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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文慧：
引领母婴营养研究新方向

本报记者●郭星宇

将所学融入追求，将追求化为
行动，用脚步丈量大地，用汗水浇灌
梦想，这是叶文慧投身母婴营养研究
工作的真实写照。不久前，因在母婴
营养领域的卓越贡献，她被自治区党
委、政府授予“内蒙古自治区劳动模
范”称号。

身为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婴幼儿营养品事业部医学
副总监，叶文慧不仅是伊利集团母婴
营养研究和临床研究的技术带头人，
更是推动中国母乳化专利配方技术
迈向国际领先地位的先锋探索者。
她带领团队以科技守护婴幼儿营养
健康，以创新引领母婴营养研究的新
方向，把最接近母乳的营养关怀送到
千家万户。

解码母乳奥秘
守护生命起点

叶文慧坚信，要解开母乳中蕴
含的营养密码、为国人研发符合婴幼
儿需求的奶粉，科技创新必须深深扎
根于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母婴营
养研究的最终目标应是提升国民科
学喂养意识，保障婴幼儿的健康成
长。

针对我国 6 月龄内婴儿纯母乳
喂养率仅为 29.2%，与《国民营养计
划》设定的 50%目标之间存在巨大差
距的现状，叶文慧团队构建了多维
度、全覆盖的传播体系：深入学术研
究前沿，在核心期刊发表专业论文
20 余篇，参编专著 2 部；打造创新科
普模式，参编母婴营养知识培训课
程，用于基层营养顾问的培训；拓展
服务场景，借助伊利工业旅游平台，
为超过万人次的访客讲解母乳研究
知识，宣传母乳喂养的益处，倡导母
乳喂养理念。通过这些努力，形成了

“学术研究——专业培训——公众服
务”的完整闭环，使科学喂养理念深
入人心，有效缩小了城乡科学育儿的
差距。

为了获取更全面、更具代表性
的数据，叶文慧深入全国各地多个城
市采集母乳样本。面对许多母亲起
初不愿捐献母乳的难题，她自学取得
公共营养师三级认证，以专业、耐心
和真诚的态度打消她们的疑虑。就
这样，叶文慧带领团队累计采集母乳
超过 16 万毫升，分析出 1000 多万个
母乳成分数据，助力伊利集团建成中

国母乳研究数据库，数据量规模居世
界前列，实现了中国母乳科学研究从

“基础薄弱”到“国际接轨”的历史性
跨越。

胸怀家国情怀
突破技术壁垒

叶文慧深知，母乳数据库的建
立只是保障婴幼儿口粮安全的第一
步。要生产出最接近母乳的婴幼儿
配方奶粉，还需攻克诸多技术难题，
实现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

在将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
生产力的过程中，面对母乳低聚糖
检测这一世界性难题，叶文慧带领
团队联合攻关，为国内首批添加母
乳低聚糖的配方奶粉上市奠定了技
术基础。

叶文慧始终将科研成果转化放
在重要位置，她协同伊利产品研发
团队，推动十多项创新成果应用于
金领冠系列婴幼儿配方奶粉产品。
通过不断优化，产品的母乳化水平
全面提高，中国母乳化专利配方技
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为中国宝宝
提供了更优质、更贴合营养需求的
食品选择。

立足科研前沿
惠及万家灯火

叶文慧始终秉持“以终为始”的
工作态度，构建研发、生产、评价、改
进的工作闭环，将技术成果广泛推广
应用，让更多婴幼儿受益于科学技术
的进步。

产品上市后，叶文慧并未止步
于既有成就，而是主导开展了多项婴
儿喂养观察研究。与北京大学合作
的长期喂养跟踪研究表明，使用中国
母乳研究成果转化的婴幼儿配方奶
粉喂养的婴幼儿，在生长发育、营养
素吸收、有益菌定植等方面与母乳喂
养的婴幼儿无显著差异，进一步证实
了中国母乳研究及母乳化婴幼儿配
方奶粉的科学性和实际价值。

在叶文慧的带领下，研发团队
始终将提升产品品质视为首要任务，
打造了一批超越行业标准、树立中国
奶粉品牌标杆的示范产品。在保障
中国宝宝口粮安全和营养健康的同
时 ，她 不 断 传 递 新 理 念 、构 建 新 格
局，带领团队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创新
力量和研发动能。

高丹：
绘制新时代民族团结画卷

本报记者●王祯

2025 年 4 月 24 日，高丹荣获“内蒙古
自治区先进工作者”称号。回顾往昔，自
2020 年来到包头市市府东路街道办事处
负责全面行政工作，2024 年3月任市府东
路街道党工委书记起，从“北疆石榴情博
物馆”到跨越 2400 公里的“文化走亲”，从

