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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胡萝卜 带富众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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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菇北移”羊肚菌抢“鲜”上市

市发改委专项检查应急物资储备工作

我市2023年度国土变更调查
“一上”成果通过自治区级审核

“煎”守工作岗位 熬制治病良药
●本报记者 梁婧姝 实习记者 吴香凝

“苏艳，药抓好了，你拿去备煎区
吧。”刚刚靠近煎药室，一股闷闷的、涩
苦的中药味扑鼻而来。苏艳是市中医
蒙医医院煎药室的煎药师，早上八点
不到，她已经穿好工作服和同事们一

起忙碌起来。
从抓药到熬制，再到塑封成袋交

到患者手中，每一步都不容马虎，但
第一步是最重要的。煎药师们要严
格遵照医生处方，找准每味药材，称

好重量，核对无误后，按照打包、泡
药、一煎、二煎、灭菌等一系列程序进
行煎制。

走进煎药室，煎药师们正在备煎
区核对信息，登记药材。“我现在做的
工作是打包药材。现在药量是 556g，
总共 5剂，把两数相乘得出的 2780g，
就是这张处方上药品的总重。”煎药
师张璐告诉记者，“我主要负责对处
方上的药材和剂量进行登记，虽然工
作不复杂，但每天需要登记的处方数
量很多，认真耐心是必须的，不能出
一点差错。”

300平方米的煎药室，32台机器
煎药机和 16台包装机“火力全开”，蒸
汽缭绕。煎药师们穿梭在机器之间，
对煎煮的水量、时间等参数进行精准
调控。尽管室外雪花纷飞，但室内热
气升腾，仿佛“中药桑拿房”。

“冬天还好，夏天是比较受罪的。
煎药的时候，室内温度通常会达到
40℃—50℃，尽管配备了电风扇和空
调，可时常还会有中暑的情况发生。
我们一旦感觉不舒服，就赶紧跑到外

面凉快一会儿，等恢复过来，再回到岗
位继续工作。”苏艳说。

尽管身处高温的环境，做着日复
一日相同的工作，但是每个人都毫不
松懈地“守护”着机器。“医院对药品
生产有严格规定，熬药期间，工作人
员不能离开机器，必须时刻紧盯。因
为机器一旦有故障需要第一时间处
理，如果处理不及时会影响患者的取
药和喝药时间。”煎药室负责人武俊
伟对记者说。

当记者询问春节期间的工作安排
时，武俊伟笑着说：“工作七年，春节期
间值守已经五年了，我们早已习惯了
节日在岗。医院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
患者服务，我们工作人员也是以这样
的心态服务前来就医的患者。希望大
家过年都能健健康康的，但也请大家
放心，过年期间我们一直在岗，如果大
家有就医需求，我们会竭尽全力保障
好大家的身体健康。”

离开煎药室，记者身上仍留有淡
淡的中药气味，但涩苦已散去，留下的
是清淡回甘……

本报讯（记者 梁婧姝）近日，《中
国卫生健康思想政治工作促进会关
于卫生健康思想政治工作标杆单位
培育选树情况的通报》发布，呼和浩
特市口腔医院（内蒙古自治区口腔医
院）和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获
评“全国卫生健康思想政治工作标杆
单位”。

据悉，此次全国范围评选，呼和浩
特市口腔医院（内蒙古自治区口腔医
院）是全区唯一入选市级医院。全国

共有 4家口腔专科医院获评，一并入
围的还有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四川大
学华西口腔医院、南京市口腔医院。

呼和浩特市口腔医院（内蒙古自
治区口腔医院）党委始终把思想政治
工作放在医院发展全局中谋划，坚持
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扎实推进理念
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以科
学有效的方法、求真务实的作风，做实
做细思想政治工作，为医院高质量发
展提供坚实思想政治保证。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为加强应
急救灾物资安全保障工作，确保应急
救灾物资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近
日，市发改委组成检查组对应急物资
储备工作进行专项检查，并对储备库
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工作进行回头看。

