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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广角

传统春节惠民年货文化节来了

本报讯（记者 杨彩霞）近日，
赛罕区首届传统春节惠民年货
文化节活动在巴彦街道白塔村
拉开帷幕。

活动现场，在农副产品展销
区，琳琅满目的年货与来来往往
的人群汇聚在一起，形成一幅热
闹的烟火新春景象。白塔村晶
莹剔透的自制粉条、保素村酥甜
可口的糖饼、添密梁村松软咸香
的麻酱鸡蛋、太平庄村白嫩可口
的手工豆腐……赛罕区各村镇
的优质年货汇集在一起，让人们
挑花了眼。还有老青城传统年
货“八大碗”、金黄酥脆的现炸油
糕、新鲜采摘的生鲜蔬菜也让人
目不暇接。

与此同时，赛罕区乌兰牧骑
为现场观众带来了精彩纷呈的
歌舞演出，区文联邀请书法家为
白塔村村民写春联、画年画，喜
迎龙年新春。“这次年货节办得

特别好，既看到了精彩的演出，
也采购了一批年货，让我感受到
了浓浓的年味儿。”专程从市区
赶来参加年货节的郭女士高兴
地说。

据了解，本次年货节将持续
到 2 月 8 日，为本地农户和农产
品加工、销售搭建产销平台，释
放消费活力，助力乡村振兴，营

造欢乐祥和、喜迎新春的浓厚氛
围。

“参加此次年货节活动的商
家有 30多家，主要以赛罕区农产
品和副食品为主。下一步，我们
将继续开展招商引资工作与农
产品进社区进乡村活动，助力乡
村振兴。”赛罕区工商联党组成
员、副主席郭四伟对记者说。

武川县：服务群众“零距离”健康福祉有“医”靠

本报讯 隆 冬 时 节 ，正 值 农 民 粮 食 销 售 旺
季。近日，和林格尔县舍必崖乡西厂圪洞村富
鑫农牧业专业合作社门前，一车车火红的高粱
经过称重、除杂后，整装待发。这些高粱将运往
四川、陕西、山西等地。合作社负责人杨在军手
里有了销售 25 万公斤高粱所得的 65 万元“巨
资”，高兴地盘算着开春的种植计划：“过几天就
准备联系种子、化肥等备耕物资。”

杨在军告诉记者，2023 年，他在种植青贮玉
米的基础上，流转周边村庄水利条件较差的 500
亩地种高粱，亩产达 500 多公斤。青贮玉米还增
加了新品种蒙青贮 1812，收成特别好，平均亩产
青贮 3.4 吨。说起过去一年的种植结构调整，杨
在军觉得自己做的“决策”很“对路”。

现年 51岁的杨在军在 2014年成立了富鑫农
牧业专业合作社，流转村民土地发展种植业。流
转土地由起初的几百亩增加到 2023 年的 4000
亩，玉米种植品种增加粮饲兼用类型，2023 年开
始通过控水、控肥、控药、控膜方式种植玉米，除
去土地流转费、人工费、种子、化肥及银行贷款利
息等开支，年纯收入达 80万元。

在控水降耗方面，杨在军通过水肥一体化、
滴灌等技术，直接把肥料随水均匀地输送到作物
根部，供作物“细酌慢饮”，节水 16.6%；在控肥增
效方面，使用配方肥后，增施了有机肥，减少化肥
用量 25%；在控药方面，应用绿色防控、统防统治
等技术措施，使用高效低残留的“苯唑氟草酮”进
行杂草防治，有效减少了化学投入品对环境的污
染；在控膜减污方面，青储玉米全部使用了加厚
地膜，秋收进行地膜回收。

“我种了 3400 多亩玉米，投入上就能节省 10
万多元钱，每亩有效亩产值提高 212元。”杨在军
说。

杨在军巧用“加减”法的粮食种植手段，只是
和林格尔县利用新技术增粮示范的一个缩影。
2023年，和林格尔县大力推广绿色高质高效新技
术，在实施玉米优质高效增粮示范行动中，通过

