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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华

稳定性分析仪、流变仪、相差显微镜……
走进位于伊利集团创新中心的实验室，浓浓
的科研氛围扑面而来。戴着眼镜、身着白大
褂的刘华，正仔细核对着电脑里的数据。

“反复查看数据，验证结果，只是我日常
工作的一部分。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来
自于无数次重复的实验。”刘华笑着说。

作为伊利集团乳业技术研究院开放式创
新副总监的刘华，已经在奶业产品技术研发一
线坚守了18年。在《食品科学》《Food Sci-
ence and Technology》等专业杂志上发表
多篇论文并获得3项行业大奖；编制《超滤牛
奶》《风味饮料》等多项企业标准；申请了60多
项发明专利，已授权21项，其中《含果蔬颗粒的
液态奶制品的生产方法》获得中国国家知识产
权局第十九届中国专利奖优秀奖……从业以
来，刘华将所学知识和工作实际紧密结合，一
直在创新求突破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以消费者为中心，是我最大的工作动
力。”秉承着这一理念，刘华和团队常常连续
数月走访市场，广泛收集信息。2011年，刘
华多次深入市场调研摸底，凭借敏锐的洞察
力，他发现常温大果粒乳饮料在消费市场仍
是空白。“我们要最大程度地还原真实水果的
口感，做一款‘有嚼劲’的果粒饮品。”调研后
的刘华暗暗下了决心。

果粒酸奶饮品成功的背后，是艰苦的付
出。当时行业内几乎没有现成的大果粒原料
可以直接使用，为了尽快着手研发，刘华带领
团队去超市购买多种新鲜水果和水果罐头，
在实验室里埋头做起了实验。虽然实验进展
得十分顺利，但是在第一次车间试产时，科研
团队发现果粒破损率非常高，并且口感软烂，
违背了“最大程度还原真实水果口感”的研发
初衷。整整 6个月，刘华泡在车间里跟果粒

“死磕”。“我们多次深入车间，用不同的颗粒、
不同的工艺、不同的设备反复做实验，收集了
详尽数据，通过分析对比所有工艺环节和设
备结构，针对给颗粒造成破坏的关键设备和
工艺，提出了优化改造方案。”刘华回忆说。
最终，通过改造设备、优化工艺以及调整配
方，刘华和团队攻克了技术瓶颈，降低了果粒
破损率，不但最大程度地保证了果粒的完整
性，而且口感非常好。在他们的努力下，5毫
米大颗粒常温液态乳饮料达到了上市要求。

这只是刘华参与新品研发的一个缩影。“搞
科研是一件很辛苦的事，一份看似简单的数据
结论，往往是舍弃休息、通宵实验的结果，但我
乐在其中。”说起自己的工作，刘华满脸自豪。

他是这么说的，更是这样做的。首创风险
原料动态管理“黑名单”模式，对所有原料开展
安全及风险评估，有效规避使用高风险原料；
建立伊利最大事业部的原料管控机制，规范原
料从小试到量产的流程，为新品快速上市提供
保障；对标国际标准，提升300多个原料的产
品标准……18年来，刘华扎根科研一线，从细
节入手，努力用创新来提升产品品质。凭借多
年的技术积累以及辛勤的劳动付出，他带领团
队先后推出金典、安慕希、优酸乳等近200个
产品，满足了消费者日益多元的需求，助力金
典、安慕希和母品牌伊利产品年销售额均突破
200亿元，优酸乳品牌年销售额突破100亿元。

在刘华看来，能为消费者做出健康营养
的产品，是件快乐的事。秉持着这样的追求，
他立足岗位，勇于创新，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
着闪耀的荣光。2022年，刘华获得内蒙古第
六届“北疆工匠”荣誉称号，2023年荣获“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 （刘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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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单位：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姜 涛蔺永明

从高山之巅微波站到田间地头扶贫一线，
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与传承前沿，他把坚
守和实干铸刻在人生坐标上，用青春和热血谱
写新时代奉献之歌。他就是赤峰博物院非遗
保护中心主任姜涛。

内蒙古广播电视微波线路C121微波站，
是姜涛事业发展的重要起点。8年远离尘嚣的
山巅之上，锻炼出姜涛沉着冷静的性格。2018
年，姜涛调到赤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被派驻到宁城县黑里河镇下拐村扶贫。

“我不是来‘镀金’的，咱村不脱贫，我不
走。”年驻村时间达 250天以上，走访贫困户
1000余次，怀揣着一颗为民服务的热心，姜涛
这个“外来人”反倒成了村里、镇里的常客。

“只要全村人共同努力，我就不信富不起
来。”凭借姜涛“轴”人作风，下拐村引进牛、羊、
驴等规模养殖业，手工艺、服装等加工制作产
业，药材、蘑菇等特色种植业，利用村集体经济
资金入股企业实现年分红30000元，闲置村委
会旧址租赁获得资金37500元，收益的资金用
来帮助贫困户发展产业，增加贫困群众收入，
两年时间，下拐村顺利脱贫。