检查组要求，要不断提升应急保
障能力。承储企业要加强节日期间物
资储备库值班备勤工作，24小时值班

值守，保障通信联络和信息渠道畅通；
要强化应急演练，做好应急队伍、装
备、物资准备，确保紧急情况下能够迅
速响应、有效应对、及时处置；要强化
应急救灾物资的精细化管理，进一步
优化物资摆放方式，留出存储空间，为
下一步新物资入库做好准备；要细化
流程，进一步确定物资轮换机制，对即
将过期物资合法合规进行处理。

本报讯（记者 宋向华）经过集中
攻坚整改，我市2023年度国土变更调
查“一上”成果顺利通过自治区级审
核。这是记者近日从市自然资源局获
悉的。

据了解，年度变更调查是保证国
土调查准确性和现势性的必然要求，
真实、准确、可靠的调查成果为自然资
源管理等科学决策奠定坚实的基础。
市自然资源局高度重视国土变更调查
工作，一是对内加强各职能科室沟通
协作，对外主动与林草、农牧等部门衔

接，确保内外形成工作合力；二是构建
调查监测与管理业务全链条协同机
制，把占补平衡补充耕地、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等管理项目及耕地流出、
永久基本农田核实补划、整改涉及耕
地的图斑“应纳尽纳”，确保耕地实至
名归；三是组建市级核查组，对各旗县
区初报数据进行全面审核，着力提升
数据库成果质量；四是组织各旗县区
技术单位集中办公，并派专人现场盯
办，以“边核查、边整改”的方式，争分
夺秒完成图斑核实变更。

我区两家医院获评
“全国卫生健康思想政治工作标杆单位”

冬日里，赛罕区黄合少镇后窑子
村一派忙碌景象。

“我们这批胡萝卜是运往石家庄
的，这是节前的最后一个订单。”在
后窑子村合作社的恒温保鲜库门前
记者看到，村党支部书记赵利俊和工
人们正在将一袋袋新鲜红润的胡萝
卜装上车。

“我们村全程采用绿色无公害
方式种植有机胡萝卜，每年为市场
提供 480 多万公斤的优质有机胡萝
卜，让市民能吃上放心的绿色有机
蔬菜。”说起胡萝卜赵利俊如数家
珍：“我们村经高标准改造实现了通
过土地流转增加收入，村集体盘活
1600 亩撂荒土地，建成了呼市面积
最大的胡萝卜种植基地，年产值达
480万元，同时在建设中形成了保鲜

库、蓄水池等固定资产，增强了发展
硬实力。”

依托“有机胡萝卜”品牌效益，后
窑子村在2022年10月23日获得了有
机转换证，并在2023年9月28日正式
取得有机胡萝卜认证证书。

“为壮大村集体经济，我们对有机
胡萝卜采取多种销售方式。”赵利俊介
绍：“秋季收获后我们会直接在地头销
售，也有清洁后精包装进行销售，还有
就是放入冷鲜库保存，等市场需要再销
售。多种销售方式提升了产品附加值，
2023年收益超100万元。”

由于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后窑子村
胡萝卜种植用地已辐射周边东五十村、
石人湾村。同时雇周边村民集中种植
胡萝卜，带动就业，不断巩固扩大胡萝
卜产业，串起了“产业链”。

冬日的和林县盛乐镇大林坝村羊
肚菌种植基地，一座座整齐排列的羊肚
菌大棚格外显眼，黑色的遮阳大棚里一
派生机盎然，一朵朵羊肚菌长势喜人，
撑起褐色的“小伞”，错落有致地盛开在
菌垄上，散发着菌子独特的芳香。

“老板好，我们的羊肚菌都是新鲜
的，今天下单，当天可以发货。”呼和浩
特蒙益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管理员在
种植基地一边忙着回答客户打来的咨
询电话，把羊肚菌的品质和价格告诉客
户，一边按照客户订购的数量，指导工
作人员包装好羊肚菌，快递到全国各地
客户的手中。

记者在种植基地看到，成熟后的羊
肚菌菌盖饱满肥厚，菌柄光滑如玉，阵
阵菌香沁人心脾。工作人员穿梭在菌
垄间，小心翼翼地采下鲜嫩肥厚的羊肚
菌，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该公司去年
特聘福建省南平市技术员长期提供技

