始建于 1500 多年前，是中外文化、中
国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佛教艺术与石刻艺
术相融合的一座文化艺术宝库。

近年来，山西加强云冈石窟保护与研究，深入挖掘
其历史文化底蕴，推动云冈学拓展文化影响力，让人们在

“活”起来的文物中体会文化力量，筑牢文化自信根基。
走进云冈：感受开放包容气质

云冈石窟被誉为一部镌刻在石头上的史书。

在 云 冈 石 窟 考 察 时 ，
习 近平总书记仔细察看雕
塑、壁画，不时向工作人员询
问石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

情况。他强调：“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无论是开凿技艺还是开凿内容，云冈石窟都雕刻
着胡汉杂糅、民族交融的历史内涵，石窟内既体现汉
式建筑的富丽堂皇，又散逸着少数民族建筑或雄浑壮
阔、或精巧柔美的气息。

云冈石窟有20余个洞窟中雕刻有乐器图像内容，
包括乐器雕刻500余件，除了中原汉式琴、筝、箫、笙及
鲜卑大角，还有龟兹细腰鼓、波斯竖箜篌等，胡风汉
韵，兼容并蓄。

（下转第4版）

“ 请 同 学 们 大 声 朗 读 课 文 中 的
生字词……好的，接下来开始描红
练习……”一节寻常的语文课上，赵
文琳老师正带领学生学习生字词，只
见她轻点手中的平板电脑，字词听说
读写练习便被一键传送到了每位学
生手边的平板电脑上。学生提交答
案后，赵老师的平板上立即显示出了
字词发音、书写完成率、正确率等详
细的数据分析。这样的智慧课堂，在
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蒙古族实验小
学很寻常。

在我区，越来越多的师生受益于
这个智慧课堂，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提升项目实
施以来的点滴变化。2022 年 5 月，内
蒙古启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
提升项目，配置学前智能助教系统、打
造中小学专题课堂、搭建教师智能学
习平台、开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
属教育资源等。截至今年 5 月，提升
项目已基本完成相关硬件设备建设，
覆盖全区 12 个盟市 347 所中小学、
2521所幼儿园。

硬件建设好了，如何用起来、用
得好？这是提升项目眼下最紧要的
事儿。

为了保障项目的后续深度应用

与推进，自治区教育厅从全区各级教
育行政部门和教研部门遴选确定了 98
名自治区和盟市级项目教研专家，并
进行了教研专家培训，促进专家团队
在推进项目建设和应用方面发挥作
用。包头市教育教学研究中心教研员
张坤参与了提升项目的建设，他也是
入选的教研专家，他说：“项目提供给
教师教学、教研员研究、学生学习方面
的资源很丰富，后期希望能指导师生
学好用好项目资源，这也是我们推进
教育公平的一个重要途径。”

同时，相关教师培训如火如荼铺
陈开来。6 月 30 日，通辽市教师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提升培训班
举行结业仪式，这场自 2022 年 12 月
起的培训暂时告一段落。历时半年
多的培训，通辽市 9 个旗县市区 202
所中小学、幼儿园的 2000余名教师参
加。自治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
项目工作团队从区内外高校邀请语
言文字工作专家、国家级普通话测试
员等，不间断地为参训教师进行线上
线下培训，并设计挑战任务、闯关活
动等，增强学习吸引力与趣味性，以
活动促提升，参训教师普通话水平普
遍提升。

（下转第4版）

盛夏，行走在大青山前坡的生态路
上，沿途草木葱茏，浓绿的樟子松与国
槐，挺拔的白蜡和杉树，嫩黄的金叶榆，
一丛丛的丁香……抬头远望，起伏的山
峦长满了生态林、灌木、绿草，苍翠欲
滴。

沿着生态路一路前行，来到了水草
丰美的敕勒川草原，一条木栈道通向草
原深处，一顶顶白色的蒙古包像珍珠一
样镶嵌在绿色大地上，花香、草香扑鼻
而来，翻滚着绿色波浪和争奇斗艳的花
朵勾绘出一幅醉人的草原美景。

“我们都叫它‘首府后花园’，一有
空闲就来这里逛逛，呼吸新鲜空气，欣
赏草原美景，觉得特别舒爽。”市民白敏
说。

敕勒川草原位于我市市区东北部，
背靠大青山，地处阴山山脉中段地区，
据史料记载，过去这里曾分布着茂密的
森林、肥美的草原，但由于历史原因和
条件所限，加之无序开发利用，导致森
林植被削减，水土流失严重，这片 2万
多亩的天然草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每
到春季黄土漫天飞扬。

