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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蓉 通讯员 张蜀雁

“卅载光阴弹指过，未应磨染是初心”。这句话
生动地诠释了全国劳动模范李俊龙三十年如一日
在育种科研战线上呕心沥血的坚守。

5 月 22 日，内蒙古赛诺种羊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赛诺公司）董事长李俊龙刚从新疆出差回
来，瘦瘦的他头发花白，一脸疲惫。可当他向公司
员工谈及此次多地出差“取经”之事时，双眼闪起了
亮莹莹的光，疲惫之态顿时一扫而光。

今年58岁的李俊龙，在大学毕业后就经常与牧
民打交道。“那时候的我，跟多数人一样，老觉得牧
民有钱，可当我真正深入了解后，才发现不是那么
回事儿。他们辛辛苦苦一年，到头来也没有多少收
入。”面对家乡肉羊养殖产业效益低迷、草原生态恶
化的严峻状况，年轻气盛的李俊龙立志改变这一
现状。“当时我的初心就是想通过肉羊育种这一
科技方式，带领一部分牧民实现增收致富。”李俊
龙笑着说，“但没想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真
的太难了。”

从1992年的探索学习到1997年创办赛诺公司，
这段路李俊龙走得太艰辛。“1996年，我的创业之路
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全家只能拿出1000元钱。
在几位好心人的帮助下，从信用社贷了2万元的救
命钱，才帮我渡过难关。”

公司成立之初，一次又一次的困难与挑战，从
未打倒李俊龙，反而使他越挫越勇。中国肉羊养殖
产业育种的“卡脖子”问题就是“贵、缺、差”，他深刻
体会到制约产业低成本、高效益发展的几个因素
中，种子才是核心。但解决这一痛点问题难上加
难，李俊龙立志要通过科技创新攻坚克难。他出国
考察、深入调研市场，并联合高校、科研院所构建

“OPU—IVF—ET”技术体系，将母羊选择强度提升
至95%以上，使生产效率提高40倍，彻底颠覆了传
统育种模式。依托该技术，赛诺公司扩繁了我国半
数以上的进口良种羊，品质达国际5级水平，打破了
国内引进品种“引进—退化—再引进”的恶性循
环。“当时搞育种研发，想找一些参考文献，可国际
上连篇论文都找不到，现在我们公司就在国际上发表了关于羊育种的论文。”李俊
龙说。

2013年，李俊龙带领育种科研团队持续开展杜蒙羊新品种培育工作，以杜泊
羊为父本、蒙古羊为母本，历经9年科研攻关，于2022年9月通过农业农村部畜禽
遗传资源委员会品种审定，杜蒙羊入选当年内蒙古自治区十大科技进展之一。这
一品种填补了我国牧区和半农半牧区专用肉羊品种的空白，使每只基础母羊增收
150-200元，成为农牧民的“致富密码”。

赛诺公司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羊生物育种领域，是国家畜禽种业阵型企
业、国家肉羊核心育种场、国家农牧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在李俊龙的带领
下，公司以“育世界名羊、兴中国羊业”为使命，建设国家羊种子中心，培育生产
农牧民用得起的好种羊。目前培育的杜泊、黑头萨福克、白头萨福克、德克赛
尔、澳洲白、东弗里升、奶山羊7个核心群种羊品质全部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下转第四版）

一
颗
初
心

向
﹃
种
﹄
图
强

—
—

记
全
国
劳
动
模
范
李
俊
龙

本报讯（记 者 孙国俊 通 讯 员
琚中博 薛强）5 月 30 日，经过数月紧
张施工、多次线路供电调试，商都县占
地面积达824.57亩的32.17兆瓦村级光
伏帮扶电站正式实现并网发电，开启

“发电模式”。
该项目由商都县驿商农旅发展有限

公司负责建设并运营，建设时坚持“节约
资源，降低成本，最大程度让群众受益”
的原则，利用乡村振兴衔接资金和新型
村集体资金等进行投资建设，选址在具

备就近接入和消纳条件的长盛工业园区
附近，采用村组联建的方式，最大限度节
约土地成本和减少线路损失。

商都县驿商农旅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总经理张树彬介绍，商都县村级
光伏帮扶电站总投资1.1亿元，建设总
装机容量32.17兆瓦，项目建成后预计
每年可发电 5200 万千瓦时，年收入约
1470 万元，带动全县 10 个乡镇 106 个
行政村平均每村可增收 12 万元，惠及
28000余人。

商都县32.17兆瓦村级光伏
帮扶电站全容量并网发电

□本报记者 邓秀秀

城乡环境面貌、公共服务水平、居
民生活品质显著改善；文明场景随处可
见，文明行为蔚然成风；城市承载力、竞
争力、影响力不断提升……乌兰察布人
正以主人翁的自觉行动，把文明城市常
态化创建深度融入高质量建设中国式
现代化乌兰察布新篇章中。