术支持，5.5亩羊肚菌首次试种成功，实
现了“南菇北移”，并总结出一套适应北
方地区的“羊肚菌高产栽培模式”，亩产
达到了1200斤。

通过对土壤、温度、湿度的精细化
调控，对菌种的精心栽培，大林坝村种
出的羊肚菌个头大、肉质厚、味鲜美，受
到顾客青睐，目前，以每公斤150元（时
价）销往上海市、江苏省、延吉市等地。

“种植羊肚菌投资小、见效快，是个
很好的致富产业。现在正是价格低的
时候，即使这样，每斤也能卖到70元左
右。每个棚产量 600 斤，纯收入就是
20000元。”呼和浩特蒙益珺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总经理、大林坝村党支部书记
张月平表示，下一步，大林坝村还将充
分利用村民的闲置院落种植毛木耳，带
动更多村民参与菌产业发展，助推“一
村一品”特色产业发展，实现持续增收，
助力乡村振兴。

（李海珍 王效平）

春节如期而至，也许有人会担
心，这几天已经在路上的包裹能否
准时收到？大年初一，记者走进和
林县城关镇邮政快递网点，为大家
一探究竟。

“您好，说一下单号，已经在装车
了，一会儿就送去了。”

“是这个单号吧，我马上给你找。”
“还送呢，放心，我们没放假，能送

到。”
进入网点，此起彼伏的是回答用

户咨询的声音。
此时，快递师傅杜鹏飞的“小绿

车”马上要装满了，记者上前询问后得
知 ，这 样 的“ 小 绿 车 ”一 次 可 以 装
400—500件快递，而杜鹏飞一天可以
将3车快递送到客户手中。他告诉记

者，临近年关时，因为快递量激增，每
天要从早上七点多派送到晚上十点以
后，为的就是能够尽早把大家的快递
送到家。

交谈间，一辆满载货物的大货车
驶进院内，传送带很快就被新衣、水
果、礼盒、饮品、日化用品堆满。随着
生活方式的转变，购置年货不再局限
于线下购买，人们通过网购将天南地
北的新春好物买回家中。

该网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
元 旦 开 始 ，这 个 网 点 已 经 派 送 出
去 30 多 万 件 快 递 ，而 在 春 节 期 间
网 点 也 不 打 烊 会 持 续 派 件 ，人 们
可以打消已购货物不能如期送达
的顾虑。

（李海珍 袁渊 皇永志）

快递不打烊 暖心为民忙

本报讯（记者 武子暄）近日，自治
区科技厅印发《关于公布2023年度自
治区企业研发中心备案名单的通知》，
新备案“维克生动物血液制品研究开
发中心”“内蒙古宇航人沙棘研究开发
中心”等254家自治区企业研发中心，
涉及生物医药、新材料、先进制造、农
畜产品、电子信息、新能源等多个领
域，覆盖全区各盟市。至此，我区企业
研发中心已达到1034家。

企业研发中心是提升企业研发能
力，推动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抓手。
近年来，我区以实施“科技兴蒙”行动
为统领，不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通过持续实施创新型企业“双倍增 双
提升”行动，加快健全和完善科技型企
业梯次培育机制，促进各类创新要素
向企业集聚，从支持企业开展技术攻
关、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鼓励企业
开展产学研合作、加大企业创新服务
力度等方面，出台了全方位支持企业

创新的政策措施，涌现出“三清零”“科
技体检”等一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作
用的创新模式，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
了重要支撑。自实施企业科技特派员
行动以来，累计选派 2748人，服务科
技企业6929家，极大激发了企业创新
活力。

下一步，自治区科技厅将以实施
科技“突围”工程为重点，进一步强化
对企业创新发展的精准支持，持续提
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工作中一是充
分发挥科技项目和财政资金的牵引作
用，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开
展重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二是加大
对规上工业企业“三清零”、企业“科技
体检”等先进经验做法的推广、运用力
度，推动各盟市互学互鉴、取长补短；
三是深入推进企业科技特派员工作，
为企业提供政策咨询、技术研发、成果
转化等精准创新服务，推动科技创新
和产业发展深度融合。

我区企业研发中心突破1000家

近日，由市文旅广电局指导，市美术馆（市书画院）主办的水墨集·中国书画
名家邀请展（呼和浩特站）在市美术馆（市书画院）开展。

据了解，本次展览共邀请国内50余位艺术家参展。展览将持续展出到3月
3日结束。

■本报记者 王中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