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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呼和浩特市伊利现代智慧健康
谷液态奶全球智造标杆基地，看着一盒
盒牛奶从生产线上“飞奔”而下，再通过
库卡机械手和AGV无人运输车进入智
能仓库，中国经济传媒协会副会长邱成
军感叹：“没想到这里的自动化程度这
么高！”

11月 7日，全国主流经济媒体、中
央驻区媒体、自治区媒体等 30多家媒
体及网络大V走进伊利现代智慧健康
谷、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和敕勒川生
态智慧牧场，共同见证了从“从一棵草
到一杯奶、再到一块奶酪”的奥秘。

溯其源——这杯奶何以行？
好牛奶，源头是根基。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为了稳住源

头，敕勒川生态智慧牧场里有奥秘。在
中国经济网记者鞠然看来，这里的奶牛

“上班”相当“自觉”，8分多钟，是他们
今天的一次工作时长。

在这里，奶牛们住上了“大别墅”，
通过集饲喂机器人、推料机器人于一体
的智能饲喂系统品尝营养套餐，水足饭
饱后走向无人挤奶机，在全智能挤奶机
器人的安排下自动挤奶。8分多钟后，
工作结束，回到家的奶牛发现家里已经
被自动清粪机器人打扫得干干净净。
各工种机器人各司其职，牧场工作人员

通过手机App就能实时掌握奶牛活动
量、产奶量和睡眠情况等数据。“奶牛住
着很惬意，挤奶过程很智能，看着也很
安心”是鞠然最大的感受。

“上班”够“自觉”，全因工作环境不
一般。住着舒服、环保健康是奶牛们

“爱上”这份工作的重要原因。通过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牧场运营管理系统，
牛舍的温度、湿度、气体、光照等均可实
现自动调节；配套1万多亩种养结合用
地，实现绿色生态循环发展；着力打造
景观带，再现“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
庐、笼盖四野”的自然风貌……在全球
智能化程度最高的绿色低碳观光牧场，
奶牛住得更安心了；在千家万户中，消
费者喝得更放心了。

究其本——这杯奶何以好？
好产品，创新是关键。
郁郁葱葱的草场上，一座现代化的

研发中心正向记者们敞开怀抱。作为
全国唯一的国家级乳业技术创新中心，
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立足“中国牛、
中国养殖模式、中国原料、中国装备和
中国品质”五大战略目标，围绕“从一棵

草到一杯奶、再到一块奶酪”全产业链
进行创新链布局，聚集了10多名院士、
1000多名核心科研人员和超过5000人
的全产业链创新队伍。

在伊利智造体验中心，琳琅满目的
创新产品让钛媒体集团副总编辑胡润
峰花了眼：每瓶含有9.5g优质蛋白的金
典限定锡林郭勒牧场娟姗纯牛奶、基于
21年母乳研究而推出的伊利金领冠婴
幼儿配方奶粉、运用了“LHT乳糖水解”
专利技术的舒化奶、利用了减碳环保包
装技术的甄稀冰淇淋……“第一次这么
集中看到各类产品，比如这个一拧开瓶
盖冻干茶就会到水中，再摇一摇就能喝
的现泡茶就很有趣，没想到除了传统乳
品以外还有这么多创新点。”胡润峰说。

在前不久刚刚召开的敕勒川国际
乳业创新大会暨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
心第二届年会上，乳业国创中心发布了
2024年十大创新成果，涵盖种公牛培
育、牧草种植加工、风险防控预警等多
个关键领域。目前，乳业国创中心已经
形成了包括600个研发项目的项目库，
旨在持续解决制约产业链发展的技术

瓶颈问题。在创新的力量下，关键技术
开花结果，行业焕发强劲动力，消费者
乐享其成。

探其道——这杯奶何以能？
好产业，体系是法宝。

“现在来健康谷这边可是不一样
了，不仅环境好了，路敞亮了，而且还看
到学校、小区和众多企业。”在北疆新闻
记者李文华眼中，健康谷的变化是之前
难以想象的。

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以生态为基
底、乳产业为主导、健康产业为使命，集

“种植业发展、奶源建设、智能制造、科
技创新、文旅休闲、商务活动”为核心打
造种养加一体化、产学研文旅商居多业
态融合发展的产业体系，构建“产在城
中、城在产中、以产促城、以城兴产”产
城融合发展新模式，着力形成生产、生
活、生态空间协调一体化发展的新格
局。记者们纷纷感叹：“这片宝地因奶
而起，因乳而兴！”

