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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7月21日宣布：经中欧双方商定，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
莱恩将于7月24日访华。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见科斯塔主席和冯德莱恩主席，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同欧盟两主席共同主持第
二十五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

第二十五次中国—欧盟
领 导 人 会 晤 将 举 行

□本报记者 孙国俊 王国爱
通 讯 员 张 婧

当高铁以风驰电掣的速度重塑中国
铁路版图时，在卓资县的山岭间，一袭墨
绿色的身影——6055 次列车，依然每日
准时穿行。这趟连接大同与包头的普速
列车，以其亲民的票价和不变的坚持，成
为京包铁路卓资沿线乡村居民不可或缺
的“便民公交”。

中午时分，卓资县卓资山站的站台
上，等待列车的乘客身影渐多。他们中
有午休通勤的上班族，有进城购物返乡
的农民，有回家探亲的学生，也有带着行
李前往邻近乡镇办事的群众，最让他们
感到温暖贴心的就是这趟车十几年不变
的亲民票价。“这趟车很准时，票价 7 块
钱，从卓资山到旗下营很方便，我们这些
经常两头跑的人，都坐这趟车。”旅客王
妙莲说。

当列车缓缓停靠，乘客们自觉排起
队，有序上车。车厢内舒适的新式座椅
取代了长条硬板座，阳光透过宽大的车
窗，照亮整洁的车厢。乘客们或轻声交
谈，或眺望窗外山野，享受这份平稳。身
着笔挺制服的乘务员手持电子检票终
端，为每一位乘客查验身份信息，一句贴
心的问候，一个温暖的微笑，传递着服务
的温度。

包头客运段列车长田晓慧介绍：“这
趟 6055 次列车是从大同到包头的老路
线，沿路停靠 27 次，主要服务沿线的老
乡们。虽然现在动车、高铁有很多，但我
们这趟慢车也有一批固定的‘粉丝’，因为
这趟车每个小站都停，方便了沿线居民
出行。”

据了解，卓资县卓资山站建成于
1921 年，这座百年老站历经风雨，见证
了卓资的历史与变迁。在烽火连天的
战争岁月里，它是保障战略物资运输
的重要交通枢纽。改革开放后，依托
京包铁路便利的交通与庞大的客流，
卓资熏鸡从这里“飞”上了南来北往的
绿皮火车。车厢里，“卓资熏鸡”的叫
卖声此起彼伏，成为几代人深刻的旅
途记忆，这份独特的“卓资味道”沿着
铁路线声名鹊起，逐渐成为卓资县亮
丽的名片和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如
今的卓资山站，功能更加纯粹且温暖，
它专为沿线的居民提供短途出行服
务，目前仅开行 6055/6056 次一对旅客
列车。

“卓资山站是一个百年老站，主要
为沿线的乡亲还有职工提供短途出行
服务，我们车站全体职工集中力量服务
这趟列车的乘客，这种专一和坚守，本
身也是我们铁路服务基层、服务百姓的体现。守护好这个站，服务好这趟
车，就是守护一条连接城乡的温情纽带。”集宁车务段卓资县东区段书记
李鑫说。

风驰电掣的高铁，象征着时代的飞跃。悠悠前行的6055次绿皮火车，
则以其特有的“慢”节奏，丈量着百姓日常生活的温度和卓资县日新月异的
发展。它不声张，却坚定履行着连接村镇、服务基层的使命。几十载车轮滚
滚不停歇，这趟承载着几十载情谊的慢火车，在广袤的北疆大地上，继续书
写着人民铁路为人民的温情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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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 璟
通 讯 员 张蜀雁 宋晓雨

