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位于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的内蒙古能源集团
金山热电厂2×100万千瓦煤电联营扩建项目加紧建设，计
划2025年下半年投产发电。项目投产后，可实现年发电量
100亿千瓦时，新增供热能力5000万平方米。据了解，该项
目已列入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是内蒙古自治区能源保供和
民生领域重点工程。 ■本报记者 王劭凯 摄

热电项目建设忙

▶ 2×100 万千瓦
煤电联营扩建项目建设
现场。

▲施工人员捆绑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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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农业大学科研成果成功转化
5 株 乳 酸 菌 卖 了 2000 万 元

本报讯（记者 武子暄）日前，内
蒙古农业大学张和平教授团队与内
蒙古科拓生物有限公司通过“蒙科
聚”平台签订“功能性乳酸菌菌株所
有权及其知识产权转化”转让合同，
将 5株功能性乳酸菌及其专利权进
行完全转让，合同金额达 2000 万
元。

“蒙科聚”是自治区 2023年 1月
启动建设的创新驱动平台，相当于一
个“科技红娘”，帮科研院所和企业牵
线搭桥。自平台建设以来，在促进成
果转化、供需对接，汇集科技要素先
聚合再聚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于高校来说，科技成果转化
并不容易，科研成果终归要落到产
业上，服务于社会、造福于社会。‘蒙
科聚’平台为我们架起精准供需对
接桥梁，让科技成果顺利走向市
场。”乳品生物技术与工程重点实验

室主任张和平表示，对于科研来说，
资金是不可或缺的，此次转化经费
可以用于实验室再建设、人才培养、
设备更新等，希望通过“蒙科聚”转
化更多成果，让实验室形成科技创
新良性循环，为我国益生菌产业及
大健康产业的整体发展作出更多贡
献。

“我们一直专注于乳酸菌产业化
和市场推广，成功引入张和平教授团
队科研成果，对企业在实现国产替代
的国内外竞争中具有重要意义。”北
京科拓恒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余子英表示，以此为契机，
进一步深化与内蒙古农业大学合作，
依托乳品生物技术与工程重点实验
室强劲科研实力，持续在乳酸菌领域
不断突破，促进食品、乳业、医药行业
的高质量发展，也为产业健康发展和
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上海交通大学内蒙古研究院
发布 3 项前沿科技成果

本报讯（记者 武子暄 通讯员 詹
宇）日前，上海交通大学内蒙古研究
院科技成果发布会暨第 56期“蒙科
聚”专题发布会在呼和浩特市举行，
会议发布了“量子点液态芯片动物健
康检测产品”“双峰驼 45K液相育种
芯片”“新型基因编辑酶在动物疫病
检测方面的应用”3 项前沿科技成
果。

内蒙古是我国重要畜牧业大省，
动物疫病检疫是推进畜牧业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上海交通大学内蒙古
研究院紧扣内蒙古国家重要农畜产
品生产基地建设要求，通过“科技兴
蒙”上海交通大学行动计划专项，支
持专家团队开展技术攻关，成果显
著。

“量子点液态芯片动物健康检测
产品”经过项目团队20余年研究，率
先提出量子点荧光编码微球新策略，
研发出目前国际上唯一采用单激光
技术的液态芯片系统，应用于人类和

动物疾病的快速诊断与筛查，打破了
国际垄断，为动物疫病防控领域开辟
崭新的发展道路。

世界首例“双峰驼 45K 液相育
种芯片”以深厚的骆驼基因组学研
究为基础，采用靶向测序基因型分
型技术快速、高效、低成本检测双峰
驼基因变异信息，具有“种驼系谱建
立和校正”“品种、品系和种群鉴定”