“过去的敕勒川，春天的时候一刮
大风就扬起沙尘，天连地、地连天，啥也
看不见不说，我们连门都不敢出。”新城
区野马图村村民王栓柱谈起过去记忆
犹新。

为了恢复大青山的自然生态，我市
启动大青山前坡生态保护综合治理工
程，修复敕勒川草原是其中一个重要内
容，并请来蒙草生态研究院专业人士为
孵化生态产业提供扶持。

当时，承担修复工作的蒙草生态集
团工程技术负责人付强看着这一大片
砂石滩愁眉紧锁，“很多人认为，这样的
地形和土壤条件，要恢复到过去天然草
原的状态几乎不可能。”

修复团队没有气馁，他们拿起工具，

在地上打出样方，检测土壤、水分和微生
物等状况；掌握基本“生态数据”后，制定
出“人工干预下模拟天然草原”的综合治
理方案，精选出适合在当地生长的植物
品种，采取人工干预与自然恢复相结合
的方式，改良土壤、重建植被群落。

经过多年的修复，敕勒川草原不断
向好的方向发展，植物从播种时的 20
种恢复到 50多种，獾子、狐狸、野兔等
动物数量明显增加，逐渐恢复了“天苍
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
并于2020年成为首批国家草原自然公
园试点建设单位之一。“这里不仅有草
原，还有花海。当你漫步这片草原，会
被许多没有见过的花儿迷住。

（下转第4版）

在敕勒川乳业开发区，占地 950
亩的液态奶智能工厂中，全球生产速
度最快的液态奶纸包灌装生产线正以
每小时 4万包的速度生产液态奶。16
台机械手同时作业，从原奶到入库历
经十余道工序，全部实现了无人化作
业。

在敕勒川生态智慧牧场车间内，全
智能无人挤奶机器人、饲喂机器人、推
料机器人等各司其职。牧场运营管理
系统和物联网技术结合，全范围、全天
候监控牧场各个环节，并对牛舍的温
度、湿度、光照等自动调节，让奶牛的生
活更舒适；智慧牧场系统可以实时掌握
奶牛的产奶量、采食量、运动量及健康
情况。

在伊利智造体验中心，运用 AI、
BIM、VR、XR、裸眼 3D 等交互技术手
段，将物理空间与数字影像、虚拟与现
实、时间与空间完美融合，消费者仿佛

置身时空隧道，体验集高科技、智能
化、互动式于一体的智慧工业游。

……
近年来，“中国乳都”呼和浩特加

快实施“智慧乳业”行动，提升乳产业
智能化发展水平，在奶业全产业链中
加大科技研发投入，用科技创新跑出
了奶业振兴的“加速度”。

“好草养好牛、好牛产好奶”。为
解决国内饲草种质水平低的问题，帮
助牧场降本增效，伊利遵循“以养带
种、以种促养”原则，全面实施饲草研
究与优质饲草种植攻关，开展优质青
贮、本地化粗饲料等应用推广。截至
目前，伊利已经进行了 200 多种青贮
玉米品种种植实验，筛选出达到综合
产量、营养指标、高抗病虫害特性标
准的 123个品种，后深入筛选出 28种
适合不同种植条件和种植环境的优
质高产青贮玉米品种，都已免费推广

给了全国合作牧场。在全产业链的
紧密联结下，伊利带动了全国近 640
万亩饲草料种植，其中带动 420 多万
亩青贮玉米种植，为种植户带来超过
25亿元的收益，不仅为奶牛养殖业提
供了优质饲草保障，更为种植户带来
了增收。

蒙牛集团在托克托县、和林格尔
县大力建设优质节水高产稳产饲草
料生产基地，发展青贮玉米和苜蓿等
优质饲草，打造高质量国产饲草品
牌。目前蒙牛集团旗下现代草业拥
有种植基地 20万亩（含托克托县 5万
亩饲草产业园）、现代化饲草全产业
链示范园区一座、优质苜蓿技术攻关
种植示范基地 3000亩。

为突破良种家畜数量少、繁殖率
低的限制，改变我国优质高产家畜产
奶、产肉较少的缺陷，伊利赛科星充分
运用公司的核心技术“XY精子分离-

性别控制技术”，实现了良种家畜的快
速有效扩繁。同时开发了“新型推流
输精枪”以及“二代”“三代”性控冻精
产品，这些自主研发的技术专利，使得
母牛的受胎率提高 15%-20%。伊利
赛科星还致力于优质种公牛培育，
2021 年 4 月，美国荷斯坦协会公布的
公牛评估结果中，伊利赛科星自主培
育国际注册公牛取得突破性成果，国
际（NAAB）注册的 134头牛中，无论是
注册公牛的数量还是成绩均处于国内
顶级育种水平。目前伊利赛科星正在
清水河县规划新建国家乳业创新中心
奶牛核心育种场与国家胚胎工程中
心，这也是内蒙古唯一的国家奶牛核
心育种场与胚胎工程中心项目，建成
后每年将培育优秀种公（母）牛 500头
以上、生产高产奶牛性控商品胚胎
20000枚以上。