当前，呼和浩特市把乳业作为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产业之一，构建起“从一
棵草到一杯奶、再到一块奶酪”的全产
业链，同时不断加强科技创新力度，着
力破解关键环节技术瓶颈问题，培育行
业发展新动能，使科技创新成为乳业发
展的生动注脚。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近期，联合
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正式向全球
公开发布《数字农业与农食系统可持
续转型案例》，优然牧业“科技赋能智
慧草业”作为中国草业行业唯一典型
经验案例成功入选。

作为中国最大的苜蓿草供应商，
优然牧业在全国布局15座草业基地，
牧草种植面积达24万亩，其中在中国
草都赤峰阿鲁科尔沁旗拥有 5.5万亩

优质苜蓿种植基地，构建了“种养结
合”发展模式和“苜蓿草+饲用燕麦+
青贮玉米”的三元供给模式，为畜牧
业提供了坚实保障。多年来，优然牧
业一直在研究高产、高质量、高转化
率牧草育种和种植技术，旗下伊禾绿
锦草业凭借在数字农业、精准农业和
可持续农业管理方面的优势，成功入
选联合国粮农组织重点案例，为中国
农业体系创新转型提供了宝贵经验。

优然牧业数字化草业实践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案例

本报讯（实习记者 邢睿婧）近日，
市司法局组织召开了全市“互学互促
全面提升司法所规范化建设”拉练观
摩会，市各相关部门负责人、9个旗县
区司法局局长和分管司法所工作的
副局长参加了观摩会。

与会人员先后到新城区司法局
呼伦贝尔北路司法所、赛罕区司法局
昭乌达南路司法所实地观摩，详细听
取了两个司法所在推进规范化建设、

创新服务模式等方面的工作介绍，并
深入了解了两个司法所在“司法＋”
基层治理模式及“4＋1＋N”矛盾纠纷
化解模式上的具体做法与成效。

在实地观摩中，与会人员纷纷
表示，将把学到的先进理念和方法
带回本单位，积极推动本单位司法
行政工作的创新发展，共同为构建
更加公正、高效、权威的法治首府贡
献力量。

全市“互学互促 全面提升司法所规范化建设”
拉练观摩会举办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今年以来，
自治区充分挖掘释放交通物流业发
展动能，以“出政策、建机制、育场景、
优服务、集散户、壮龙头”为切入点，
带动交通物流市场主体经营性降本
提质增效，推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
成本。

出政策、建机制。经过广泛调研，
结合企业诉求清单，自治区交通厅出台

《培育壮大现代交通物流领军企业行动
方案》和《自治区加快推进多式联运“一
单制”“一箱制”发展实施方案》，重点培
育一批运营成本低、效率高、服务强、品
质好，具有先进技术模式等核心竞争力
和知名服务品牌的现代交通物流领军

企业。建立盟市、旗县政府分级牵头的
政企运“双找”对接机制，为货主、贸易
商或消费商找成本低、效率高、排放少
的交通物流企业，为交通物流领军企业
找稳定、信誉好的货源企业，鼓励双方
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开展“总对总”物流
供应链合作。截至目前，累计组织双找
对 接 会 24 次 ，签 订 长 协 运 输 协 议
1293.6万吨。

育场景、优服务。建立现代交通
物流领军企业储备库，已纳入公路、铁
路、民航、邮政快递 91家领军企业，综
合研判领军企业发展情况，指导各市
调整优化工作举措。指导乌海市加快
推广新能源重卡应用场景，已累计推

广新能源重卡364辆，建成新能源重卡
充换电站38座。指导鄂尔多斯市首次
开展第一批双挂汽车列车试点，已累
计运行 2320辆次、行驶 26.97万公里、
完成货运量 12.16 万吨，经初步测算，
运输效率提高 36.7%、运输能耗降低
30%、运费成本降低 28.6%。指导甘其
毛都、策克口岸持续开展口岸AGV无
人跨境运输，今年 1—9 月份，累计运
输煤炭 322.7 万吨，同比增长 19.9%。
推动“蒙企通”和交通服务热线 12328
开设服务专席，畅通建议通道，切实帮
助解决实际困难。

集散户、壮龙头。自治区网络货运
平台整合社会闲散运力由最初19万辆

增加至165万辆，运力池内司机活跃度
明显提高。内蒙古交通集团“蒙马智
运”数字物流综合平台已完成货运量
7390 万吨，交易额 40.58 亿元，占自治
区网络货运业务总产值33%，自治区规
模以上网络货运企业达到 37家，产值
超亿元企业 23家，龙头企业集聚效应
凸显。