“重要生产性状基因挖掘鉴定”“遗
传多样性评估和保护”“全基因组选
择育种”等功能，对深入开展双峰驼
生物学研究和双峰驼优良种质资源
创新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新型基因编辑酶在动物疫病检
测方面的应用”开发新型高效病原核
酸检测技术，实现动物疫病检测领域
的核酸免提取“一管式、一步法”多重
病原联检方案，为精准防污染的农林
牧渔病原快检和疫病防控提供技术
方案，也将为农林牧渔产业健康发展
进一步夯实技术支撑。

可游观 可欣赏 可感知

双向奔赴 开采出呼和浩特工业旅游富矿
本报讯（记者 杨彩霞）见证智能

化生产线的高端、体验研学互动的乐
趣、感受萌宠乐园的温情……走进伊
利现代智慧健康谷，时常能听到游客
的赞叹声与孩子们的欢笑声。伊利
现代智慧健康谷商务专员马欣告诉
记者，这两年到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
景区参加工业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

工业旅游是伴随着人们对旅游
资源理解的拓展而产生的一种旅游
新概念和产品新形式。近年来，呼和
浩特以工业景点为抓手，探索实践工
业旅游新模式，积极拓展新业态、新
场景，不断挖掘工业旅游潜力，推动
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5D 沉浸式影院、无人驾驶小车、
智能机械臂……伊利现代智慧健康
谷对外开放以来，沉浸式畅玩乳宇宙
主题乐园、智能时代下的伊利工业旅
游 4.0 版本正式亮相，集学、游、娱于

一体的特色旅游新模式将教育和旅
游融合，拉长了旅游产业链。

“在这里能感受到世界领先的乳
业生产模式，见证从‘一棵草’到‘一
杯奶’的乳业生产全过程，智慧感、科
技感十足，填补了我们的知识盲区，
真是不虚此行。”四川游客费红赞不
绝口。

据伊利集团工业旅游经理王颖
介绍，伊利集团自开展工业旅游以
来，不断改善提升旅游服务水平、旅
游服务产品、旅游服务团队，推进乳
业全球产业链的全景化与智能化，以

“文化+旅游”“旅游+科技”“旅游+工
业”“旅游+研学”的多元化旅游产品
打造工业旅游示范标杆。目前，伊利
集团在全国工业旅游开放工厂已达
到30余家。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强化政策引
导、资金支持、任务建设和人才保障，

整合工业旅游资源，大力发展工业旅
游。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工业旅游景
区 8处，其中 4A级景区 4家。2023年
工业旅游接待游客 88.64 万人次，旅
游综合收入3507.96万元。

在位于大青山脚下的小草种子
乐园里，一场科普活动正在进行，来
自学苑小学的孩子们在讲解员的带
领下有序地参观，认真倾听关于土壤
的知识，认识植物种子，学习保护花
草的基本方法，了解内蒙古在草原生
态、盐碱地改良、矿山修复、土壤修
复、荒漠生态方面的发展成果。

据了解，2023 年，蒙草集团小草
种子乐园共接待游客 15万人次。在
推进工业旅游建设的过程中，蒙草集
团通过让社会各界了解自己，不仅让
消费者对品牌产生信赖，也提升了企
业品牌形象，促进企业多元化发展。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通过加强旅

游基础设施建设、探索智慧化发展、
丰富互动体验项目、加强产学研合作
等方式推动工业旅游景点提档升级，
精心打造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工
业旅游景区。

呼和浩特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
长潘华表示，工业旅游对游客来说是
新看点，游客可近距离了解企业生产
流程，感受企业文化内涵；对企业来说
是新引流点，通过工业旅游，企业可将
游客变顾客，增强游客对企业的认知
程度；对旅游行业来说是新热点，能扩
大旅游经济覆盖面，增强旅游业的发
展后劲。下一步，呼和浩特将继续推
进工业与文旅深度融合，鼓励并指导
现有工业旅游景区提档升级，不断丰
富工业旅游产品，拓展新型工业旅游
体验空间。同时根据市场需求，继续
推出更优质更适合大众的工业旅游线
路。

