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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映照青城的余晖被大青山遮

掩，塞上老街的点点烟火更加引人注

目。街道上，身着少数民族盛装的游客

站在红墙绿瓦前顾盼生姿，将古朴的景

色和美好的笑容定格在相机里，三三两

两的年轻人或唱着民谣，或跳着民族舞

蹈，引来目光围聚。

走在老街上，脚下踩着青石路，街道

两旁一家挨一家的小店展示着皮雕画、

玛瑙首饰等手工艺品和马奶酒、牛肉干

等特色小食，霓虹灯广告牌和不可移动

文物的标识交相辉映。400多年的历史

在这条街上倏忽而过，曾经的边贸街市，

如今燃起星星点点的城市烟火，映照着

人们充满喜悦的面容。

“塞上老街是呼和浩特市人流量最

密集的地点之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

特市玉泉区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李伟

介绍，塞上老街是游客特别是青年人的

核心“打卡地”，夏季平均每天人流量过

万，辐射形成了“四街八巷二十四院”的

文化游览街区。

塞上老街并不长，加上周边的街区，

东西总长约800米，南北宽近400米。然

而，在这片以塞上老街为核心的文化区

块内，有 3个A级旅游景区、4处国家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8 处不可移动文

物、4 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地、730
余家文旅创意产业商户。2022年，塞上