全国文明城市是含金量最高的“城
市名片”。近年来，乌兰察布举全市之
力、下非常之功，倾力打造更宜居、更干
净、更有序、更文明、更智慧、更繁荣的
城市，推动全国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工
作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迈进，让文明
创建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机制筑基：一盘棋统筹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重在建
设，贵在坚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
作开展以来，乌兰察布以机制筑基、以
民心聚力，坚持“有解”“优解”“主线”

“为民”“破题”五种思维，积极探索建
立文明城市建设长效管理机制，构建
起“领导领衔、四级联动、全民共治”的
创城体系，出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
作实施方案》《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与
小区结对共建工作方案》《乌兰察布市
志愿服务管理办法》《乌兰察布市诚信
建设制度化工作方案》《市民文明行为
准则》等一系列正式文件和规章制度，
明确创建目标、任务和措施，确保创建
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文明城市创建，关键在顶层设计；落
实落细工作，上下一盘棋是根本。对此，
市委、市政府站位全局、通盘考量、统筹
推进。市区两级70余名领导干部包联
12条街道，229个单位与564个小区结对
共建，推动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无
缝对接的创建工作格局和责任体系。

此外，为确保文明创建工作常态化
进行，乌兰察布还加强队伍建设，市区
两级创城工作人员统筹调度、协调落实
各项工作，志愿者队伍积极参与文明宣
传、环境整治等志愿服务活动，成为文
明城市创建的有力补充。

清晨，记者在集宁区一个十字路口

看到，文明交通劝导员魏建明正在维护
交通秩序，他告诉记者：“退休后有了发
挥余热的平台，能为创城作贡献，我特
别高兴。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劝阻不
文明行为，虽然累但乐在其中。”

在乌兰察布，像魏建明这样的志愿者
有很多，他们用真诚的笑容和温暖的话
语，共同构筑起城市文明的亮丽风景线。

创建为民，创建惠民，创建靠民。
为形成人人参与创建、共同维护文明城
市形象的良好局面，乌兰察布积极动员
群众广泛参与创建，聘请 1400 名商户
负责人和居民代表担任街长、300名热
心公益的群众担任文明监督员，设置百
姓意见箱300余个，跟踪督办12345热
线工单、全面落实“三包”机制，激发市
民参与热情，鼓励市民投身于文明创建
的各项活动中。

政府一心为民，百姓自然心向往
之。从儿童到老人，从党员干部到普通
群众，从公益组织到社区居民，越来越
多的市民发挥主人翁精神，用自身的点
滴举动，共建文明家园。

全民共建：一座城同心

“说文明语，行文明路，办文明事，
做文明人”“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
好”“文明排队，有序乘车”“珍惜粮食光
盘间，崇尚节约我争先”……如今，行走
在乌兰察布的大街小巷，一幅幅公益广
告犹如阵阵清风扑面而来。文明，已然
成为乌兰察布广大干部群众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的不懈追求。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一项系统工
程、全民工程，不是市委、市政府的“独
角戏”，而是全体市民的“大合唱”。创
建工作中，各部门各单位、各街道各社
区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和部门分工
责任，既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协同作
战、合力攻坚，深入持续地开展文明城
市创建活动。

“大妈，这些杂物堆在楼道里太危险
了，很容易引发火灾”“大爷，您对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工作有什么建议，您觉得我
们小区哪些地方还需要改进？”……这是
集宁区车站东街社区党委书记冀俊英每
天的工作日常，入户询问、说服劝导、安
排工作，一天到晚连轴转。尽管工作辛
苦，但看到小区面貌发生的巨大变化，她
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我们辖区
几乎都是老旧小区，过去小区内的道路、
绿化等基础设施损坏严重，车辆乱停乱
放，房屋违章搭建，经过这几年的标准化
改造，如今小区大变样，由‘脏乱差’变成
了‘洁净美’，居民的文明素质也提高
了。”冀俊英欣慰地说，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受益的还是老百姓，居民们对小区
的变化交口称赞。

全民参与创建，共绘文明底色。
机关干部、公安民警、城管队员、环卫
工人、志愿者、社区工作者活跃在各
个街道社区，成为创城工作的战斗
员、良好习惯的监督员、文明示范的

排头兵……
多年来，乌兰察布坚持市区两级统筹

推进，注重当下与长远关系，坚持树立理
想信念与培育文明观念相结合，坚持提升
城市颜值与提高市民素质并重，坚持解
决实际问题与解决思想问题同步，市民
对文明城市创建的满意度高达99.9%，
公共设施完好率、环境整洁度持续保持
在较高水平，实现了文明创建永远在路
上，形成了常态长效的创建格局。

民生为本：一本账考量

城市的核心是人，文明城市创建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城市的文明
指数转化为人民的幸福指数，乌兰察
布深明其理。

吹响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号角以
来，乌兰察布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摆在突出位置，大力实施老旧城区改
造、城市基础设施改造等一系列项目，
持续改善人居环境。

