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赛罕区聚焦农业农村现
代化发展目标，以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建
设为抓手，努力推动农业产业向规模
化、智能化、全产业链发展，形成了从试
种、育苗、生产、加工、冷藏、销售到物流
的设施农业全产业链条，为全区农业产
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赛罕区金河镇简耘科技马铃薯
数字化种植研发示范基地，马铃薯产
业实现了数字化转型，通过“科技+农
业”合力打造新质生产力。

“我们专注于马铃薯产业相关数
据的开发和应用，通过分析马铃薯
全生育期的数据，将相关数据输入
马铃薯生产种植指导模型，能够精
准输出种植农艺方案，为农户提供
科学、有效的种植指导。2020 年至
今，我们在自治区范围内已经累计
采集了 7 亿多条马铃薯田块级数据
信息，累计服务面积达 300 多万亩。”
内蒙古简耘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宇光说。

2024年，赛罕区全年完成高标准

农田建设任务 4.5万亩，在金河镇碾格
图村打造了 1800 亩高标准农田智慧
农业示范区，全区高标准农田总量达
到 26.43 万亩。引进实施了简耘科技
马铃薯数字化种植研发示范基地项目
和中化现代农业无膜滴灌项目，完成
农作物播种面积 52.5万亩，其中粮食
作物 45.23 万亩，产量达到 24 万吨以
上。

走进赛罕区嘉仕数智农场，大棚
内蓝莓茂密的枝叶向四周展开，像一
把把撑开的小伞。没熟的蓝莓呈青
色，成熟的呈深紫色，摘一颗放进嘴
里，酸甜可口。

据了解，嘉仕数智农场一期项目
建设阳光大棚 33栋，种植面积 240余
亩，全部种植高品质的阳光玫瑰葡萄。
二期项目占地面积240亩，建设新型厚
墙体温室 26栋，种植面积 105亩，全部
种植高品质蓝莓，总产量13万斤，单价
80元/斤，销售收入 1100万元。三期项
目建设121栋新材料装配式数智暖棚，
全部种植蓝莓，10月底已全部投产。该

农场建成后，销售收入可达1亿元。
近年来，赛罕区依托设施农业，通

过改造基础设施、落实补贴政策、加大
招商引资、强化科技服务等举措，促使
都市农业发展日趋成熟。2024年共实
施嘉仕数智农场三期、蒙游记二期等
11个设施农业项目，新增设施农业面
积 1378 亩，超额完成市级下达任务，
全年果蔬种植面积达到 5.9万亩，年产
果蔬 21.8万吨。嘉仕数智农场作为示
范园区，全年累计接受自治区内外各
类观摩 12次 500余人。榆林镇东干丈
村荣获 2024 年自治区美丽休闲乡村
称号。

“后窑子村有机胡萝卜吃起来口
感绝佳，且营养价值丰富……”赛罕区
后窑子村党支部书记赵利俊正通过直
播电商团队介绍本村特色农产品——
有机胡萝卜。2024年，后窑子村有机
胡萝卜产量达 3500吨，纯收益有望突
破100万元，每天通过互联网平台能销
售 1万单，有 35吨到 40吨的胡萝卜销
往全国各地。

农业品牌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
要标志，培育发展农业品牌是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重
要抓手。后窑子村有机胡萝卜、格此
老村“赛罕南瓜”、苏计村小杂粮、红吉
讨号村马铃薯……赛罕区 22 个示范
村深挖土地资源优势，让有“泥土气”

“乡土味”的农产品“破土飘香”。2024
年，赛罕区扎实推进“三品一标”认证
工作，完成绿色食品认证 5个，全区累
计认证“三品一标”71个，实现农畜产
品品牌数量稳步增长。组织举办“第
七届南瓜丰收节”“第二届西甜瓜节”
等 5 场富有特色的节庆活动，进一步
扩大了特色农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开展助力“三农”直播等活动2400
余场，销售额达1.15亿元。

2025年，赛罕区将坚持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持续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建
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聚焦粮食安全、
农村产业发展等重点工作，精准发力、
狠抓实干，绘就乡村振兴“幸福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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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村晚”绽放文明之花
●本报记者 梁婧姝

本报讯（记者 梁婧姝 通讯员 孙
帆）“以前停车、吃饭、睡觉、洗澡这些
平常事，在路上奔波的我们根本想都
不敢想，现在有了‘司机之家’，我们
有了歇脚的地方，还能享受到好的服
务，真是太好了！”清水河县宏河物流
园区的“司机之家”获得了不少货车
司机的称赞。

“司机之家”位于清水河县宏河
物流园区内，于 2024年 6月建成并投
入使用，是清水河县首家货运物流司
机一站式综合服务站点，接轨新朔铁
路，西邻 209国道，南接 109国道，北
接准兴重载高速，交通十分便利。清
水河县宏河物流园是集运输、仓储等
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环保型物流园，
总投资 4.6亿元，总占地面积 29万平
方米，建筑面积 4.9万平方米，设计年
储运量 1500 万吨，预计年产值可达
50 亿元，可创利税 2 亿元，提供就业
岗位700余个。