老街入选首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

明清时期，这里也曾是塞外最繁华

的贸易街市。中原客商将茶叶、丝绸带

到这里，用来交易北方游牧民族的牛羊

奶食。驼队、马队在这里交汇，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蒙商文化、民族文化和老城文

化。400 年来，塞上老街见证了各民族

赓续不断、欣欣向荣的交往交流交融。

走进塞上老街，一家现代装修风格的

玛瑙石工艺品店十分惹眼，落地窗里蒙古

族小伙呼德日正在弹奏知名指弹音乐人

的吉他曲，慕“声”而来的顾客也似乎忽略

了精致的工艺品，沉醉在恬淡的曲调中。

呼德日的岳父在这条街上经营工艺品店

已经20多年，几个月前，呼德日接手店铺

并进行重新装修，门外还能看到古朴的风

格，店内却满眼是新颖时尚的装饰。

外“古”内“潮”是这条老街最大的特

点。一家茶馆的老式窗棂，斑驳得已经

分辨不清当年的颜色，窗框上贴着不可

移动文物的标牌，店里琳琅满目的却是

充满创意的“新中式”茶品。流行的旅拍

已然成为这条古朴老街上最火的业态，

336 家商户里就有 103 家从事民族服饰

旅拍摄影。身着传统民族服饰的游客在

古街小巷穿行，令人恍惚间置身于悠远

的历史氛围中。

徐荣的皮雕画店铺经营了近20年，

他说相比以前最大的变化就是更忙碌

了。“以前图案简单，游客也少，现在旺季

每天要开到深夜才关门。”徐荣的店铺里，

象征草原文化的牛、马、鹿仍是主要图案，

还有各种卡通图案。徐荣说，有不少游客

现场学习皮雕手艺，自己创作图案。

蒙古包造型的马卡龙、马鞍形状的

奶皮子慕斯、瓶装的创意马奶酒……“老

街”不老，新颖的创意食品让百年老街焕

发生机。学习油画专业的“90 后”青年

阿拉腾，经营的传统手工奶食品的店铺

充满现代民族艺术气质。她和母亲乌仁

从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的草原牧

区搬来塞上老街，将牧区手工制作奶食

品的传统手艺和城市文化结合，推出了

“奶皮蛋糕”“冷萃酸奶”等新式奶制品，

深受年轻人喜爱。“为了适应年轻人的饮

食理念，我们的奶制品都进行了低糖改

良。”阿拉腾说。

华灯初上，与塞上老街连通的通顺

大巷里传出小吃的叫卖声、牛羊肉油脂

滴入炭火的声音，美食“交响乐”与周末

上映的音乐剧《千秋昭君塞上情》优美的

乐曲声此起彼伏，音乐剧分别在文化街

区各个地点上映。此外，灯光秀、专题文

艺汇演、交响乐演出、公益晚会等系列专

题夜间演出活动，以及大观园剧场、大盛

魁相声茶楼定期的精品演艺，还有时尚

达人自发的轮滑、行为艺术表演，汇聚成

塞上老街别具特色的人文新景观。

夜晚的流光溢彩，让文博场馆也十

分火爆。归化城老街区展示馆、大盛魁

博物馆、马头琴博物馆、惠丰轩饮食文化

博物馆轮流开设夜间游览，使得塞上老

街的夜色更加璀璨。

在山东潍坊安丘市的山东蓝想环境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了按时完成出口

订单，工厂车间正在满负荷生产，一排排

生产出来的冷却换热装备摆满了仓库和

厂区空地。“今年1月至5月，我们的销售

收入达 5 亿元，同比增长超 30%。”公司

总经理助理刘扬扬说。

作为一家高端装备制造企业，近年

来，蓝想环境发力节能环保产业。“我们

通过与西安交通大学等技术团队深度合

作，在消白雾技术方面实现突破，生产的

拳头产品消雾节水冷却塔可消除冷却塔

90%的可见羽雾，并回收 20%的蒸发水

量。”山东蓝想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徐清华说。

依靠技术创新，蓝想环境更换“赛

道”，驶入绿色高速发展的快车道，近 5
年的复合增长率达到 30%，并获评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据了解，目前，安丘市拥有科技型中