“四控”技术的综合应用，促进农户增收，带动全
县种植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绿色发展，实现了经
济效益、生态效益“双提升”。

“和林格尔县认真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实
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粮食播种面积突破 100
万亩，产量超过 35万吨。”和林格尔县农牧业局负
责人介绍说，下一步，和林格尔县还将大力科普农业实用新技术，创新玉米种植
模式，继续探索适合和林格尔县的玉米高产种植模式和先进管理经验，把新技
术贯穿于农业生产前、生产中、生产后，确保粮食安全，提高粮食产量和品质，进
一步增加农民收入。 （李海珍 王效平 孙国利）

为了应对降雪
降温天气，赛罕区
农牧水利局组织专
业技术员队伍深入
金河镇、黄合少镇、
巴彦街道等地的生
产合作社、种植户
家中，为他们提供
有效的技术支持和
指导。

■本报记者
杨彩霞 摄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 通讯员 杨
丽芳）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直接关
系到群众的看病就医、健康福祉，是一
项惠及千家万户的重大民生工程。进
入 2024年集中参保期以来，武川县医
疗保险服务中心把参保征缴工作作为
当前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努力实现应
保尽保，应收尽收。

进入 1 月份，武川县医疗保险服
务中心扎实推进 2024 年度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费征缴工作，开通线上
线下两种渠道，方便城乡居民缴纳医
保费。

走进武川县医疗保险服务中心大
厅，前来办理医保业务的居民络绎不

绝，窗口工作人员娴熟地操作电脑，为
居民办理参保登记、信息录入等业务，
方便后续进行医保缴费。在窗口缴费
的同时，武川县还积极推广“互联网+
医保”服务，居民足不出户可以用手机
进行线上缴费，让数据“多跑路”、群众

“少跑腿”。
“2024 年度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正

在进行中，缴费方式有微信小程序‘蒙
速办’App、税务窗口缴费，缴费至 3月
31日止，广大居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时
间及时缴费，以免影响自己的医疗费
用报销。”武川县医疗保险服务中心负
责人为前来办业务的城乡居民介绍相
关情况。

2023 年，按照“十到位”的要求，
武川县医疗保险服务中心完成了县
乡村三级经办人员队伍建立和站点
全部建设工作，9 个标准基层医保服
务站和 126 个标准基层医保服务点完
成挂牌，将 20 项受理权限下放服务
站，将 7 项权限下放到服务点。为提
高城乡居民参保积极性，医保工作人
员通过入户走访、面对面宣讲等方
式，向村民说明医保缴费政策的变
化，将村民关心的参保缴费时间、缴
费标准、缴费方式、如何激活医保电
子凭证及异地就医转诊等一一进行
详细讲解。针对居民在缴费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医保工作人员及

时为他们提供“手把手”线上缴费指
导服务，为没有智能手机或操作不熟
练的居民提供帮缴代缴服务，上门或
在线帮助他们顺利缴纳医保费用，让
他们足不出户就能及时完成医保缴
费，打通医保缴费“最后一公里”，形
成“人人自愿参保”的良好氛围。

进入集中参保期以来，武川县基
层医保服务站共经办业务 9872件，基
层医保服务点经办业务 23600 件，共
帮办代办 8820 件，为居民节约资金、
减少支出 475000多元。截至目前，武
川县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
数 为 95818 人 ，常 住 人 口 参 保 率 达
98％以上。

本报讯（记者 阿柔娜）日前，
由玉泉区委宣传部、呼和浩特市

新华书店联合举办的草原书屋提
质增效工作推进会暨草原书屋图

书配发仪式在小黑河镇举行。
此次草原书屋的书籍补充

更新工作主要是按照草原书屋
“百姓点单”的图书目录进行补
充更新。活动现场，玉泉区各草
原书屋管理员领取了“百姓点
单”图书并与新华书店负责人签
署图书接收单，下一步，将联合
开展工作，以确保图书配发到
位，及时上架流通，进一步推进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切
实利用好草原书屋这一基层文
化服务阵地，让草原书屋能够更
好地发挥作用。