7 月 16 日，记者走进位于四子王旗
吉生太镇前古营行政村小土格木自然村
的乌兰察布市自治区级区域性“看禾选
种”平台。

远远望去，一幅绿色盎然的画卷徐
徐展开。长势旺盛的马铃薯苗得雨露
滋养、受日光爱抚、着一身鲜绿、戴几
朵小花；微风拂过，麦浪翻滚，阳光洒
落麦田，每一株麦苗都闪耀着生命的
光芒；棵棵高耸的玉米整齐排列，植株
挺拔如士兵列阵，玉米叶在微风中沙
沙作响，叶片舒展间尽显生命活力，谱
写着一曲曲成长诗篇……

“目前，马铃薯的部分品种已经进
入花期，到 7 月底大部分品种进入盛花
期。马铃薯开花阶段，一定要保证水肥
跟得上。”乌兰察布市农牧局种业工作
站高级农艺师王碧春对内蒙古鑫雨种

业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讲道。
“马铃薯的不同类型在品种、用途、

生长阶段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从
它的茎色、花色、花青苷等方面都有所体
现。”市农牧局种业工作站工作人员李海
青说。

据了解，2025 年四子王旗共承担
“看禾选种”建设任务 222 亩，包括马铃
薯、玉米、小麦三类农作物共 67 个优良
新品种，其中马铃薯 23 个、玉米 26 个、
小麦 18 个。“看禾选种”通过构建多作
物、多平台的综合性示范基地，实现土
地、设备等资源的集约化利用，大幅提
升整体效益；细分作物类别，设立分类
展示专区与微型展示区，让不同品种特
性一目了然，帮助农户更精准地对比筛
选，提升选种科学性；进一步推广“水肥
一体化”智能调控，深化良种良法配套，
推动农机与农艺深度融合，节水省肥的
同时提高种植效率；实施高垄滴灌方
式，切实起到提温、防涝、增加积温面积

的作用。
“今年，我们公司采取 0.8 升/小时

的滴灌方式，相较于之前 1.38 升/小时
的滴灌方式，每亩年节水 80-120 吨，
而在小土格木自然村的‘看禾选种’平
台和马铃薯种薯生产田共种植 980 亩
马铃薯，可节水约 8-12 万吨。”内蒙古
鑫雨种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田文锋介
绍道。

一粒良种，万担好粮。种子是农业
的“芯片”，“看禾选种、看禾推种”作为加
快高产、优质、绿色、专用品种推广运用
的重要举措，已成为助推农业高质量发
展的强大引擎。

“公司能够承接‘看禾选种’平台
建设，我们感到非常荣幸。作为一家
专业种业公司，我们致力于为农户筛
选优质品种。”田文锋说，“我们收集了
全国多家种业公司的优良品种在这里
进行试验，严格认真地对待每一个品
种，用同样的管理办法和施肥条件培

育，评比出最适合四子王旗乃至整个
内蒙古地区老百姓使用的良种。”

据了解，小土格木自然村的“看禾
选种”平台于5月中旬完成种植，目前各
类作物长势良好。在收获前，市农牧局
种业工作站会组织专家对各类品种进
行鉴定，从产量、田间性状、综合评价等
方面选出 3 到 4 个表现比较突出的品
种，明年进行大面积示范种植，为下一
步推出好种、良种、优种奠定基础。

粮安天下，种筑基石。近年来，四
子王旗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着
力提升资源保护利用、品种创新、良种
供给、依法治理等能力，切实推动全旗
种业转型升级和现代化农业高质量发
展。四子王旗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刘
志慧表示：“截至目前，全旗共有马铃
薯制（繁）种企业 2 家，拥有良种繁育基
地10 万亩，已登记马铃薯品种18 个，年
提供马铃薯种子 8 万吨，销往辽宁、陕
西、甘肃、吉林、广西、新疆等地。”

四子王旗：“看禾选种”平台变身农业“良种库”

□本报记者 王锦鹏

晨曦微露，集宁区白泉山生态公园
便热闹了起来。老年人练习太极拳的
动作行云流水，年轻人则沿着跑道挥
洒汗水。不远处，农贸市场的摊位上，
摆满了新鲜果蔬、肉类，居民们正精心
挑选着，将健康食材收入囊中。这般
充满活力的日常景象，正是乌兰察布
持续推进全民健康素养提升三年行动
的生动缩影。如今，在乌兰察布，从