小企业 135家、高新技术企业 101家，省

级以上“单项冠军”等高成长性企业达到

99家，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8家。

近年来，安丘市相继出台了《关于

实施“人才兴安”工程加强和改进新时

代人才工作的若干措施》《关于支持工

业企业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意见》等政

策文件，先后兑现奖补资金 2700 多万

元，为 50 余家企业争取上级资金 1.2 亿

元，真金白银支持企业持续加大科技研

发投入。

“近 3 年我们累计获得各项扶持资

金 1300 多万元，科技创新的底气更足

了。”山东盛祥智能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助理郑华成说，经过持续攻关和技术升

级，公司建成立体式、智能化、低排放的

金属成型中心，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显

著提高。

科技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

近年来，安丘市聚焦产业升级、企业创新

等方面人才需求，聚力建设高能级创新

平台，多措并举引导企业对接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科

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助力传统产

业“老树发新芽”。

“这几年，我们借力校地合作‘双百

行动’，选派科级干部赴企业担任科技专

员，围绕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创新平台和

服务载体建设、人才队伍培养等多个方

面制定激励措施，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

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安丘市科技

局党组书记刘玉海说。

位于安丘精华科技产业园的潍坊精

华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尝到了人才合作的

甜头。通过与中国石油大学、山东大学

等进行合作研发，这家企业从一家小粉

体设备厂成长为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

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目前安丘市已有100余家企业与高

校院所建立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关

系，共有潍坊市级以上企业创新平台

205家，其中省级重点实验室、新型研发

机构等企业创新平台42家。

晶体是计算机、通信、航

空、激光技术等领域的关键材

料。传统制备大尺寸晶体的

方法，通常是在晶体小颗粒表

面“自下而上”层层堆砌原子，

好像“盖房子”，从地基逐层

“砌砖”，最终搭建成“屋”。

北京大学科研团队在国际

上首创出一种全新的晶体制备

方法，让材料如“顶着上方结构

往上走”的“顶竹笋”一般生长，

可保证每层晶体结构的快速生

长和均一排布，极大提高了晶

体结构的可控性。这种“长材

料”的新方法有望提升芯片的

集成度和算力，为新一代电子

和光子集成电路提供新的材

料。这一突破性成果于5日在

线发表于《科学》杂志。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凝聚

态物理与材料物理研究所所

长刘开辉教授介绍，传统晶体

制备方法的局限性在于，原子

的种类、排布方式等需严格筛

选才能堆积结合，形成晶体。

随着原子数目不断增加，原子

排列逐渐不受控，杂质及缺陷

累积，影响晶体的纯度质量。

为此，急需开发新的制备方

法，以更精确控制原子排列，

更精细调控晶体生长过程。

为此，刘开辉及其合作者原创提出名为“晶

格传质-界面生长”的晶体制备新范式：先将原子

在“地基”，即厘米级的金属表面排布形成第一层

晶体，新加入的原子再进入金属与第一层晶体

间，顶着上方已形成晶体层生长，不断形成新的

晶体层。

实验证明，这种“长材料”的独特方法可使晶

体层架构速度达到每分钟50层，层数最高达1.5万

层，且每层的原子排布完全平行、精确可控，有效

避免了缺陷积累，提高了结构可控性。利用此新

方法，团队现已制备出硫化钼、硒化钼、硫化钨等7
种高质量的二维晶体，这些晶体的单层厚度仅为

0.7纳米，而目前使用的硅材料多为5到10纳米。

“将这些二维晶体用作集成电路中晶体管的

材料时，可显著提高芯片集成度。在指甲盖大小

的芯片上，晶体管密度可得到大幅提升，从而实

现更强大的计算能力。”刘开辉说，此外，这类晶

体还可用于红外波段变频控制，有望推动超薄光

学芯片的应用。

甘肃尕海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护中心工作人员近日在整理今年前两季

度的红外相机监测画面时，发现了一只

雪豹“吃播”的罕见画面。

据悉，红外相机监测画面拍摄于

2024年 4月 12日，画面中出现的雪豹脸

部带伤，嘴里叼着捕获的猎物。

甘肃尕海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护中心主任陈有顺介绍，这是一只身形

矫健、线条优雅、充满力量的成年雪豹，

其捕捉到的猎物是马麝，“红外相机清晰

地拍摄到了雪豹进餐、打盹、休息、离开

的全过程，十分罕见”。

据介绍，雪豹有“雪山之王”之称，是

一种大型猫科食肉动物，也是国家一级

保护野生动物，常在雪线附近和雪地间

活动，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帕米尔高

原、天山山脉、阿尔泰山脉及中国西部和

中亚东部的其他高山地区，常栖息于海

拔2500米至5000米的山顶脊部。

甘肃尕海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

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甘南藏族自治州