今年 1—9 月，自治区开启监测的
128家网络货运企业完成运单 547.3万
单、货运量19741.7万吨、运费收入123.6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651.7%、694.2%、
459.1%。交通运输行业累计完成综合
货运量18.5亿吨、货物周转量4166.7亿
吨公里，同比增长5.2%和1.6%。

本报讯（实习记者 赵婷婷）日前，
内蒙古爱心之家公益协会呼和浩特
市分会的会长杜倩和赛罕区司法局
干部、市派驻金河镇曙光村驻村第一
书记李海瑞两名道德模范，走进赛罕
区巴彦街道开展宣讲活动。本次宣
讲活动是由呼和浩特市精神文明建
设办公室主办的“德耀青城·榜样力
量”2024年呼和浩特市道德模范学习
宣传活动的第四站。

宣讲现场，杜倩和李海瑞深情讲
述着自己兢兢业业的工作故事。多
年来，杜倩积极参与首府志愿服务工

作，带动协会的志愿者共同服务于孤
独老人、留守儿童和残疾人等人群，
并多次无偿为贫困家庭和社会公益
事业提供资金支持，无私奉献自己的
爱心。李海瑞始终坚守在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的最前线，足迹遍布多个
村落，通过助力农产品销售等方式，
有效促进了驻地村民增收。

此次宣讲活动，让群众切身感受
到了道德模范的可亲、可敬、可学，引
导群众在日常生活中践行道德规范，
引领首府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
良好风尚。

“德耀青城·榜样力量”宣讲活动走进巴彦街道

本报讯（记者 阿柔娜）11月8日，
由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赤峰市政
府主办的“戎归北疆再启航 创业筑梦
建新功”2024年内蒙古退役军人秋季
专场招聘会暨退役军人创业创新成
果交流会在赤峰举办。

本次招聘会线上线下同时启动，
双线联动，促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
就业。线下招聘两天，吸引近百家制

造业、农林牧渔业、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等多个行业领域企业参会，提供就
业岗位 2000余个。线上招聘将持续
1个月，为广大退役军人提供精细化、
全方位的就业服务。

在招聘会场，退役军人创业创新
成果交流会同步开展，利用线上直播
带货环节，有效拓宽信息交流渠道，
为“军创优品”提供广阔的宣传空间。

内蒙古退役军人秋季专场招聘会举办

内蒙古着力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近日，内蒙古电力集团呼
和浩特供电公司建立的首个

“同心圆服务驿站”在新城区海
拉尔路街道军区社区成立，形
成电力服务、电力科普、爱心关
爱等于一体的电力服务阵地，
开启“办电不出门，服务零距
离”供电服务新模式。

为确保服务高效、规范，内
蒙古电力集团呼和浩特新城供
电公司党总支提前挑选业务骨
干成立党员服务队，排班轮岗
到咨询台，及时解决用户用电
需求，并为用户发放用电宣传
单，普及安全用电、节电节能等
知识。此外，驿站将逐步建立
重点用户服务台账，制定个性
化服务方案，优化常规业务，提
供“代帮办”服务，满足用户随
时随地的用电需求。

■本报记者 武子暄
通讯员 苏欣 李顺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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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为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全市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集中举
办各类线上线下招聘活动 130场，提
供就业岗位 18.55 万个；开发就业帮
扶公益性岗位，开展脱贫劳动力技
能培训等，促进脱贫人口稳岗就业。

针对就业困难人员，在做好认
定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发公益性岗
位给予托底安置，今年已安置就业
困难人员 457 人，在岗总人数达到
2543 人，“零就业家庭”保持动态清
零；开展“就业援助月”活动，共组织
特色招聘会 16场，帮助 14名残疾人
和 1282名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提升公共就业服务能力，精准
打通供需对接渠道。呼和浩特市不
断健全四级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
有 61 个人社服务站，在 428 个社区

均建立基层就业服务机构；推动公
共就业服务向基层延伸，在商圈、高
校等人群密集场所建设就业服务
站，拓展服务网点，方便群众就近办
理；打造全区共用的“宜业首府”智
慧就业服务云平台，104个服务事项
实现“线上办”，推动公共就业服务
与群众“零距离”；组织大型招聘活
动，如“职引未来——2024年大中城
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
动”“人社服务进校园”等。

就 业 不 仅 关 系 着 社 会 和 谐 稳
定，也关系着百姓幸福生活。下一
步，呼和浩特市将继续强化政策落
实、优化就业服务、扎实做好就业创
业工作，从政策体系、职业技能培
训、重点群体就业、自主创业、失业
保险、公共就业服务等方面精准施
策，助推首府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呼和浩特：让更多劳动者端稳端牢手中“饭碗”（上接第1版）
市林草局造林科科长张奥介绍，