（下转第4版）

人人皆学 时时能学 处处可学

我区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应用能力提升项目成效显著

●内蒙古日报记者 刘志贤

本报讯（实习记者 刘艳霞）8月 4日至 7日，作为世界
奶业大会重要活动之一的“世界奶业全产业链展会”在呼
和浩特国际农业博览园举办。

此次展会约300家参展商围绕原料乳、加工机械、包装
包材、配料、检验检测设备、产品追溯体系6个方面进行集
中展示，其中展馆AB馆主要为品牌奶制品展区、C馆主要
为种养殖及包装包材展区、D馆主要为机械设备展区、E馆
为敕勒川味道优质农畜产品展区、F馆为文化旅游投资集
团演艺场馆。

此次展会规格高、范围广、内容多，旨在提供全产业链
交汇交融新机遇，打造行业前沿信息共享新平台，引领世
界奶业绿色发展新风尚，促进奶业加强创新合作，推进奶
业可持续发展。

右图为游客在敕勒川味道优质农畜产品展区了解产
自土默特左旗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产品。

■本报记者 王劭凯 摄

习近平的文化足迹

本报讯（记者 苗青）8月4日上午，由
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指导，内
蒙古广播电视台、呼和浩特市委宣传部
共同举办的“全国广电记者内蒙古高质
量发展调研行”活动在呼和浩特启动。

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
会长王求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自治区
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郑宏范，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新娜出席启动仪式。

8月 4日至 7日，来自全国 27个省
区市的媒体调研团将通过行进式、体验
式报道、融媒体直播等形式，集中报道
世界奶业大会、生态文明建设、现代能
源经济发展、创新驱动发展、文旅产业
发展，多角度、多维度、多平台展现内蒙
古聚焦两件大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
践行动，展示内蒙古团结奋进、绿色发
展、实干担当的新时代形象。

“全国广电记者内蒙古高质量发展
调研行”活动在呼启动
王求致辞 郑宏范出席

本报讯（实习记者 刘艳霞）8 月 4 日，作为世界奶业大
会系列活动之一的《草原之夜 交响音乐会》在敕勒川草
原会议中心前广场奏响，本场音乐会由呼和浩特爱乐乐
团演奏，由著名指挥家黄屹执棒，艺术家们用精湛的技艺
奏响华美的乐章，演绎了一场精美绝伦的视听盛宴。

演出在第一交响序曲《激情燃烧的岁月》中拉开帷幕，连
续为现场观众献上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选段、民歌《茉莉
花》、男中音独唱《黄河颂》、《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天边》、
澳大利亚民歌《剪羊毛》等大家耳熟能详的乐曲，现场不时
爆发出阵阵热烈的掌声。“特别开心能在现场感受到艺术
家们精彩的表演，也真实地感受到了高雅艺术的内涵与魅
力。”游客们对本场音乐会赞不绝口。

左图为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王劭凯 摄

本报讯（记者 刘沙沙）8月3日，市
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炯赴武川县农牧
林水界别政协委员工作室，围绕提升全
市基层医疗卫生水平开展重点提案调
研督办座谈；8月 4日赴新城区迎新路
街道团结小区社区，围绕积极发展养老
事业和养老产业开展界别协商暨重点

提案督办。
今年，市政协积极创新提案办理方

式，将年度协商、监督议题相关联的提
案归并办理，在议题设置、调研、协商、
成果转化过程中全程邀请提案人参与，
努力扩大协商监督参与面，推进协商民
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市政协督办重点提案
李炯参加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8月4日，全
国首个乳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国家碳
计量中心（内蒙古）乳业分中心在呼和
浩特启动。自治区副主席奇巴图出席
并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贺海东参加
启动仪式。

奇巴图指出，奶业是我区目前产业链

条最完整、最具竞争力的支柱产业之一。
两个中心的建设，打通了知识产权创造、
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实现了乳
业产业知识产权服务资源整合聚集，将为
我区打造一流奶源基地、做强一流产品、
创建一流品牌，实现奶业绿色化、智能化、
国际化发展提供强有力创新支撑。

乳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和国家碳计量中心
（内蒙古）乳业分中心在呼建设启动
奇巴图出席并致辞 贺海东参加

创新合作 绿色低碳 推动世界奶业可持续发展

““世界奶业全产业链展会世界奶业全产业链展会””在呼举办在呼举办

《《草原之夜草原之夜交响音乐会交响音乐会》》奏响敕勒川草原奏响敕勒川草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