“‘司机之家’自投入运营以来，
累计服务货运司机 20000 多人次。”
清水河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姜培成
告诉记者，“为了帮助货车司机创造
更好的工作条件和发展环境，我们建

设了这个‘司机之家’。”
据了解，“司机之家”集功能实

用、布局合理、经济实惠、方便快捷于
一体，设有专门的停车区、充电区、休
息区、餐饮区、淋浴洗衣区，还配备有
电视、手机充电、免费热水、急救药
箱、免费无线网等设施，24小时免费
为广大货车司机提供停车、安保、淋
浴、上网、休息、医疗等免费服务，这
里能同时接纳 280名司机入住，还配
备专职工作人员，负责周边安保巡
逻、卫生清洁、服务登记等工作，确保

“司机之家”全天候运营，切实提高新
业态新就业群体的职业获得感和归
属感。

“下一步，我们将以‘司机之家’
为纽带，联合相关部门对全县货车司
机进行梳理排查，建立管理档案，一
人一档动态管理，不定期对货车司机
进行走访慰问，持续为货车司机群体
开展送政策、送温暖、送健康等系列
暖心活动。聚焦‘小家大爱’，持续服
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持续推进货车
司机之家的建设与完善工作，不断探
索创新服务模式与内容，不断提升货
车司机群体的幸福感。”姜培成说。

赛罕区：在希望的田野上谱写丰收赞歌
●本报记者 杨彩霞 文/图

本报讯（记者 安娜）连日来，呼和
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组织开展了

“两品一械”安全风险排查。
此次安全风险排查聚焦重点领

域，突出整体管控效应。制定了药品
领域安全生产排查方案，明确重点任
务；按照体检式监管要求，采取责令
整改和行政指导相结合的形式，围绕
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风险品种，从进
货查验、陈列储存等方面，对零售药
店、医疗器械零售企业、美容美发机
构等主体开展风险排查；组织各地梳
理摸排执业药师“挂证”线索，督促其
有关人员进行自查自纠，提升零售药
店药学服务水平。同时，坚持惩教并
举，保持严管严惩态势。结合舆情监
测、网络监测、投诉举报等信息和线

索，深化服务型执法，保持严管的总
基调，从快从严落实节日期间问题线
索的核查处置，依法严惩屡教不改、
影响恶劣、制假售假等违法犯罪行
为。截至目前，共检查“两品一械”经
营使用单位 86 家次，现场指导督促
整改问题 23条，处置上报舆情线索 1
条，立案15起。

结合春节前的消费特点，呼和浩
特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向社会公众普
及网络购药安全知识，针对通过微信
朋友圈、微信群购药存在的风险，向听
众进行了风险提示。结合风险排查内
容，向“两品一械”从业人员普及法律
法规知识，加强行政指导和宣传引导，
提高守法经营意识、质量安全意识和
主体责任意识，共建安全购药环境。

本报讯（记者 祁晓燕）2024，年内
蒙古自治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聚焦经
营主体发展，坚持扩量与提质并重，
促进经营主体活力持续释放。截至
2024 年 底 ，全 区 经 营 主 体 发 展 至
289.63万户，同比增长 6.13%，其中企
业数量突破 70 万户，个体工商户数
量突破 212 万户。千人拥有经营主
体量由 2023 年初 105 户提升至 120
户，企业在经营主体中占比提升至
24%以上。

2024年，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
记、迁移登记、开办餐饮店“高效办成
一件事”率先上线实施，分别办理业务
2.54万笔、9292笔、323笔、10208笔。
办理经营主体信用修复 9.83万户，网
办率提升至 70%以上，企业信用修复
从“两书同送”扩展为“三书同达”。全
系统办理不予行政处罚案件1738件，

“体检式监管 服务型执法”模式让经

营主体更好感受到执法力度与温度。
2024年，全区市场监管部门大力

实施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 3年成长
计划，市场监管服务进园区进企业行
动累计建立84个实体服务窗口，为60
个产业园区和产业聚集区企业提供服
务，“蒙检在线”平台注册企业超过 1
万家，纳入服务事项 1539项。在“六
税两费”优惠基础上再推动降本减负，
减免各类费用 5239.1万元，知识产权
质押支持企业融资33亿元。

2024年，全区参与和牵头制定国
家标准的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8.36%，检验检测机构达 1723家、同
比增长9.19%，“蒙字标”获证企业103
家、认证产品 1030种，培育入库企业
469 家。企业首席质量官达到 2129
名。前 11个月全区企业拥有国内有
效发明专利1.56万件，较2023年底增
长23.64%。

内蒙古自治区经营主体
发展至289.63万户

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开展春节期间安全风险排查工作

清水河县“司机之家”
为货车司机提供暖心服务

新春书画进军营

博览会里年味浓

近日，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了“年
味青城·精彩无限”年货博览会。博览会上，
食品、农特产品、灯笼、对联等各式各样的年
货应有尽有，浓厚的新年氛围吸引了不少市
民前来选购。

