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18 日，在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体育馆内，
来自首府中小学校的小队员们正在排球比赛中拼
搏。当天，“奔跑吧！少年”2022年内蒙古自治区青
少年体育俱乐部排球联赛拉开帷幕，本次赛事由自
治区体育局主办，380名小选手报名参赛。

本报记者 王晓博 摄

加油，排球少年！

日前，在郑州开往包头的 D2783 次列车上，列
车员提醒小乘客佩戴好口罩。国庆假期即将到来，
为确保旅客乘车安全，包头客运段加强运输组织，
强化疫情防控，确保旅客假日出行安全。

本报记者 白雪 摄

疫情防控不放松

9月 17日，呼和浩特市环卫工人在擦拭道路护
栏。9月中旬起，呼和浩特市环卫部门开展入冻前
的环境卫生专项清理整治活动，重点对市区主次干
道路面等区域进行全覆盖洗扫保洁，为市民创造良
好的出行环境。 本报记者 马骏驰 摄

优化出行环境

9月15日，内蒙古师范大学2022级新生正在参
加军训。据了解，从9月5日开始，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2级6400余名新生开展为期21天的军事技能训
练。学校结合新生教育，希望通过严格的军事技能
训练，培养大学生的家国情怀。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在军训中成长

现场

航拍镜头下的呼和浩
特市土默特左旗高标准农
田盐碱地改良项目区。据
悉，2022 年，呼和浩特市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 任 务 37 万
亩，土默特左旗将完成 20.4
万亩的建设量，目前，高标
准农田建设正在稳步推进。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高标准农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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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走进巴彦淖尔市临河区车站街道养老服务中心的公益餐厅，包
子、油条、豆浆、米粥等各类早点一应俱全。“餐厅为老年人提供了配餐就
餐服务，解决‘吃饭难’问题，同时为周边居民提供了便利。”车站街道兴旺
社区党支部书记徐荣介绍。

车站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是巴彦淖尔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试点之一。
服务中心设置了公益餐厅、功能活动室、日间照料室等，可为辖区内老年
人提供助餐、助医、助行、精神慰藉、健康教育等多项服务。车站街道按照

“养老机构+社区+居家”链式养老服务思路，引进医养结合型机构，积极
推进“15分钟养老服务圈”建设，努力打造“家门口”的养老院。

当前，巴彦淖尔市正加快推进全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进
一步提升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水平。

定格

金秋时节，在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马铃
薯种植基地，个儿大光滑的马铃薯被人们从
土里翻出，田间一派丰收的景象。

乌兰察布市有着“中国马铃薯之都”的
美誉，北纬 41度马铃薯黄金产区，沙质土
壤，气候冷凉，光照充足，孕育了绵沙可口的
马铃薯，这是大自然的馈赠。

目前，乌兰察布市马铃薯种植面积300
万亩，马铃薯产业已成为当地支柱产业之
一。其中，四子王旗马铃薯种植面积52万
亩，居全市之首，被认定为第二批国家马铃
薯良种繁育基地之一。

种薯是马铃薯产业的“芯片”。作为农
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内蒙古中加农
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助力“薯”光产业，从种
薯的研发培育、扩繁生产到种植推广，用心
培育优质种薯，通过科技赋能，推动马铃薯
产业高质量发展。

“我们有高标准国家马铃薯良种繁育基
地5万亩，今年播种1.6万亩，通过科学种植
新品种，助力增收。”内蒙古中加农业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广晶介绍。

喜获丰收，种植户杨虎城说：“我今年种
植了新品种中加7号，目前测评亩产为4.99
吨，比老品种亩产翻一番，每亩多收入1000
元左右。”

以科技创新推动农业提质增效，“乌兰
察布马铃薯”品牌越叫越响，“小土豆”成
为当地农牧民增收致富的“大产业”，颗颗马
铃薯，皆是“金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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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服务中心内设置了棋牌活动室养老服务中心内设置了棋牌活动室、、文化娱乐厅等文化娱乐厅等。。

练习舞蹈练习舞蹈。。

公益餐厅公益餐厅
为老年人提供为老年人提供
实惠实惠、、可口的可口的
餐食餐食。。

通过喷施药剂通过喷施药剂，，对种苗进行病害防治对种苗进行病害防治。。

收获的马铃薯品相较好。

马铃薯丰收了！

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脱毒苗病毒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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