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信息技术产业集群实现营业
收入 500亿元，全力打造“中国云谷”。
这是首府今年的工作目标。

要大力打造数字经济，加快产业数
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推进全国一体
化算力网络内蒙古枢纽节点、和林格尔
数据中心集群建设。呼和浩特作为首
府，要真正“强起来”“首起来”。这是自
治区对首府提出的要求。

近年来，首府借助打造高水平电子
信息技术产业集群的新契机，主动抢占
数字经济新赛道，全力跑出产业发展加
速度，2023年成功举办了中国绿色算力
大会，入围了“中国算力二十强市”榜
单。

实时了解天气情况、驾车打开语音
导航、在App购买自己心仪的商品……
从居家生活到医疗保健，从职场办公到
购物消费，“更流畅、更便捷”的生活体
验，是算力来到我们身边的具体体现，
可靠且充裕的算力，成为人们便利生活
不可或缺的推动力之一。

在和林格尔新区东方超算云内蒙
古超级大脑，服务器在电光闪烁间进行

着每妙两千万亿次的计算，也就是说，
这里的一万多个中央处理器相当于一
万多台家用电脑在同时计算，为京津冀
等地的科研院所和高校提供超级计算
云服务。

如今，东方超算已不仅限于这样的
基础算力服务，正在发力人工智能项
目。“2024年，我们通过基础算力已经转
变成了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只是和林格
尔新区算力的一部分，新区建设的算力
超市，能够给全国各地的用户提供算力
支持服务。”内蒙古中科超算科技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李凯萌说。

东方超算只是和林格尔新区数字
经济核心骨干企业之一。目前，和林格
尔新区已集聚了中国移动智算中心及
东方国信、中行、华为云、超聚变等运营
商、国家部委、金融机构、头部企业的数
据中心，拥有标准机架 22万架，服务器
装机达到 150 万台，总算力规模达到

1600P，其中智算和超算达到600P，成为
我市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引领
区。“我们力争到2024年年底前，数据中
心标准机架超过35万架，服务器装机能
力超过 175 万台，通用算力规模新增
1500P，智能算力规模新增 9600P，超算
算力规模新增800P，总算力规模位居十
大数据中心集群前列。”和林格尔新区
管委会副主任张学军说，和林格尔新区
正在全力打造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
绿色算力中心，在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
和智能化升级方面，2024年将全力推动
设立和林格尔金融数据产业园，积极推
动国家相关部委将呼和浩特市纳入国
家城市算力网建设试点单位，将和林格
尔数据中心集群列入国家算电协同发
展试点地区，将和林格尔新区纳入全国
一体化算力网统计试点地区、数字服务
贸易试点地区。

今年，首府将持之以恒做大做强工

业支柱，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在
算力产业链构建中要做大上游、做优中
游、做好下游，积极构建数字经济发展
新体系，加快推进电子信息技术产业聚
链成群，将“算力产业、人工智能、半导
体”作为发展电子信息技术产业的支
撑，立足现有产业布局，制定招商图谱，
实施精准招商。同时，按照“一网、一
云、一脑、一账、两中心、大模型、实验
室”的思路，搭建呼和浩特市数据治理
体系“四梁八柱”，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大力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
努力打牢呼和浩特市数字经济发展底
座。

“今年，我市计划实施重点项目 69
个，搭建电子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底层架
构。同时我们计划与芜湖集群、贵安集
群先行先试，统一建立算力调度平台，开
展算力进京入沪下湾区活动，进一步加
强与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的联系。”市大
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徐艳国说。

抢占数字经济新赛道，抢滩数字经
济新蓝海，呼和浩特正在争当数据时代
弄潮儿。 （李海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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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年首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4.92万亿元

锦绣中国年 全区唯一
我市科技志愿服务项目获中国科协表扬

2023年我区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
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7.4%

华灯初上，在内蒙古展览馆广场，“黄河
九曲”灯阵气势恢宏，百盏灯笼交相辉映，吸
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观赏。2月7日晚，以“欢
欢喜喜过大年 游龙御马迎新春”为主题的自
治区系列文旅活动在内蒙古展览馆开启。
伴随着铿锵有力的锣鼓声，舞狮舞龙等传统
节目轮番上阵、激情演绎，处处洋溢着吉祥
喜庆的新年气氛。

一阵锣鼓声过后，舞龙舞狮队惊艳登
场，长龙随着鼓点的快、慢、轻、重，时而翘首
仰视、时而摇头摆尾；活灵活现的狮子昂首
阔步，身着彩色霞帔，或跳跃翻滚，或相互嬉
戏，动作神态惟妙惟肖，赢得现场观众阵阵
拍手叫好。

“舞龙舞狮是我国优秀的民间传统艺术，
也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每逢传统佳节或
集会庆典，我们都以舞龙舞狮前来助兴，祈望
吉祥平安。”内蒙古志德堂龙狮鼓乐团团长尹
志伟介绍说。