“四百工程”的温情走访到“春雨工程”的
精准帮扶，她以务实勤勉、爱民惠民的行
动诠释了基层党员干部的初心，让“石榴
籽”般的民族团结情谊在新时代绽放出耀
眼光芒。

文化铸魂
构筑民族团结精神家园

走进市府东路街道，“北疆石榴情社
区博物馆”内陈列着各族居民捐赠的文
物，上百件展品诉说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的形成与发展历程；“韵启非遗”展馆中，
剪纸、旗袍制作等 28 项非遗技艺在传承
人的指尖重焕生机；“清廉家风馆”的展板
上，不同时期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故事震
撼心灵；民族团结进步宣教室内，各族居
民亲手制作的“红石榴”象征着各民族像
石榴籽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这些文
化场景的创设者高丹，坚信文化认同是深
层次的认同。

为做好基层民族工作，高丹研读了
大量历史文化书籍，整理了 5 万余字的历
史故事，并在包头博物馆专家团队的协助
下征集文物，打造了“共同的家园”教育基
地，以丰富的展陈体系讲述中华民族交融
史。

她还创新了“非遗八件套”传承体
系，将 11 项非遗技艺转化为社区教育课
程，培养了众多“小小传承人”，让非遗文
化在社区中“活起来”。

这些文化浸润工程通过具体的历史
见证和文物，引导群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绘制了新时代民族团结的和谐画
卷。2023年1月，市府东路街道荣获“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街道”称号。

民生筑基
绘就幸福生活同心圆

在阿尔丁 1#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居
民们在欢快的《站在草原望北京》音乐中
起舞，太极方阵展示传统韵律，钢琴与马
头琴声融合传统与现代之美；非遗工坊
内，工人们熟练地续写文化传承；康养中
心提供免费理疗；乒乓球室内充满欢声笑
语；爱老幸福食堂里居民们谈笑风生……
这一和谐共融的社区生活图景生动体现
了高丹改善民生的执着追求。

高丹清醒地认识到，民族团结不是
展示，而应体现在邻里互助、日常问候和

欢声笑语中。
2021 年，高丹带领团队通过“三供一

业”改造，对35万平方米的阿尔丁1#社区
进行系统性升级。建设了民族团结文化
健身广场、精神文化长廊和便民服务圈，
为多民族交融共生打下坚实基础。同时，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提供多元服务，构
筑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
区生态闭环模式。

为解决就业难题，高丹主持建设家
门口的就业服务站，开发“春雨工程”智慧
就业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对接企
业。线上线下提供招聘、培训、创业指导
等服务，帮助 200 余名居民实现家门口就
业，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治理创新
打造平安和谐示范样本

“推百家门、访百家情、解百家难、暖
百家心”，高丹带领团队实施“四百工程”
治理体系，取得了显著成效。

“四百工程”强调深入基层治理，推
动民族团结。高丹组建了志愿服务队，走
访群众 1.2 万户，建立民生诉求台账 418
项，发现并解决了21个社区问题。

市府东路街道将41个基础网格细分
为80个“微网格”，建立五级组织体系。成
立“九色社团”，组建“社区合作信用联
社”，形成“15分钟服务响应圈”。创新“一
约四会”自治模式，实施“头雁领航计划”，
培育社区骨干，打造服务品牌，实现困难
群体微心愿 512 个。推出“奶茶议事会”，
促进各族居民共商社区事务。

街道设立了线上“无人律所”和线下
“法律援助中心”，引导居民依法解决问
题。近 3 年解决居民矛盾 158 件，居民满
意率达100%，阿尔丁1#社区连续3年实现

“零信访、零诈骗、零事故”。

区域联动
谱写新时代的“走西口”篇章

2024年中秋，“千年融合路·共筑中华
情”文化走亲活动以其新颖形式吸引了众
多目光。来自不同地区的技艺同台展演，
这场跨越2400公里的文化盛宴，以文化为
纽带，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新活力。

高丹团队构建了“红色基因+文化IP+
产业协作”联动模式，实施了“红色研学”

“非遗工坊”等特色项目。通过搭建“区域
文旅合作联盟”，形成了“文化引流——产
业造血——民生反哺”的良性循环。

市府东路街道以文化为笔，以共情
为墨，在新时代书写着民族团结进步与区
域协同发展的篇章，让“中华民族一家亲”
的理念在互动交融中绽放光彩。

“劳动者之歌”系列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