“被动治病”到“主动防病”，从“舌尖安
全”到“科学运动”的健康生活理念，已
深深融入市民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健康理念浸润城乡，从“纸上谈兵”
到“全民行动”

“以前总是觉得身体没啥大问题，不
在意健康知识。现在参加了这些讲座，
才知道好多生活习惯都不健康。”集宁区
天地人和小区赵阿姨参加了社区组织的
健康讲座后感慨地说。如今，在乌兰察
布的各个社区、学校、企事业单位，健康
知识普及活动如雨后春笋般开展起来。

为让健康理念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乌兰察布打出线上线下“组合拳”。线
上借助政府机关官网、微信公众号、短
视频平台等新媒体矩阵，发布海量健康
科普文章、视频，内容丰富全面，从常见
疾病预防，到合理膳食搭配，再到心理
健康调适，一应俱全。线下组织医疗专
家深入基层，举办健康讲座、开展义诊

活动。在一次社区健康讲座上，市医院
专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高血压、糖
尿病等慢性病防治知识，居民们全神贯
注，互动环节更是踊跃提问，现场气氛
热烈。

尤其是在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期
间，各类活动更是精彩纷呈。在今年
宣传月启动仪式现场，健康素养主题
宣教区的展板图文并茂，生动展示健
康生活方式；便民服务专区里，医疗志
愿者忙着为市民免费测血压、血糖，耐
心解答健康疑问。此外，乌兰察布还
创新开展健康知识竞赛、健康主题文艺
演出等，让健康知识在欢声笑语中深入
人心，而越来越多市民也主动关注健
康，勇做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体重管理成为新时尚，从“减肥焦虑”
到“科学塑形”

“在体重健康管理门诊治疗两个
月后，我体重下降了 8 斤，身体轻松不
少，之前的一些小毛病也改善了。”市
民王先生难掩喜悦。今年，随着国家

“体重管理年”行动的开展，乌兰察布
市中医蒙医综合医院开设首家体重健
康管理门诊。

走进门诊 ，宽敞明亮的环境、先
进的检测设备、专业的医护团队，让
人备感安心。由消化、康复、针灸、营
养等多学科专家组成专业团队，根据
患者身体状况、生活和饮食习惯等，
制定涵盖饮食调整、运动指导、中医

调理的个性化体重管理方案。乌兰
察布市中医蒙医综合医院体重健康
管理门诊负责人介绍：“我们会综合
考量患者各项因素，提供全方位的健
康管理服务。”

中医特色疗法在体重管理中发挥
独特优势。穴位埋线、针灸疗法、黄油
诺哈拉呼疗法等，通过调节人体经络气
血，实现减脂塑形、调理身体的功效。
李女士说：“我试过很多减肥方法都不
理想，这里的中医疗法让我看到希望，
对身体的副作用也小。”为推广这一健
康管理新模式，市卫生健康委通过举办
讲座、线上科普等方式，宣传体重管理
知识，并计划在更多医疗机构开设门
诊，为市民提供便利。

全民健身蔚然成风，从“小众爱好”
到“生活刚需”

傍晚时分，乌兰察布的各大公园、广
场热闹非凡。广场舞爱好者随着欢快的
音乐翩翩起舞，篮球场上热血青年挥汗
如雨，健身步道上跑步的市民络绎不
绝。“每天晚饭后，我都会来公园跑跑步，
既锻炼了身体，又放松了心情。”家住宁
城华府的市民刘伟说。

蓬勃的健身热情，离不开坚实的基
础设施。近年来，乌兰察布大力推进全
民健身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
共服务体系。新建的体育公园绿树成
荫，各类健身器材一应俱全；社区里的
健身广场整洁适用，成为居民休闲锻炼

