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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处的纬度，决定光照时长，光
照时长决定着气温，而气温是决定种植作
物成熟的关键因素。赤峰市宁城县地处
北纬 41度，一年无霜期在 110 至 140 天
区间徘徊。

位于桃图山下老哈河畔的宁城县二
十家子村，人均可耕种的水浇地面积约
1.5亩。固定的地理位置，固有的土地面
积，在这不可变更的自然环境下，二十家
子村在大田种植上颠覆传统的种植模式，
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历经两次创新，形成
了春小麦下茬裸地蔬菜的两季种植模式。

二十家子村水浇地种植粮食作物以
玉米和小麦为主，但小麦来这里落户的历
史并不久远。三十多年前，村民们只是在
村前村后小地块园田式种植小麦。由于
受种植面积的限制，白面还是没有脱离罕
见的身价，小麦种植仍然是这里的“一桩
难事”。

这时候，一顶草帽，一副深度的近视
眼镜，时任宁城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

的乌瑞翔蹬着自行车来了。村民们熟悉
乌主任，更喜欢他肚子里的农业技术知
识。乌主任与二十家子村的紧密联系，是
农业专家与农民的融合，是科技下乡和科
技服务农村的一个缩影。

1996 年,在乌瑞翔的指导下，当地
“双千五田”立体栽培大面积推广应用，6
垄小麦 2垄玉米的精细化麦粮套种模式
出现在二十家子村，小麦生产步入了优
质、高产、高效的快车道。

精细化套种的两垄密植玉米，在小麦
收割之后体现出通风透光的边行优势，杆
粗叶宽，挺拔向上。到秋，细心的人们把
土地面积与夏秋两季收获的粮食进行计
算，在精细化一亩地面积内套种部分的玉
米等于单种一亩地玉米的产量，结论是：
小麦白得。

这种模式沿用几年后，小麦玉米套
种的弊端凸显出来：农机利用率低，小麦
收割费时费力。原来，套种小麦收割根
本用不上收割机，村民们只能用镰刀割

麦，上面太阳烤，下面麦芒扎。从地里往
外扛麦子，等于是摸索着前行，遇上雨天
更是糟心，一不留神就一脚踩进泥坑
里。还有，边垄的小麦受玉米“欺负”，对
小麦产量也有影响。视地为宝的人们，
眼看着一条子地就那么撂着，心里十分
不是滋味。

这时候，村里一群四五十岁的农民站
了出来，他们把从农业科技进村大课堂培
训得来的知识和多年种植实践经验相结
合，带头在 2023年进行第二次创新——
搞适合春小麦生长特点的规模化种植。

规模化种植的特点是面积大了，播种
机、收割机和小麦下茬翻地的大型农机作
业自如。在规模化的麦田里，小麦长到一
拃多高，5月的风吹来，绿浪翻滚，一个大
波浪接着一个大波浪，很是壮观。

可农户没心思欣赏绿色的波浪，在小
麦种植的各个时节，他们关注着茎够不够
粗壮，该追多少肥，营养跟不跟得上……
可喜的是，到了麦黄时节，连着片的金色

给农户一年的辛苦画上圆满的句号。赤
峰此时恰逢入伏前的干旱少雨期，大型收
割机几个来回，麦粒成了袋中之物。

大片小麦下茬，二十家子村有光照、
施肥、灌溉、田间管理等优势，裸地蔬菜有
了良好的生长条件。据种植户估算，规模
化春小麦和下茬裸地蔬菜一亩地顶传统
种植两亩地的收益。

今年3月下旬，二十家子村小麦开犁
播种，宁城县农牧局粮油作物站站长曲晓
波把春小麦顶凌播种的高产经念到地
头。农户底气十足地估算，小麦一亩地打
800至 900斤，7月份小麦下茬再种辣菜，
亩产 5000 多斤，一亩地将收入 3000 至
3500元左右。“今年春小麦规模化种植面
积扩大到 800余亩。”村党支部书记王春
林说。

二十家子村是创新推动农业发展的
生动缩影。粮食产量高了，种植结构更多
元了，二十家子村田间地头的“创新”之风
把富裕吹进了农民家里。

颠覆传统，变不可能为可能

二十家子村种植模式的两次创新
□通讯员 周秉信

□□本报记者 李存霞

档案工作是一项记录历史、传承文明、服务社会、造福人民的重要工
作。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内有哪些馆藏档案？如何查阅利用档案？这
些问题，记者都帮您打听清楚了！

问：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有哪些馆藏档案？
答：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于1959年 4月成立，为省级一类综合档案

馆，主要负责集中管理自治区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及企业事业单位档
案。截至 2023年底，馆藏档案资料 142万余卷（件，册），其中档案 123
万余卷（件），文献资料19万余册。载体类型主要为纸质、照片、录音、录
像、实物、缩微胶片、电子档案等。档案起止年代为1644年至 2022年，
内容主要包括清代历史档案、民国历史档案、革命历史档案以及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自治区直属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形成的档案资料，
另有自治区重大活动、著名人物档案及各类文献资料等。馆藏档案真实
记录和反映了内蒙古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历史，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
导内蒙古各族人民追求民族解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亮丽
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的光辉历程。