活动现场，新华书店的工作
人员对各草原书屋工作人员进
行了专题培训，旨在提升草原书
屋工作人员科学化管理水平，促
进玉泉区草原书屋的利用率稳
步提升，推动草原书屋的可持续
发展。

草原书屋“百姓点单”上新

本报讯（记者 孙岳
龙）近年来，我市高度重
视种业发展，在种质资源
保护利用、优良品种培
育、良种化水平提升方面
狠下功夫，全力推进种业
振 兴 ，让 农 业 增 效 有

“路”，农民增收有“方”。
近日，自治区农牧厅

公布2023年全区“看禾选
种”平台展示示范品种推
荐结果，我市有 9个品种
入选推荐榜单，入选品种
数占到全区推荐品种数
的 17%。2023年，自治区
共推荐了 9大类、60个品
种，其中推荐玉米品种26
个，我市两个品种入选
（元利禾 619、GD2005）；
推荐大豆品种 7个，我市
1 个 品 种 入 选（兴 豆 7
号）；推荐马铃薯品种 5
个，我市两个品种入选
（希森 6、华颂 7 号）；推荐
杂粮杂豆品种 7个，我市
两个品种入选（金苗 K1、
敖杂306）；推荐设施蔬菜
品种 7个，我市两个品种
入选（特美特 36、京彩 6
号）。“这些入选的品种皆
是通过展示示范、跟踪评
价、实收测产、专家论证
等程序推荐出的适宜在
我市推广种植的主导品
种。”市农牧局农牧技术
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赵
建军告诉记者：“由‘看禾
选种’平台筛选推荐的这
些品种品质优、抗性好、
产量高，在生产上的综合
表现优良，为加快推动我
市品种的更新换代注入
了新动力。”

农作物“看禾选种”
平台建设是自治区农牧
厅为贯彻落实好种业振
兴决策部署，加大农作物
优良品种示范推广力度，
指导农民科学选种用种，
加快良种更新换代的重
要举措。2023年，我市共
建设“看禾选种”平台 4
个，分别是土左旗的玉米
平台、和林格尔县的杂粮

杂豆平台、赛罕区的设施蔬菜平台、武川县
的马铃薯平台，建设面积共计380亩，集中展
示近3年通过国家或自治区审定、备案、登记
的农作物新品种。在 4个“看禾选种”平台
上，展示了玉米、设施蔬菜、马铃薯、高粱、谷
子、杂豆6类作物共计120个品种，并安排专
人负责田间管理及各项指标的观测记录。

“我们将进一步打造好‘看禾选种’平
台，引进适合当地种植的优质高产品种，通
过一些种植大户的增产增收，来引导广大农
牧民扩大种植面积，进一步推广高产密植技
术，从而达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目的。”
市农牧局农牧技术推广中心主任王建华对
记者说。

本报讯（记者 武子暄 通讯员 许
苒）近日，呼和浩特供电公司变电管理
二处青城运维站工作人员来到土左旗
白庙子镇白庙子村的独居老人王桂芳
家中，帮客户检查电采暖设备，宣传安
全用电知识。

王桂芳是村里第一批“煤改电”
的用户，每当谈起家里的电暖气和电
力工作人员的暖心服务，老人都笑容
满面、赞不绝口：“以前冬天烧煤，家
里又脏又呛，还不安全，孩子们也总
是不放心，改用电暖后，家里既暖和
又干净，遇到问题还有供电公司的师
傅上门耐心帮我解决问题、排查故

障，这个冬天过得暖和又暖心。”
一年前，呼和浩特供电公司变

电管理二处青城运维站积极开展
“煤改电”项目，为白庙子镇白庙子
村、补圪图村的供电和供暖保驾护
航，通过精心安排、周密部署，确保
工程顺利进行，为当地村民生活带
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善。一年来，工
作人员定期走进完成“煤改电”的采
暖用户家中，详细了解用户的用电
情况和需求，提供专业的用电建议，
解答用户在用电方面的各类问题，
为用户提供贴心服务和保障，受到
群众广泛好评。