“以前绝对想不到这个住了十几年
的老小区会大变样，小区内违章建筑全
部拆除，绿化带重新种上了绿植，破损
的基础设施进行了修理和更换。楼道
净了，路灯亮了，积水的路面平整了，楼
下还建了个健身小公园……亲戚来做
客，都说小区变了样，我们也觉得很有
面子。”集宁区阳光颐园小区居民刘先
生开心地向记者细数着身边的变化。

群众盼什么，创建就干什么，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最根本的目的是让群众受
益、让人民满意。近年来，乌兰察布始终
坚持把创城工作作为向市民提供优质服
务的过程，坚持共建共创共享，从群众切
身利益出发，从群众身边事做起。“文明
纠察”志愿服务队、“电动车乱停乱放”监
督服务队、“文明乌兰察布”观察团微信
群等实时在线接收市民反映的问题，第
一时间反馈解决。 （下转第四版）

文 明 ，永 不 停 歇 的 追 求
——乌兰察布常态长效共建文明幸福家园

6月3日，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六批群众信访案件涉及我
市共1件（来电1件）。本批信访件涉及凉城县1件。

本批信访件涉及生态破坏问题1件。
当日，上述信访件已交办相关旗县调查处理。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乌兰察布市
交 办 第 六 批 1 件 群 众 信 访 举 报 件 情 况

督察进驻期间：2025年5月28日—6月28日
专门值班电话：0471-4819165
专门邮政信箱：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A980号邮政信箱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每天8：00—20：00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值班电话和邮箱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内蒙古

劳动者之歌

新华社北京 6月 3日电（记者
叶昊鸣）记者3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
5月31日至6月2日（端午节假期），全
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65370万人
次，日均21790万人次，同比增长2.5%。

具体来看，铁路客运量为 4803

万人次，日均1601万人次；水路客运
量为 273 万人次，日均 91 万人次；民
航客运量为 563 万人次，日均 188 万
人次。

公路人员流动量（包括高速公路
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

出行量、公路营业性客运量）为59732
万人次，日均19911万人次。其中高
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
车人员出行量为48689万人次，日均
16230万人次；公路营业性客运量为
11043万人次，日均3681万人次。

出行火热！端午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超6.5亿人次

本报讯（记者 云娜）6 月 3 日，记
者从市文化旅游体育局获悉，根据
国内游客抽样调查、通信运营商数
据综合测算，2025 年端午假期，全市
累计接待游客 78.2 万人次，实现游客
花费 5.11 亿元。

端午假期，我市迎来旅游热潮，
多地推出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旅
游产品，全方位提升游客体验。

5 月 31 日晚，随着数千盏灯笼的
点亮，乌兰察布之夜焕新开街。漫步
于乌兰察布之夜街区，宛如置身于千
年前的繁华市集、抑或行走在时尚的
草原夜都。精美震撼的国风舞蹈、汉

服表演，独具特色的蒙古族顶碗舞，令
人目不暇接。街景两旁的商铺更是门
庭若市，竹雕、漆扇等工艺品、充满乌
兰察布地方特色的文创产品以及特
色美食，备受游客喜爱。乌兰察布之
夜开街当日，便吸引客流量达 215496
人次，端午假期累计接待游客 310985
人次。

攀登火山、遥望地质奇观、身着宇
航服在火山脚下拍照、打卡巨型恐龙奇
观……乌兰哈达火山群凭借其独特的
地质风貌和丰富多元的文旅活动，成为
众多游客假期出游的热门之选。

“我们是专程从北京自驾过来的，

乌兰哈达火山群非常震撼，真是不虚此
行。回去之后，我一定向亲朋好友推
荐，让他们也来这边游玩。”游客李亚
男说。

同时，乌兰哈达火山景区还推出了
多项特色活动，电音秀、千人烤土豆、万
人大合唱、烟花秀等，为游客们带来了
一次难忘的出行体验。

端午节期间，我市除了有好玩的，
还有众多特色美食挑动着游客的味
蕾。卓资县第三届熏鸡文化旅游节也
在端午假期首日开幕，2025 只香气四
溢的熏鸡和 20025 只创新研制的熏鸡
风味福粽呈献给现场游客共同品鉴，卓

资熏鸡的独特风味与传统粽子相结合，
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大饱口福。

在苏木山尽享生态之美、在涝利海
解锁小众草原宝藏玩法、在林胡古塞与
国宝大熊猫做一天的朋友……这个端
午假期，乌兰察布让游客感受到了传统
节日的新活力。与此同时，我市端午旅
游盛况也引起全国多家媒体关注，央
视、人民日报、中新网等多家媒体相继
报道。

近年来，我市各地旅游景区深挖文
化潜力，增强服务措施，推出优惠政策，
促进文旅消费，多措并举保障游客体
验，带动旅游产业发展欣欣向荣。

端午假期我市累计接待游客78.2万人次

垃圾分类收集点彻底改变了以前的脏乱差垃圾分类收集点彻底改变了以前的脏乱差。。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晓鹏张晓鹏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