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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回民区以“品”建区，以“质”铸区，实施基础设施、宜居环境、城市更新
和绿化美化亮化“四大工程”,通过实施老旧小区改造、打通“断头路”、建设口袋公园
和城市绿道等，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让老城区焕发新活力，城市能级不断提升。

全面强化基层治理。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水平基层治理，回民区紧扣“小网格、微
服务、精管理、大格局”服务理念，以网格为切入点，整合社会治理资源，持续推进“五
社联动”，拆分新增7个社区、优化调整897个网格，构建“一张网、全覆盖、无死角”管
理新格局。通过打造奔腾社区等示范样点，以点带面，示范引领，提升社会治理成
效，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

教育事业提质升级。围绕“九校七园”的三年规划，通过与呼市一中、海亮教育
集团、财经大学合作办学等，建立 3个九年一贯制学校，目前已完成一中初中部、铁
三小、四十中、贝尔路小学西校区和第六幼儿园、六幼一分园及二分园、回二幼东方
樾幼儿园、三幼滨海阳光幼儿园“四校五园”，新增学位4800个。通过加强教育基础
设施、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提升现代化教育理念，彻底扭转教育布局“南多北少、东强
西弱”格局。同时，公开选聘年轻副校园长，招录优秀教师，优化师资力量，办有特色
的教育，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校。

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今年将继续完成 3处社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惠德养老综合
服务中心，养老服务站点总数上将达到63个。成功运营“2+X+N型”“医养结合型”

“站点式”“物业＋养老式”“机构延伸社区式”等养老服务模式，搭建社区公共服务、
市场有偿服务、社会组织的社会化服务、公益志愿服务互补共融、多元参与，全覆盖、
多层次、多支撑、多主体的居家和社区养老综合服务体系，实现全区养老服务能力全
覆盖。

医疗卫生保障事业加快发展。盘活闲置楼宇，发挥区域集聚医疗资源、医疗企
业的优势，推动总部经济落地，打造大健康产业园项目。全力推进回民区医院改扩
建和自治区中医医院项目落地，建设2个社区医院；持续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加
强人才队伍建设，充实乡村医生、社区医生等公共卫生队伍。加强对留守儿童、残疾
人、困难老人等特殊群体的关爱帮扶，切实兜牢民生保障底线。

这一系列聚焦民生实事、提升民生福祉的举措，不仅为加快回民区高质量发展
探索了新路径，也得到了回民区各族群众的点赞，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
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从点亮一个点位，到带动一个商圈，再到升腾整个城市的烟火气；从兴起一个产
业，到带富一方百姓，再到转化为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一个个项目建设的“加速
跑”，到提升福祉惠民生，再到以实际成效把教育、医疗打造成高质量发展的“新高
地”……一组组“跃动”的数据，无不彰显出回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韧性与活
力。

站在回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上回眸，全区上下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不断破解发展难题、挖掘发展潜力、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擦
亮了“魅力回民区”名片，奏响了“诗和远方”的优美乐章，更刻下了回民区各族群众
满怀豪情奋斗不息的深深印记。

回民区：乘势而上 聚势而强 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本报记者 祁晓燕 通讯员 李珍 文/图

今年上半年，回民区踏着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鼓点，交出了稳中有进、稳中优进的成绩单：
1-6月回民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149.6亿元，同比增长11.8%。13家规模以上工业

（含综保区3家）累计产值为26.24亿元，同比增长8.3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
经济指标增长提速、质量效益稳步提升、民生得到有力保障……整体看，回民区经济运行

呈现持续回升向好、逐季加快恢复的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态势。
这些实实在在的成绩，是回民区始终聚焦高质量完成五大任务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

两件大事，以“强首府”工程为抓手，找准发展定位，保持战略定力，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
势，坚持“实”字当头、“干”字为先，立足“一区一带”，全力建设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城区、绿色生
态宜居发展城区、基层治理创新发展城区、文化旅游特色发展城区“四个城区”，打造首府现代
化消费中心，聚力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业，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

从满目苍翠的大青山前坡到绿荫掩映的街道社区，从碧池清水到田间地头，回民区到处
是一派生机勃勃、热火朝天的干事景象，随处可见的喜悦笑脸和奋进姿态，折射出回民区高质
量发展的成效与变化。