本报讯（记 者 武 子 暄 通 讯 员
包 文 洁）近 日 ，由 内 蒙 古 简 耘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马 铃 薯 数 字 化 种 植 技 术
科技特派员团队研发的“种植适应
性积分评价系统”上线发布。该系
统 可 对 农 业 种 植 地 区 过 去 5 至 10
年间的积温进行分析，为农业相关
部门和生产者提供关键信息，有助
于 更 有 效 、更 科 学 地 规 划 农 业 活
动、降低风险并提高产量。这是我
市 智 慧 农 业 科 技 特 派 员 团 队 开 展

工作以来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
2023 年底，市科技局立足全市

农业高质量发展需求，从全市申报
的 16 个 团 队 中 选 聘 了 5 个 在 智 慧
农 业 方 面 具 有 专 业 技 术 和 人 才 优
势 的 科 技 特 派 员 团 队 。 5 个 团 队
的 40 名科技特派员聚焦我市主导
或特色农业产业，在现代农业生产
设施内集成应用物联网技术、无线
通讯与网络技术、自动控制与辅助
决策支持技术等，提高农产品产量

和 质 量 ，创 造 更 好 经 济 和 生 态 效
益。

目前，团队在赛罕区、武川县、
和 林 格 尔 县 等 旗 县 区 陆 续 开 展 了
技术培训、先进生产方式示范等活
动，同时帮助各大园区基地培养智
慧农业技术人员，带动周边区域农
业生产技术水平提升。

呼 和 浩 特 科 技 特 派 员 工 作 在
2023 年进行了改革，创立了“专家+
团队 +农户”的科技特派员团队服

务模式。选聘的 52 个科技特派员
团队开展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农业
科 技 服 务 、技 术 人 才 培 养 ，带 动 了
周 边 园 区 基 地 农 户 实 现 技 术 上 的
发 展 和 效 益 上 的 增 收 。 截 至 2023
年底，通过团队实现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 26 项，示范推广新品种、新技
术、新装备 80 项，解决生产中的技
术问题 66 个，开展技术培训、生产
指导 426 次，培养一线技术人才 329
人，带动就业 58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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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在整理书籍

市民在选购年货

智慧农业科技特派员团队：

为首府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本报讯（记者 梁婧姝）记者从清
水河县获悉，今年，清水河县将围绕绿
色农畜产品加工优势产业布局 12 个
重点项目，总投资 9.96 亿元，年内计
划完成投资 5.03 亿元。

在高原特色杂粮产业方面，清水
河县将重点推进浑河滩现代设施农业
产业园、绿色农产品加工园区二期等
项目建设。农产品园区一期已引入企
业9家、二期有入园意愿企业 7 家，重
点发展以米、黍、麦、胡麻、奶等为原料
的杂粮米饭、杂粮面食、亚麻籽油、火
锅底料、小米保健醋等低糖控卡健康
食品、奶食品、宠物食品等，形成精深
加工产业链。目前已与江苏嘉仕农业
签署合作协议，拟投资 5 亿元实施果

粒果酱等高端果品生产加工项目，以
填补全区奶业产业链缺少果酱生产企
业的空白。

在高科技农牧业产业方面，清水
河县将重点推进现岱万头肉牛养殖
场、雷香猪育种基地、肉羊分选深加工
等项目建设。目前，正与伊利旗下内
蒙古伊知牛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洽谈肉
牛分选深加工项目，拟投资 10 亿元。
下一步，将继续坚持产业化发展方向，
在已建成农产品加工园区一期、赛科
星奶牛核心育种场、优然牧业奶山羊
牧场等重大项目基础上，大力引进畜
禽加工、果蔬加工、粮油加工等绿色农
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建成全产业链
现代示范农牧业科技产业园。

清水河县：

围绕绿色农畜产品加工优势产业
实施12个重点项目建设

呼和浩特供电公司变电管理二处青城运维站：

“煤改电”助力农户温暖过冬

■发展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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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基层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