随着新年和春节的临近，青城消费市场人气
旺盛、活力十足。寻年味、品国潮、重品质，如今，
消费者对节庆商品的需求逐渐改变。线下热热
闹闹、线上红红火火。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火车站附近的国贸商
城，对联、福字、蛇年饰品等商品琳琅满目，浓浓
的年味儿扑面而来。春联既有传统纸制的，也有
烫金、绒布等材质的，各种福字、中国元素挂饰等
铺满了整个摊位，不少消费者来回穿梭，精心挑
选。

“每年春节前我们都要来国贸商城买春联、
彩灯、挂饰，这里不仅品种齐全，而且价格实惠。”
正在购买灯笼的市民张女士说。

在赛罕区某大型超市的主通道上，坚果、糖
果、酒水等各式各样的礼盒开始占据 C 位，精美
大气的包装吸引了很多消费者驻足选购。“我们
提前来挑选一些年货，正好碰上促销活动，买了
挺多。”市民王先生提着刚买的腊肉和卤货乐呵
呵地说。

超市负责人表示，临近双节，超市准备了充
足的货源，以满足群众的需求。

“绣着卡通图案的红棉服太喜庆啦！我还买
了件小云肩给宝宝做搭配，过年的时候穿着会很
有氛围感。”谈及年货购物车时，一位网友表示。

近一个月，线上购物平台上“拜年服”一词的
搜索量大幅增长，“国风女童拜年服”的搜索量更
是增长迅猛。从宋制汉服、晋制汉服，到明制汉
服，从比甲、襦裙，到曲裾、云肩、披风等都出现在
了妈妈们的年货清单里。

在追求丰富实用的节庆商品的同时，鲜花也
成为大家的必需品。在某花卉市场记者看到，郁
金香、蝴蝶兰、百合、腊梅等被摆放在显眼位置。

“新年要把家里布置得红红火火，把好运 带 回
家。”一名正在挑选花卉的消费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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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武子暄 通讯员 云利俊）走进新华三
集团中央实验室，智慧城市建设不再是冷冰冰的数据
和遥远的未来图景，而是一场生动、鲜活、触手可及的
科技盛宴。

“可以想象一下，不久的将来，在旗县区医院的脑
血管科室，医生将借助‘AI’助手，将患者的病情输入到
智能大模型中，迅速生成一份详尽的‘病历’及诊疗建
议。这是我们实验室用半年时间倾力打造的灵犀医学
脑血管专病大模型。”新华三集团中央实验室项目负责
人柳杨告诉记者，经过数十位 AI 界精英与脑血管医学
专家无数次的数据训练和模型调优，这款大模型涵盖
了医学知识的深邃与广博，已训练成一个能够分析病
因成型、进行辅助检查、治疗推荐、诊疗流程管理的可
交互“AI 医师”，不仅能为医生提供精准的诊断治疗方
案，更可为患者全程提供标准化的诊断辅助指引，大幅
提升患者的就医效率与体验。

2022 年，新华三集团中央实验室建设正式启动，整
合归并北京、广州、上海等多地研发能力，打造数字科
研创新中心、数字人才培训中心、数字产业和数字经济
孵化中心、数字零碳示范中心、数字转型实践中心，着
力建设“根植内蒙古，辐射全国”的数字化发展创新驱
动平台。而新华三集团选择呼和浩特作为“中央实验
室”的落子之地，背后蕴含着深远的战略考量。