呼和浩特市“三北”工程六期剩余任务
为 156.83 万亩。主要以三大项目推
进：阴山北麓（河套平原）生态综合治
理项目，总任务 46.17 万亩，重点在托
县实施沙化土地治理 0.07 万亩；在托
县、和林县、武川县实施非沙化土地种
草 46.1 万亩；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修
复项目，总任务 97.56 万亩，重点在和
林县、武川县、赛罕区等 8个旗县区实
施森林抚育 29.69 万亩、退化林修复
18.37万亩、退化草原修复 34.5万亩、草
原围栏 15万亩；“三北”工程六期自治
区财政项目，总任务 13.1万亩，重点在
新城区、回民区、赛罕区等 6个旗县区
实施人工种草 3.6万亩、森林抚育 2万
亩、退化林修复7.5万亩。

生态建设，种子先行。呼和浩特市

提前谋划储备，建成种子资源库，累计
收集本地区各类乡土植物种质资源598
种、2287份，标本 950种、6121份，采集
土壤样品 1.63万份。2024年，对 15种
优质特色、珍稀濒危种子以及23份未定
名种子开展田间苗圃试验，扩繁乡土野
生苗木，最大限度保证原始品种的存
在，保持其固有的优良品质和广泛适应
性，为“三北”工程提供种源支撑。

呼和浩特市以已建成的种子资源
库为基础，加强草种基地建设，委托草
种繁育龙头企业，开展技术攻坚，提高
草种产量，重点培育“三北”工程需求
较大的羊草、紫花苜蓿、冰草等乡土草
种，草种产出后全部投入“三北”工程
区域使用。2024 年，全市范围实施草
种繁育 8789 万亩，草种产量达到 5.73
万公斤，其中，禾本科无芒雀麦亩产在
10 公斤以上、豆科草种紫花苜蓿亩产

达15公斤以上。
根据“三北”苗木实际需求，呼和浩

特市在和林县白二爷沙坝林场建设保
障性苗圃1处，新建育苗基地200亩，以
插条、直播、容器苗培育等方式，2024年
培育柠条、油松、杏树、沙棘等苗木 7个
品种、634万株；在托县实施良种苗木培
育项目，培育柠条100万株。通过与“三
北”项目实施企业签订优先用苗协议，
将培育苗木全部用于“三北”六期实施，
有效提高苗木适应性，降低工程成本，
为“三北”工程等重点生态工程做好苗
木保障。

“我们从村里的柠条加工厂购买柠
条颗粒饲料，牛羊非常爱吃，不仅缩短
了出栏期，也降低了成本。”和林县新店
子镇新店子村村民常美丽高兴地说。

“三北”工程不仅是一项生态工程
更是一项民生工程。呼和浩特市在防

沙治沙的战役中走出一条绿色发展之
路，沙棘、柠条是生态建设战役中的

“大功臣”。截至目前，全市已种植沙
棘、海红果、山杏等经济林 83.6 万亩，
在武川县推广黄芪等中草药发展林下
经济 10 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
85.15亿元。平茬后的柠条再加工，制
成饲料和燃料，即可促进农民增收也
能减少煤炭使用，实现生态效益与经
济效益双赢。

经过40多年的“三北”工程建设，现
在，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取得骄人成
绩：森林面积达到 406.87万亩，森林覆
盖率 15.78%；草地面积达到 831.89 万
亩，草原综合植被盖度 46.15%；湿地面
积57万亩，湿地保护率达到35.2%。随
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呼和浩特市正在成
为“宜居”“宜业”“宜游”“宜学”“宜养”
之城，幸福之城。

呼和浩特“三北”工程六期提前六年完成建设任务

本报讯（记者 吕会生）11 月 10
日，“同心筑梦·石榴籽少年说”宣讲员
大赛暨呼和浩特市第三届红领巾讲解
员大赛颁奖典礼在呼和浩特民族学院
举行。

大赛历经70多天的激烈角逐，来
自全市近百所中小学校的 500 多件优
秀作品脱颖而出。69名选手分别获

得大赛特别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
奖和优秀奖。当日，来自全市各中小
学校和呼和浩特民族学院的600多名
师生参加了颁奖典礼。

本次大赛充分展示了首府青少年
的风采，通过优秀作品的演绎，传递了
民族团结的精神，让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在青少年心中深深扎根。

“同心筑梦·石榴籽少年说”宣讲员大赛
暨呼和浩特市第三届红领巾讲解员大赛颁奖典礼举行

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