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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春来到。2月22日，在金河镇曙光村
的现代农业大棚里，呼和浩特晚报记者感受到了智
能化设备管理、高校专家技术支持下的现代农业的
魅力，而且这里培育出来的种苗走出了国门。

2月 22日 10时许，在金河镇曙光村内蒙古蒙
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大棚里，一群工作人员在有
序地播种，另一群人正在打包秧苗，准备发往我市
及周边盟市种植户的手里，大家忙得不亦乐乎……

据呼和浩特科技特派员、蔬菜育苗负责人曹
鹏介绍，蒙苗农业公司育苗基地培育的有西红柿、
豆角、西葫芦、黄瓜、茄子、青椒、尖椒、西兰花、菜
花、甘蓝、芹菜、苦瓜、丝瓜、秋葵等 48个品类，涉
及 100多个品种，所培育的种苗辐射销售到我市
周边所有村镇及旗县的种植户，有的还销往北京、
湖北、浙江、山西、陕西等地。其中有一部分种苗
已经远销到蒙古国。公司所引进的西红柿品种

“普罗旺斯”年出苗量 300万株，形成了呼和浩特
地区单品种植面积最大的西红柿品种，并形成集
中连片种植；公司所培育的豆角、西葫芦种苗也形
成我市最大面积的种植品种……

培育出好的种苗离不开科技农业技术人员的
技术支持。2020年至2021年，公司建设了四栋高
标准育苗温室，先后引进自动化播种机、全自动洒
水系统、智能取暖设备、全自动控温系统、冬季温
控系统、茄科嫁接技术等，所建设的高标准育苗温
室目前是内蒙古地区跨度最大、高度最高的后墙
体温室。为了进一步提升种苗质量，公司同时聘
请全国知名农业专家为育苗基地高级顾问，育苗
基地长期与我区高校院所合作，并得到科技部门
及当地政府的关注和技术支持。

“目前，对于整个呼和浩特地区来说，蔬菜的
春耕备耕主要是以种植西葫芦、黄瓜、豆角、西红
柿这 4大类为主。今年春耕的种苗，我们从去年
的 12月份就开始做准备了，品种不一样，苗龄期

也不一样，从今年1月份到现在已经培育出了500
多万株种苗，培育出的种苗也会及时地发往我市
及周边各个盟市种植户的手中。我们的最终目标
是通过现代农业带动农户掌握科学种田，助推农
业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农户致富。”
曹鹏说。

截至2月19日，内蒙古电力信通公司完成内蒙
古能源（电力）大数据平台Ⅰ期建设项目中的设备
巡检及平台测试策略开通和标准化机房整治工作。

该项目隶属于科创中心技改项目，是内蒙古
电力集团在 2022年 11月上线的应急技改项目之
一，由内蒙古电力集团生产科技部、数字化部、工
程建设部及电力科学研究院、电力信通公司等单
位共同参与完成，预计今年 4月上线试运行，旨在
加强政府对能源状态的监督管理，盘活数据资产，
激活数据价值，为社会提供多样的数据产品增值
服务。 （于斌 裴俊华）

为深入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增强干
部职工和群众民族团结意识，增进民族感情，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民族工作高质量发
展。近期，内蒙古超高压供电公司工会和扶贫办
开展社会包联帮扶关心关爱工作，走访看望结对
帮扶的困难家庭，为他们送上慰问。

走访慰问中，详细了解帮扶群众的身体、生活
和生产状况以及存在的困难，并联合包联社区和
办事处一起，结合实际，主动帮助解决生产生活困
难，帮助困难群众想办法、找出路。

此次“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进一步拉近了与帮
扶对象之间的距离，及时把企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帮
扶对象的心坎上，通过真心真情关爱帮扶，共绘民族
团结同心圆，让民族团结之花绚丽绽放。（段洁）

呼和浩特晚报讯（记者 苏日娜）“阿古达仁，
你这趟带了什么货啊？”“家里刚杀了羊，给老主顾
送过来！”呼和浩特火车站站台上熙熙攘攘，刚引
导完旅客乘车的列车长王志强老远就看到老朋

友，赶忙上前帮忙。
春日的阳光暖洋洋地照着 6856 次公益性

“慢火车”，这趟火车由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
团有限公司包头客运段呼杭车队担当值乘，单
程 472 公里，停靠 27 个站点。最高票价 53 元，
最短运行区间票价仅 4 元。这趟列车给沿途牧
民百姓赶集、务工、探亲提供了极大便利。

今年是王志强在这趟列车上值乘的第 12个
年头，牧民老乡亲切地称他为老“安达”（蒙古语意
为兄弟）。十二年来，王志强见证了集二铁路沿线
的变迁，也看到了牧民老乡们的生活越过越红
火。他常说，这趟列车就是他流动的家，沿途牧民
百姓就是他的家人。

牧民乌力吉经常坐这趟“慢火车”去乌兰察
布、呼和浩特等地卖牛羊肉。每次看到乌力吉艰
难地带着几十斤牛羊肉上车，王志强都会尽自己
所能帮助他。

“咱们牧民老乡自己养的牛羊肉质鲜嫩，吃一
次绝对忘不了！”王志强经常在值乘中为沿途牧民
老乡义务“带货”。

这趟“慢火车”途经部分站点比较偏远，牧民
需要从外地购置生活物资，乘务员便主动为他们
捎带粮食、蔬菜、药品、衣物等生活必需品。“二连
站捎两盒药品到乌兰花站、朱日和站捎两件棉衣
到乌兰哈达站……”在乘务员的工作簿中这样记
录着。

“慢火车”速度虽慢，但它承载了希望，见证了
百姓生活的变化，也将一直载着他们不断奔向美
好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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