问：谁可以查阅利用档案？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五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

量、政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护档案的义务，享有依法利
用档案的权利。

问：档案查阅利用需不需要预约？
答：到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查阅利用档案一般是不需要预约的，于

工作日9时至12时、14时 30分至 18时，到档案馆档案查阅利用服务大
厅查阅即可。但也可以提前预约，预约方式有4种，一是电话预约；二是
通过“内蒙古掌上查档”微信小程序预约；三是通过内蒙古政务服务网预
约；四是通过发送电子邮件预约。

问：单位或个人可以查阅利用哪些档案？
答：单位和个人持合法证明，可以利用自治区档案馆馆藏开放档

案。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持单位介绍信，利用自治区档
案馆馆藏未开放档案，须经分管领导审核，必要时经档案移交单位同意。

问：一名出生在锡林郭勒盟、曾在乌兰察布市工作、现居呼和浩特市
的群众，能不能在呼和浩特市查阅工作时的档案？

答：可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已经与相关国家综合档案馆开展了
民生档案跨馆查阅利用服务，查档人可以携带个人有效身份证件到当地
综合档案馆查阅档案，也可以登录“内蒙古掌上查档”微信小程序和“内
蒙古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查阅相关档案。

档案怎么查用？方法在这里！

□□本报记者 冯雪玉 李佳雨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已经进入田野实地
调查阶段，6月 4日一早，记者跟随通辽市库
伦旗文物普查小组的队员出发了，看看他们
怎样完成田野调查这一“四普”中最基础、最
艰难的工作。

驱车行驶 70多公里后，来到了扣河子镇
四家子村，在村子西南侧的一处山丘上，“灵
安州城遗址”石碑和不远处的土城墙静静竖
立。这天，库伦旗文物普查小组的队员们将
对这处遗址进行重点勘察。

“根据‘三普’时的描述找到遗址中心点，
东西南北定位好后，打开平板电脑上的‘四
普’软件，自动获取坐标。‘四普’软件很先进，
测定坐标点、绘制保护范围图等都可以完
成。普查时，还会用到无人机，拍摄遗址遗迹
的远景、近景等。”普查队员左志东说。

当日，库伦旗温度飙升至30度以上，赤日
炎炎，左志东和刘利江两位文物普查队员照
常行走在田野间。虽然普查手段科技感拉
满，但是田野调查，依然需要队员们付出艰辛
努力。

时间紧，任务重，库伦旗文保中心每天派
出两个小组进行田野调查。左志东说：“库伦
旗地形比较复杂，山沟较多，有的地方车走不
了，得步行好长时间才能找到‘三普’的中心
点，目前地里玉米差不多40厘米高，过段时间
长高了，就不能在地里走了，所以我们节假日
不休息，每天早晨 8点前出发，路途远的地方
带方便的食品，中午在野外吃一口，休息一会
儿，不能把时间耽误到路上。”

左志东和刘利江在一个小组，行走在田
野间，两人手持专业工具，挖掘土层时，不放
过任何文物线索。在距离城墙不远处的土层
里，两人发现了零星破碎的文物残片，辨认一

番后，两人将这些碎片放进车里，准备带回文
保中心深入研究。

田野调查会发现很多文物残片，这些残
片大多是低级别文物，但是低级别不意味着
低价值，很多低级别文物所蕴藏的历史、艺术
和文化价值不可估量。“每个遗址的标本都要
带回来，编号入库，用于日后研究。”左志东
说。

田野调查主要是对“三普”的文物名称、
空间位置、保护级别、文物类别、保存状况等
进行核准复查，同时记录新发现的遗址遗迹、
文物碎片。

库伦旗历史底蕴深厚，文物资源富集。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显示，库伦旗共有不可
移动文物点 294处，其中国家级 4处，自治区
级 7处，市县级 41处，未定级文物点 242处。
1988年，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现为自治区
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者对灵安州城遗址进
行了详细勘察，出土了瓦当、陶饰件、瓷器、铜
画押印、石佛等大批珍贵文物。特别是出土
的一方紫铜阳刻九迭篆文“灵安州刺史印”，
为该城定名提供了确凿的佐证。2013年，灵
安州城遗址被确定为全国第七批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库伦旗博物馆馆长杨卫东说：“‘四普’田
野调查将持续一年时间，田野普查结束后将
依法认定、登记并公布不可移动文物，建立全
旗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并向社会公布
普查成果，根据普查成果，适时将重要的不可
移动文物核定公布为相应级别的文物保护单
位。”

田野调查是对本地区文物资源的全面梳
理，从 5月份开始，全区各盟市“四普”工作都
进入田野调查阶段。全区文物普查队员们迎
朝阳出发，踏月光而归，克服重重困难，全力
捕捉文物点信息，为将来的文物保护工作、文
化旅游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在田野上“过筛子”

“四普”一线有科技狠活

夏日，呼和浩特长街老巷中的夜市十
分热闹，在古朴街道中纳凉遛弯、品味城市
底蕴，成了市民游客的“夏季专属”。6月
17日傍晚，走进塞上老街，古建筑、非遗手
工艺品、特色小吃琳琅满目，引得游客流连
忘返。