■本报记者 杨彩霞 摄

近日，赛罕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双拥办联合内蒙古通俗文艺研究
会开展了“蛇舞墨香迎新春 书画拥军映丹心”新春书画进军营双拥主题
活动。

■本报记者 阿柔娜 通讯员 陈晓瑞 摄

“李书记，胶带在哪？窗花剪好了，
咱们贴上吧。”早晨9点，清水河县窑沟
乡不灿洼村村委会就热闹起来了。

写春联、剪窗花、排练节目……不
灿洼村礼堂旁的小屋里挤满了人，村民
们纷纷围在书法爱好者的桌旁，或欣赏
书法创作，或挑选心仪春联。另一侧桌
前，志愿者手中的剪刀上下翻飞，喜庆
饱满的福字、活灵活现的盘蛇……一张
张红纸变幻成精美的窗花，引来了不
少小朋友的围观。“阿姨，这个小蛇可
以送给我吗？”“当然可以。”志愿者们
笑着递上自己的剪纸作品，还附赠了

一个泥塑小蛇，小朋友拿着心爱的礼
物别提有多高兴了。

“为了准备‘村晚’，我们 6点多就
来了。不仅为乡亲们准备了精彩的节
目，还邀请了志愿者为大家写春联、剪
窗花，外面的锅也烧上了，准备做杀猪
菜和油炸糕。”不灿洼村驻村第一书记
李锐告诉记者，“这是我们准备的第二
届‘村晚’了，去年有7个自然村的村民
来参加，今年窑沟乡 14个行政村都来
报名参加，比去年更热闹了。”

中午 12点，院里两口大锅升起腾
腾热气，酸菜、豆腐的香气吸引了不少

村民走进村委会大院。
“大爷，来尝尝炸糕吧，吃了福气

满满节节高呀。”李锐一边招呼，一边
给帮忙的村民盛饭。

下午 1点，垒好的旺火被点燃，虽
还没到“村晚”的开场时间，但不灿洼
村的礼堂里已经坐满了人，来晚的村
民只能站在门口等待。

随着二人台牌子曲《九连环》开
唱，不灿洼村第二届“村晚”正式开始，
歌舞、二人台、晋剧、诗朗诵、乐器演奏
以及民俗表演等精彩节目赢得了台下
村民的阵阵掌声。“今年的节目比去年

更精彩了，去年是在大棚里看，今年我
们有了自己的小礼堂，又暖和又热闹。”
67岁的刘兰旺高兴地告诉记者。

看着乡亲们的笑脸，李锐发自内
心的开心。“我们就是想让乡亲们热热
闹闹过年。驻村工作队在走访入户时
发现，村里的老人都很喜欢唱戏，而且
还有一些村民会演奏民乐，所以就征
求大家的意见举办了‘村晚’，希望能
通过各类活动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
活。村里的小礼堂也建好了，下一步
我们打算好好利用起来，为乡村文化
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走基层新春

窗花贴上窗的时候，意味着年就到
了。

这是土默特剪纸呼和浩特市级代
表性传承人李还秀最真切的感觉。

春节前夕，记者走进位于土默特左
旗毕克齐镇的李还秀家中，李还秀正和
3岁的小孙女坐在炕上剪窗花。小孙
女穿着喜庆的衣服，头上扎着两个冲
天鬏，坐在李还秀身旁有模有样地学着
剪纸。

每年腊月，李还秀总是格外忙碌。

在她身旁的炕桌上，摆满了剪好的窗
花，蛇、马、老鼠……一幅幅精美生动、
风格迥异的剪纸作品映入记者眼帘。

李还秀说，每逢新春佳节，人们都
喜欢在窗户上贴上剪纸窗花，窗花不
仅通过特别的表现形式将吉祥如意的
美好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还将节
日装点得红红火火、喜气洋洋。剪纸
窗花也逐渐成为了家家户户喜迎新年
的一项习俗。但由于手工剪纸耗时耗
力，且缺乏销售市场，一度被机器剪纸

替代，所以从事手工剪纸的人也越来
越少了。

“以前村里没多少人爱好剪纸，后
来在各级领导的帮助下，我们在兵州亥
村委会成立了‘李还秀讲堂’，和几位村
里原本就会剪纸的老师一起教授有兴
趣、想学习剪纸的村民。没想到报名的
人越来越多，截至目前，已经有七八十
人了。”李还秀说。

2020年，毕克齐镇依托李还秀的
剪纸技艺，成立了土默特左旗红秀剪纸

艺术合作社，对于发扬非遗剪纸技艺和
推动当地文化产业发展起到了有力的
促进作用。2017年，土默特剪纸被评
为土默特左旗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2019年，被评为呼和浩特市第七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随着剪刀飞舞，不一会儿一个红彤
彤的“春”字窗花在李还秀的手中成形。

非遗剪纸为新春佳节增添了一抹
亮色，为平凡的日子增添了一抹喜庆，也
为人们的心头增添了一份温暖。

非遗剪纸映出乡村好“丰”景
●本报实习记者 吴香凝 通讯员 杨鑫 马少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