“我们希望通过呼和浩特这个‘支点’，更好地服务
于智慧青城的建设，同时与本地的科研单位和高校携
手，共同推动本地化的科技创新，为自治区的数字经济
建设贡献力量。”柳杨说，实验室不仅是一个研发资源
的聚集地，更是自治区数智化服务的“根据地”，以其强
大的技术实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区域产业的升级
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柳杨介绍，新华三集团中央实验室的市场化运营
实体——新华三技术总部实验室（内蒙古）有限公司已
在呼和浩特市投入运营。实验室将部署算力资源，开
展百业灵犀私域大模型的研训工作，优先在主导产业、
基层治理、民生福祉、公共服务、对外开放等领域开放
应用场景，助力首府加速迈向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
新华三技术总部实验室（内蒙古）有限公司还将构建一
套完备的人工智能与智算服务体系，深入推广云计算、
大数据及各类综合解决方案，积极培育数字化专业人
才，并大力发展电子信息设备制造产业，为数字经济的
蓬勃发展提供全方位、强有力的支撑。

目前，新华三集团中央实验室引育高端开发与测试
工程师超 200 人，为首府吸纳高校毕业生超 300 人。同
时，实验室汇聚来自全国各地的 10000 多台高端研发测
试设备，并成功建立包括研发资源云、人工智能平台以
及办公自动化云在内的多元化技术支撑体系。此外，新
华三集团中央实验室还深化国产化产业合作布局，培育电子信息设备制造产
业，助力区域电子信息设备制造企业做大做强。

“接下来，新华三集团中央实验室将以新华三技术总部实验室（内蒙古）
有限公司为载体，聚焦科研创新能力提升、算力产业发展推动、产业数字转型
促进、数智赋能场景拓展、绿色低碳水平提升、生态协同发展营造及培训实训
成效强化等核心任务，为呼和浩特的数字经济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柳杨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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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林格尔县台格斗村，每年入冬
后，杀年猪、烩酸菜是当地传统习俗，场
面热闹、仪式感满满。村里的男女老少
围坐在桌子旁，不仅是分享美味，也是
分享一年的劳作收获。每年这个时候，
都有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齐聚台格斗
村，体验这一传统习俗，现场还有年猪
拍卖等活动助力当地农产品销售。

“我们养殖场的猪肉销售特别火
爆，都不够卖。明年我要增加养猪数
量，把猪养好，让日子越过越红火。”村
里的养殖大户刘计生信心满满地说。
据了解，刘计生的生猪养殖场是台格斗
村规模最大的养猪场之一，共存栏生猪
120头。

“12月底，我们还会举办年货节、年
猪菜等主题活动，包括年俗体验、民俗
表演、农产品销售等。”台格斗村党支部
书记董凤英说，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以“跨年、年货、年味”的展销形
式，为市民游客提供一个集休闲、采购、
娱乐、消费为一体的活动平台，也为村
民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位于赛罕区黄合少镇的呼和浩特
市斌斌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经过多年的
发展已经成为当地农业养殖的重要力

量，尤其在家禽家畜养殖领域，凭借其
丰富的经验和技术，成功带动了周边农
民增收致富。合作社现有 1 万只鸡，年
均销售鸡肉 5 吨，鸡蛋 90 余吨。目前，
合作社的主要销售对象为周边食堂，为
了顺应市场需求，将不断拓宽销售途
径，提升品牌影响力。

合 作 社 负 责 人 杨 俊 盘 介 绍 ：“ 目
前，市场对土鸡和土鸡蛋的需求量大，
今年我们对鸡舍进行改造，并与哈素
海养殖户合作试验，采用小鱼高温灭
菌后加工成鱼粉饲料喂养鸡，所产鸡
蛋含 DHA 的成份，更具营养价值。”杨
俊盘已将合作社出品的蛋类注册了商
标，通过品牌效应增加产品的市场认
知度。此外，利用微信等网络平台开
展线上预约订购业务，为消费者提供
便捷的购买渠道。同时，合作社还计
划与网络主播合作，通过直播带货等
方式，拓展线上销售市场，进一步提升
销售量。

在此基础上，斌斌合作社将继续深
化“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发挥基
地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实现资源整合与
共享，推动地方农业产业的高质量发
展。

特色养殖让村民搭上“致富列车”
●本报实习记者 刘艳霞 赵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