塞上老街位于呼和浩特市玉泉区，
2021年获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

集聚区。近年来，本着“修旧如旧”的原
则，当地政府对老街上的传统建筑、文物
古迹进行保护性修缮。随着开发的不断
深入，老街两侧店铺林立，街区内的 88处
不可移动文物、37个非遗项目和 16家老
字号赋予老街浓郁的文化氛围。借助文
旅热潮，呼和浩特越来越多的老街巷焕
发出新活力。

◎众观

□□本报记者 刘志贤

为进一步推动学校及幼儿园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日前，自治区教育厅部署2024年全区校园食品安全工作六项重点任务，
全力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内蒙古严格落实学校食品安全校长（园长）负责制，明确要求学校食
堂依法依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建立健全监督委员会监督
制度、食品安全管理自查制度、食堂从业人员管理制度、食堂各功能间管
理制度、食品安全工作会议制度、中小学幼儿园陪餐制度等相关管理制
度，确保食品安全工作落到实处。

全面推行“互联网+明厨亮灶”等智慧管理模式，通过视频信息接入
市场监管等部门，实现食堂食品安全状况的实时监控。年内各盟市、各
旗县（市、区）学校食堂“互联网+明厨亮灶”覆盖率要达到85%以上。

加强承包或委托经营者、供餐单位管理，中小学幼儿园食堂原则上
采用自营方式供餐；对校外集中供餐或承包经营或委托经营的学校食
堂，严格按照招投标程序统一组织招标，并督促学校建立完善的准入、考
核评价和退出管理机制。

加强食品安全制度建设，严格管控食品、原材料和餐饮具采购渠
道，落实进货查验制度和台账登记制度，保证食品可追溯；建立健全学
校食堂各功能间工作管理制度，完善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定期业务培
训制度等。

持续推进“校园餐”和校园食品安全排查整治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关
键部位、关键设施设备和关键环节，确保校园食品安全无死角；集中治理
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食堂存在的突出问题，紧盯资金资产安全和膳食
营养健康，保证学生吃得饱、吃得好。

深入开展食品安全宣传教育，教育部门要会同卫生健康、市场监管
等部门，加大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知识宣传力度，提升师生食品安
全意识和健康素养；定期开展食品安全监管人员、食品经营负责人、从业
人员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知识教育，提高食品安全法治工作意识。

六大举措守护师生“舌尖安全”

□□本报记者 冯雪玉 实习记者 孙柳

近日，东北京津地区“文采会”活动在哈尔滨中华巴洛克风情街隆重
举行。活动上，内蒙古蒙镶工艺、六合枕两家非遗文创企业参加活动，将
内蒙古特色非遗带到黑龙江。

现场活动共有四部分，有惠民演出、古诗吟唱、戏曲联唱等文艺节
目；有来自黑龙江、内蒙古、北京等地的文创、非遗雅集；有古琴茶艺表
演、绣香包、投壶、汉服体验等互动式文化体验；有马头琴、民族舞蹈等沉
浸式艺术秀。来往的市民、游客在诗情画意中享受了一场文化盛宴，“零
距离”体验了各地特色风俗。

此次亮相黑龙江的两项非遗十分具有代表性，分别是技艺精湛、传
承2000多年的蒙镶工艺和纯手工缝制、连续多年入选北京故宫博物院
丝绸展品系列的六合枕。“我们选取了既精美、又有内蒙古特色的非遗进
行展示，希望能借助这个平台，让内蒙古非遗走得更远。”自治区文化馆
工作人员表示。

内蒙古非遗文创亮相黑龙江

□□本报记者 于欣莉

海量的优质图书、多彩的文化活动、人气爆棚的“阅读北疆 书香阿
拉善”全民阅读流动售书活动近日在阿拉善盟定远营古城举行。

此次活动由阿拉善盟新华书店携手阿拉善左旗文旅局、图书馆共同
开展，现场新华书店展销少儿类、文学类、历史类、旅游类等图书，并与图
书馆联合开展“阅旧知新 图书共享”公益活动，读者用三本七成新的图
书即可在新华书店流动售书点兑换一本新书，由图书馆统一买单，进一
步鼓励读者分享闲置图书，获取新的阅读资源，促进图书循环再利用。

据悉“阅旧知新 图书共享”以“政府支持、全民参与、企业实施”为主
要模式，以全区各级新华书店的联动服务能力为保障，以全区200余家
新华书店网点、线上小程序及第三方平台为支撑，将知识养分输送到内
蒙古各个角落，并与全区“书香伴你过大年”“你阅读 我补贴”“绿书签行
动”等活动同频共振，让文化资源触手可及，将文化服务直抵群众。

阿拉善定远营书香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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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巷两侧的商家。

红火热闹的小吃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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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品尝美食。

通辽市库伦旗文物普查队员正在鉴别文物碎片。
本报记者 冯雪玉 摄

通辽市扎鲁特旗文物普查队员们翻山越岭寻找通辽市扎鲁特旗文物普查队员们翻山越岭寻找
遗址遗迹遗址遗迹。。 于大江于大江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