年初以来，回民区在全地域
全行业扩大招商引资，围绕重点
产业和优势资源，精准招引龙
头、配套企业，加速产业集聚，延
长产业链条，持续用力招大引
强、招新引优,一些文化旅游产
业、农牧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的
优质项目相继落户回民区，持续
激发高质量发展活力。

为保障引进的项目早投产、
早达效，回民区成立了加快推进
回民区高质量发展招商引资工
作领导小组，制定重点项目领导
联系制度、实行“一个项目、一名
区级领导、一套招商专班”的

“1+1+1”招商负责机制。同时，
以建设数字政府为牵引，继续深
化“放管服”改革，大力推行“前
台一窗受理，后台并联审批，内
部流转代办，统一窗口出件”的
服务模式，使企业办事从“找多
个部门”转变为线下找“一个专
区”、线上找“一个入口”，实现
了只进一扇门、一窗受理，切实
提高了审批服务效能。通过“党
建+帮办代办”，建立“党员亮身
份、服务亮承诺、工作亮职责”工
作机制，设立“党员先锋岗”，划
分“党员责任区”，将营商环境优
化作为“承诺践诺”的重要内容。

据统计，1—7月，回民区累
计 签 约 64 个 项 目 ，协 议 投 资
165.96 亿元，其中，亿元以上项
目 16个，50亿元以上项目 2个，
累计到位资金 24.68 亿元，同比
增长113%。

回民区立足资源禀赋，聚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围绕 48平
方公里城市核心区和大青山 146平方公里生态绿带，坚持三产
立区，做强现代商贸、总部经济、现代物流、文化旅游“四大产
业”。

现代商贸提质增效。围绕 48平方公里城市核心区，做优服
务业，改造提升传统商业圈，完善基础设施，建成首府第一个全
域智慧停车系统，完成绿化美化亮化提升工程，打造转角巷、宽
巷子、旧城北门烧烤街三条特色网红街，引入首店品牌，完成新
华广场地下空间互联互通项目签约，挖掘一批老字号，举办各类
主题活动，全面点燃城市烟火气。

总部经济集聚发展。围绕“一轴两园”发展战略，布局大健
康产业园和蒙海数字经济产业园，引进医疗影像、医学美容、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产业，聚集产业势能，形成产业磁场，有效带动
周边及相关产业经济快速发展，并延伸至N个相关配套产业，打
造链式完整、产能聚集、配套完善的现代产业园区。围绕海西路
商圈，进一步延伸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引进 11家新能源汽车品
牌，盘活绿蒙国泰闲置楼宇，打造了汽车城，扩展了金融保险、维
修保养、汽车美容改装等后市场。推动综保区全面开展二手车
进出口业务，不断扩大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有份额。

现代物流联动发展。依托西、北两个出城口，规划建设东棚
子、坝口子两个物流集散地，构建快速便捷的现代物流体系，全
面提升区域物流服务能力。同时，提升新畅铁路、中全物流、中
泰物流等重点物流园区货运量和辐射力，推动物流标准化、智能
化建设。对接京东、顺丰、韵达等快递物流企业，增加末端配送
中心。

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回民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围绕大青山146平方公里生态绿带，将沿山一带村
落统一串联起来，按照“一条绿带、八个节点、一处一景、四季不
同”的理念，让自然生态、和美乡村建设有效结合。在已打造段
家窑特色小镇、一间房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基础上，对全国乡村旅
游重点村东乌素图和西乌素图村进行改造，完成了幸福泉、古树
广场、杏花谷等节点建设，推出6条精品旅游线路。引入奇乐乐、
呼哈农场等休闲游、体验游项目，打响四季游、全域游品牌。以
万亩杏林产业为主，对生态进行修复和保护，大力发展林下经
济，打响“杏福树下”品牌，通过举办杏花节、采摘节等活动，延伸
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有效促进“农旅”“文旅”互动融合，使

“杏福树下”成为回民区特有的农文旅名片，社会效益、经济效
益、生态效益得到同步提高。

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实验学校

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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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玩”转角巷

东乌素图村杏花谷

宽巷子美食街

蒙亮星光里露营地

改造后的呼钢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