村路通了，路灯亮了，文化生活丰富了，村
民致富劲头更足了。姜涛以实干笃定前行、以
勇毅担当尽责，见证了下拐村翻天覆地的变
化。

回到赤峰博物院非遗保护中心，姜涛全心
投入非遗保护工作，一首民歌、一件石雕、一幅
绣品……无不蕴藏着传统文化的匠心神韵，让
他仿佛窥探到了千年流转不息文化脉络在脚
下绵延。

“与非遗传承人交流时我想深入了解非遗
技艺，探讨鲜为人知的传承故事，语言沟通成
为挖掘非遗工作阻碍。”为了更好地交流，姜涛
提前熟悉相关文献资料，将其转化为口语化表
达方式，尝试用更直观、简单的方式传达采访
意图，一遍又一遍地向传承人请教，遇到不懂
之处就“打破砂锅问到底”，直到弄清楚为止。

凭借坚守初心，始终如一的品格，姜涛的
足迹遍布赤峰市12个旗县区，行程2000余公
里，发掘整理30多项非遗项目，掌握了丰富的
第一手资料。在他的主导下，《赤峰民间故事》
《赤峰民间剪纸》《昭乌达民歌论文集》等非遗
系列丛书印刷出版，非遗年货节、非遗美食节、
非遗主题夜市等40余场非遗宣传活动成功举
办，赤峰非遗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不断提高。

“非遗既要保护传承，又要创造性发展，不
能一成不变。”姜涛认为，非遗要以新形式、新
表达、新创意与现代生活相结合，诠释出更加
耀眼夺目的生命力。

姜涛积极探索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之路，组织策划“多姿多彩 非遗赤峰”赤峰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晚会，将 20多个富有地域
特色非遗项目融入歌舞表演中，全方位展现赤
峰非遗活态传承的多彩画卷。

为了让非遗从“活起来”到“火起来”，姜涛
积极组织非遗项目入驻景区，为景区增添独有
文化内涵。他参与规划的“红山遗梦 绚丽多
彩——非遗体验之旅”线路入选自治区级“非
遗特色精品旅游线路”。

在姜涛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赤峰非遗项
目走出“深闺”，走进大众视野，满足游客个性
化、多元化、特色化需求，促进了文旅融合发展。

姜涛以一名“非遗人”的使命，守护着赤峰
非遗命脉，延续着非遗活力。姜涛表示，他将
继续做好非遗保护工作，推出更多固文化之
根、融文化之魂、为人民共享的非遗成果，让非
遗在保护传承中绽放光彩。 （肖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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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强调一下，大家在保证进度的情况
下一定要照图施工，注意安全，安全生产是
重中之重！”在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陕坝镇
账房村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杭锦后旗耕地
质量保护中心副主任蔺永明嘱咐着现场工作
人员。

蔺永明扎根农田建设一线 28载，从农田
水利基本建设，到中低产田改造，再到高标
准农田建设，他见证了这片土地翻天覆地的
变化，也书写了自己的人生篇章。

1996 年，蔺永明进入杭锦后旗水利局，
开始了他的农田建设之旅。2006年，蔺永明
调入旗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开始参与中低
产田改造项目。他深知，改造中低产田是提
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民增收的关键
所在。于是，他带领团队深入田间地头，与
农民群众面对面交流，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期
望。在规划设计阶段，他创新提出“四会、两
确认”工作法，确保规划设计的科学性和实
用性。这一工作法得到自治区农牧厅高度认
可，并在全区范围内推广应用。

“进行农田改造，我们遇到了诸多困难和
阻力，大家齐心合力付出巨大努力，最终得
到了农民朋友的认可。”蔺永明感慨道。

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推进，蔺永明再
次站在了时代的前沿。他带领团队在全旗推
广“四打破、五统一、一重新”的大破大立整
治模式，对农田进行彻底改造。这一模式的
实施，打破了村社地界、群众承包界和地块
界的束缚，实现了农田的规模化、标准化和
集约化经营。农民群众从最初的抵触到后来
的争相申请项目，蔺永明用他的智慧和坚持
赢得大家的信任和支持。

“过去，村里的土地高低不平，道路也不
畅通，非常制约大型农业机械作业，通过这
次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全村 1万余亩土地将
成为田成块、路成网、旱能灌、涝能排的高标
准农田，既可以助力村民增产增收，又可以
为国家粮食安全作贡献。”蛮会镇公益渠村
党支部书记张振国激动地说。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蔺永明注重创新与
技术应用。他率先在全市采用模袋混凝土现
浇工艺衬砌斗、农级渠道，解决了预制板衬
砌渠道稳定性差、维护成本高等问题。这一
技术的应用，不仅能提高渠道的使用效率，
也为农田灌溉提供了更加可靠的保障。