的好去处。“以前想锻炼都没地方去，现
在家门口就有这么多健身设施，太方便
了。”集宁旧区居民李建平指着小区外
的口袋公园说道。

除了硬件设施的完善，乌兰察布还
积极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激发市民
的健身热情。每年的全民健身运动吸
引来自各行各业的市民参与，项目涵盖
马拉松、田径、球类、武术等多个领域。
在兰格格2025乌兰察布马拉松赛上，参
赛选手王冀敏兴奋地说：“在家门口跑
马拉松，很开心。这样的活动让我们有
机会展示自己，也让更多人爱上运动。”

来到集宁区北官房社区健身指导
站，乒乓球台与羽毛球场地被热情的
运动爱好者“占领”，清脆的击球声与
欢笑声此起彼伏，72 岁的苗金亮正与
球友进行着乒乓球单打对抗。近年
来，我市大力培养社会体育指导员，
他们活跃在各个健身场所，为市民提
供专业的健身指导，健身指导站俨然
成为居民们“下楼即享”的健康新地
标。如今，全民健身的热潮在乌兰察
布持续高涨，成为一道亮丽的城市风
景线。

全民健康素养提升行动，是一场关
乎城市未来、市民福祉的生动实践。从
各级政府的积极推动，到群众的自觉参
与，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大家对健康生
活的追求和向往。在未来的日子里，我
市将继续深入推进这一行动，让健康成
为城市发展的永恒主题，让每一位市民
都能在健康的阳光下，享受美好生活。

以全民健康素养提升三年行动为抓手——

打造全民健康“乌兰察布样板”

□本报记者 张丽娟
通 讯 员 苏日娜 曹淑仪

“ 快 看 ，咱 们 村 的 地 变 成 小
方格啦！”在乌兰察布飞往巴彦
淖尔的航班上，68 岁的王桂兰紧
贴舷窗，望着机翼下棋盘般整齐
的农田，发出阵阵惊叹。近日，
由察右前旗三岔口乡沙帽营村
37 位村民组成的“飞天团”，完成
了一场从田间地头到万里云端
的特殊旅程。

这条新开通的短途航线，为
乌兰察布的这个小村庄带来了意
想不到的“航空福利”。对于世代
与土地相伴的村民来说，面对如
今近在咫尺的机场，谁不想圆一
次“飞天梦”？沙帽营村村委会和
驻村工作队得知大家的心愿后立
刻行动起来，主动与乌兰察布集
宁机场对接，争取到 158 元的惠民
票价和免费接驳服务。就这样，
在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的精心
组织下，37 位村民开启了人生首
次“飞行模式”。

出发当日，村民们翻出珍藏
的新衣，用塑料袋仔细包裹好身
份证件。工作人员准备的“暖心
包”里，晕机药、矿泉水、应急食品
一应俱全。当飞机冲上云霄时，
不少人紧张地牢牢握着扶手，紧
闭的双眼却在云海出现时渐渐睁
开。“原来天上的‘棉花糖’是这样
翻滚的！”村民们用最朴实的语言
描述着震撼的心情。

从田间地头到万米高空，沙帽
营村“飞天团”的圆梦之旅，丈量着
党组织带领群众奔向美好生活的初
心，更映照出新时代乡村发展的无
限可能。小小机票背后，是党组织
把群众“心愿清单”转化为“幸福账
单”的为民初心。

如今，沙帽营村的田间地头仍
回荡着那天的惊喜。有的村民把登
机牌珍藏起来，有的开始计划带着
家里人再飞一次。这场特别的“云
端之旅”，不仅让村民们触摸到了新
时代的发展脉搏，更让乡村振兴的
梦想，随着“银鹰”的航迹，飞向更辽
阔的远方。

沙帽营村“飞天团”圆梦记◀乌兰察布市自治区
级区域性“看禾选种”平台。

牧喜叶 摄

▼市农牧局种业工作
站工作人员详细察看马铃
薯长势。

张蜀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