碌曲县境内，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

地，于2003年正式设立。近年来，随着保

护力度不断加大，野生动物“出镜率”不断

提升。陈有顺介绍，该保护区虽已连续6
年拍摄到雪豹珍贵影像，但这是首次如此

完整、清晰地捕捉到其进食全过程。

“雪豹处于高海拔生态食物链的顶

端，被称为‘高海拔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的

气压计’，它的频繁出现证明保护区野生

动物栖息环境持续改善、野生动物种群

数量不断增加。”陈有顺说。

7月 6日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暑

节气。在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专家提示，市民要注意

解热消暑，补充体力，清净养心，清暑

益气，防范极端天气可能带来的健康

危害。

据介绍，进入小暑后，很快就要进

入伏天，天气变得炎热，也会越发闷

热和潮湿。在暑邪的影响下，人们容

易感到疲惫、口渴多汗、恶心、胸闷气

短等。

“暑邪有两个属性，一是热邪属性，

容易耗气伤津，造成疲惫；二是湿邪属

性，湿性重浊黏腻，既容易困脾，造成脾

胃运化功能失调，又容易困表，造成头

疼、头重如裹、身体酸重等。”北京中医药

大学教授鲁艺在发布会上说。

人们应如何调整饮食习惯避免“暑

气”伤身？鲁艺说，针对暑热的特点，脾

胃不虚弱的人群可以有意识地增加一

些性味偏寒凉的食物，如绿豆、丝瓜、黄

瓜、冬瓜。针对湿邪的特点，可选择健

脾燥湿或健脾化湿的食物，如莲子、山

药、陈皮，对于湿邪困表，可选择如苏

叶、藿香、砂仁等，燥湿解表，芳香醒脾、

开胃。

专家特别提醒，要注意春夏养阳，不

能过度贪食寒凉的食物，避免造成寒湿

困脾现象。

小暑期间，气温高、湿度大，公众会

面临哪些健康风险？“在户外容易出现中

暑，在室内容易患空调病。”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研究员潘力军在发布会上

说，中暑的症状主要包括头晕、眼花、恶

心等。公众尽量选择清晨或傍晚天气较

凉爽时外出活动。白天外出时，要做好

防晒降温措施。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

渴等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补水降

温，若症状加重应立即就医。

专家介绍，空调病指人们长时间在

封闭的空调环境下工作学习时因空气不

流通、温度较低，出现鼻塞、头昏、打喷

嚏、乏力、记忆力减退等症状。公众要做

好空调清洁，空调的设定温度不宜低于

26℃，每隔2至3小时，开窗通风20至30
分钟。

这个毕业季，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身

体倍儿棒”证书火了。该校规定，毕业生只要三

年体测总评成绩在80分以上，就能获得该证。证

书由学校党委书记亲自签发，给予了“身体倍儿

棒”毕业生最大的认可。

这本证书全称叫“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等

级证书”，学校形象地称之为“身体倍儿棒”证。

该校4000多名毕业生，只有217人获颁，足见这本

证书的含金量，而这本证书背后蕴含的三个深意

也逐渐清晰。

从招聘单位层面看，学校认定的“身体倍儿

棒”证书为企业把好了用人第一关。一直以来，

毕业证、学位证主要证明学生学习，而“身体倍儿

棒”证则证明学生体质，当毕业生在招聘会现场

摊开这本“新”证，面试官几乎都抛出了“橄榄

枝”——“这本证是毕业生加分项，能直接反映求

职者的健康与自律水平”。的确，三年体测 80分

以上，足见学生坚持锻炼的毅力、自我管理的能

力，这样的毕业生必定受到企业欢迎，因为“身体

好”本身就是用人单位选人标准。

从学校层面看，“身体倍儿棒”证书能激励更

多学生重视体育、主动锻炼。近年来，大学生体

质健康状况令人担忧，不少大学生一个引体向上

也拉不起；在立定跳远、50米跑等多个指标上甚

至不如中学生；宅在宿舍看剧、打游戏成为不少

大学生常态。为了改变和扭转这一现状，云南机

电职业技术学院用“发证”的形式告诉师生：学校

狠抓体育是认真的，让“脆皮大学生”动起来、壮

起来不是空话，这是学校的育人标准。

从社会层面看，颁发“身体倍儿棒”证书值得

许多高校借鉴。专家解读说，立德树人是高校的

根本任务，培养“为祖国健康工作 50 年”的人才

是高校秉持的宗旨，而这本证书带来的重要启示

是：正向激励法这种“赏识教育”值得提倡，其他

高校可以从中汲取营养，本着“一校一策”的务

实态度，引导大学生养成终身锻炼的习惯，让

“身体倍儿棒”成为新时代大学生标配，成为大

学新风尚。

健康是 1，其他都是 0。“身体倍儿棒”是大学

生追求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建设的根基，只有拥

有健康的体魄，才有实现一切的可能。当毕业生

离开校园，走入社会，还能感受到母校为他们的

身体健康、职业发展带来的长久滋养，这也许正

是“身体倍儿棒”证书的深意。

近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冰雪项目全面投入运营。该项目重要场馆之一——室内冰雪馆（“冰雪小世界”）是一座

沉浸式冰雪光影互动体验馆，建筑面积2.38万平方米，建设9大主题分区和13个体验项目，涵盖冰雪、光影、娱乐、互动等

多重要素，运用声光电效果，让广大游客在炎炎夏日开启“一秒穿越冬夏”的奇妙之旅。图为游客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室

内冰雪馆内游玩。

呼和浩特：塞上老街的城市烟火

山东安丘：产学研融合让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

甘肃尕海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捕捉到雪豹“吃播”画面

哈尔滨“冰雪小世界”开馆

小暑节气这样养生

“身体倍儿棒”证书
背后的三个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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