在招投标和项目管理方面，蔺永明同样
表现出色。他利用自己招标师的专业知识，
与招标代理公司紧密合作，优化招标文件编
制内容，为潜在投标人提供清晰、完备的投
标依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他充分运用行
业监督管理和监理工程师的知识，为项目参
建各方提供规范、有序的管理环境，确保项
目的顺利实施。

28年来，蔺永明一直坚守在农田建设一
线，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为这片土地带来了
勃勃生机。先后获得多项荣誉和证书，成为
农田建设领域的佼佼者。然而，他并没有因
此而满足。“农田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
任务，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我会
继续扎根农田一线，为杭锦后旗的农田建设
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蔺永明说。

“蔺永明的坚守与付出，不仅改变了农田
的面貌，也激发了更多人为农田建设事业奋
斗的热情。在他的带动下，杭锦后旗的农田
建设事业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杭锦
后旗耕地质量保护中心副主任许敏说。

（图古斯毕力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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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海量数据中寻求线索，屡破积案要
案。他刻苦钻研信息化刑侦技术，让漂白身份
的犯罪嫌疑人无处遁形。他就是从警 19年，
从一名基层民警成长为刑事技术专家，被誉为

“警界工匠”的通辽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案件侦
查大队教导员李志宏。

自 2005年参加工作以来，李志宏始终扎
根在公安基层一线，通过不断学习、刻苦钻研，
成为了一名年轻的刑侦专家。曾荣立个人一
等功 1次，二等功 1次，三等功 3次，获得内蒙
古自治区优秀人民警察、十佳命案攻坚能手、
全区刑事科学技术特长专家等荣誉，入选公安
部刑事技术青年人才库，荣获 2023年度全区

“十大法治人物”。
他沉稳睿智、敢于担当，破获了科尔沁区

“1997.3.20”（杀死 5 人、重伤 1 人）、甘肃省
“1981.1.22”张某持枪杀伤 5 人案、海南省
“2003.1.31”羊某杰持枪杀害 5人案等一大批
重特大案件。截至目前,参与破获各类刑事
案件 2000多起，支撑破获全国命案积案 100
多起。

1997年 3月 20日，科尔沁区大林镇发生
一起 5死 1伤的特大杀人案，6名受害者都是
头部遭受钝器重击，其中还有一名6岁的小女
孩。2017年以来，通辽市公安机关开展重大
疑难案件攻坚行动，李志宏主动请战，经过半
个月的分析研判，做了大量总结分析工作，成
功锁定犯罪嫌疑人藏匿地点，与战友们连夜驱
车赶赴黑龙江省呼玛县，经过 3天的摸排，在
一家便利店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韩某，经审
讯，韩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2012 年 5月，犯罪嫌疑人刘某驾驶摩托
车在保康镇实施了 12起飞车抢劫抢夺案件，
多名女性被抢。6月 6日，刘某出现在架玛吐
镇的一家摩托车修理部门口，当他看见李志宏
等人时，立刻发动摩托车企图逃窜。李志宏飞
身过去死死拽住摩托车尾架，被拖行10多米，
摩托车倒了，重重地砸在了他的右小腿上，嫌
疑人被抓获了，他却小腿轻度骨折。

2018年 4月 16日，李志宏带队侦办一起
辖区内涉黑涉恶案件，为调查取证驱车赶赴黑
龙江省牡丹江市，途中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当
场李志宏头部、肋部受重伤昏迷，经住院治疗，
最终一根肋骨严重变形，同时经检查发现患甲
状腺肿瘤，医生要求长期休养观察，而李志宏
以“案件不等人”为由坚决回到单位投入工作
当中。

2008年 6月，阮某华在广东省汕头市一
汽车站内，被不明人员打晕，醒来后发现 3岁
的儿子李某汉不见了，惊慌失措的阮某华立即
报警但无果。13年来，阮某华一家人一直四
处寻找、多方打听李某汉的下落，但一直没有
任何进展。

公安部开展的“团圆”行动中，李志宏获取
到李某汉被拐案件的线索，通过大量信息的比
对发现，广西籍儿童梁某强与李某汉相似度
极高，随即他与战友赶赴 3000公里外的广西
玉林展开调查。工作组首先对梁某强的血样
进行了采集，并围绕其户籍信息及出生证明
等疑点展开走访。随后，工作组奔赴广东省
汕头市，采集了阮某华的血样。经过司法鉴
定中心的 3次比对，最终确认了阮某华与梁
某强(李某汉)存在亲缘关系。在2021年中秋
节当日，在两地警方的协助下让阮某华一家见
面团圆。

李志宏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作
为自己神圣职责，用自己实际行动践行着对
党、对国家、对人民的铮铮誓言。 （郭洪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