特地赶来观看表演的市民马先生对记者
说：“太精彩了，好多年没有看到如此美妙的
非遗民俗表演了，一会儿我们全家人准备转
九曲，这里的九曲灯阵很漂亮，和家人一边转
一边许下新年愿望，并将祈福卡悬挂在九曲
上，希望新的一年国泰民安，事事如意。”

■本报实习记者 刘艳霞 摄影报道

本报讯 2月 9日开始，恼包村九
州非遗新春文化节活动正式开幕。作
为首府“幸福北疆 团圆青城”2024春
节元宵节文旅活动的“非遗集市”系列
活动之一，每项活动都让人耳目一新，
也让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

以非遗打铁花为例，打铁花是一

种大型民间传统焰火，是中国古代匠
师们在铸造器皿过程中发现的一种民
俗文化表演技艺，始于北宋，盛于明
清，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能在新春
佳节期间看到如此壮观的非遗表演，
实属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今年春节元宵节期间，我市文旅

活动异彩纷呈，其中“非遗集市”板块
与往年相比，内容更加丰富多彩，除了
恼包村九州非遗新春文化节活动外，
还有莫尼山第六届非遗中国年、“龙耀
新春 幸福赛罕”非遗展示、“寻味和林”
非遗美食千人羊肉宴、“河口元宵节”
非遗美食千人品鱼宴等，多位非遗传

承人会在现场大展身手，古老的民俗
表演、活灵活现的泥塑制作、国潮的汉
唐演艺、诱人的美味佳肴……市民快
快行动起来吧，到非遗集市品年味，近
距离接触非遗、了解非遗，让龙年春节
年味更浓郁，节日更喜庆。

（李海珍）

来啊！到非遗集市品年味

本报讯（记者 刘丽霞）记 者 从
自 治 区 统 计 局 获 悉 ，根 据 国 家 统
计 局 最 新 反 馈 数 据 显 示 ，2023 年
内 蒙 古 147 家 规 模 以 上 文 化 及 相
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36.6 亿
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长
17.4%。

分业态看，文化新业态特征较
为明显的 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
入 4.5亿元，同比增长 20.7%。

分产业类型看，文化制造业实
现 营 业 收 入 17.5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27.7%；文化批发和零售业营业收
入 53.4 亿元，同比增长 19.8%；文化
服务业营业收入 65.7 亿元，同比增

长 38.1%。
分行业类别看，新闻信息服务

实现营业收入 1.7 亿元，同比增长
22.5%；内容创作生产 8.2亿元，增长
14.2%；创意设计服务 15.6 亿元，增
长 14.1%；文化传播渠道 67.5 亿元，
增长 23.8%；文化娱乐休闲服务 13.4
亿元，增长 1.9 倍；文化辅助生产和
中介服务 14.6 亿元，增长 37.2%；文
化装备生产 0.4 亿元，下降 4.4%；文
化 消 费 终 端 生 产 15.1 亿 元 ，下 降
36.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营业
收入 106.4亿元，同比增长 30.6%；文
化相关领域 30.2亿元，下降 13.4%。

本报讯（记者 武子暄 通讯员 王
君）春节期间，呼和浩特春华水务开
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属各岗位干
部职工坚守一线，时刻做好供排水服
务和保障，确保水务各项工作稳定运

行，让广大市民度过一个安心祥和的
春节。

春节期间，制水分公司水质化验
科采样司机每天会开着采样车穿梭在
城市各街道，从所属厂站取回水样后，
每位化验员各司其职，一丝不苟完成
每日水样检测工作，确保化验数据真
实准确。

“春节期间，我们工作人员会严格
落实在岗值守制度，严格水质检测标准，
确保水质达标，让市民喝上安全优质的
自来水。”水质化验科科长郭连钢说。

“今天我补办水卡，工作人员服务
态度很好，工作流程很快。”2月9日，正
在巨海城营业厅办理业务的用户李先
生说。高峰时段，营销分公司营业厅安

排专人穿梭在队伍中，利用用户排队间
隙时间为大家答疑解惑，按照办理不同
业务进行窗口分流，坚持“用户只跑一
次”原则，让缴费服务更有温度。

“调度工作越是到节假日，越要高
度集中，确保供水安全这根弦不能
松。”调度坐席员刘海燕说。今年是刘
海燕在供水调度台前度过的第三个春
节，和往常一样，她与同事们时刻关注
着全市供水管网运行情况以及各类设
备运转情况。

安静的调度指挥中心大厅里，尽

是闪烁着的屏幕和此起彼伏的电话铃
声。春节期间，供水分公司调度中心
24小时待命，受理全市供水故障诉求
和用户咨询业务及维修任务派单工
作；7个管网维护所全天候值班备勤，
做到“人员、车辆、物资、设备、通信”五
到位。

春节期间，排水分公司接诉即
办 12345 政 务 服 务 便 民 热 线 和
12319 城 建 服 务 热 线 平 台 工 作 人
员，也将认真记录解决居民来电反
映的急难愁盼问题……

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记者 吴雨）中国人民银行 9日发布的
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4年 1月份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4.92
万亿元，同比多增162亿元。专家认为，开年首月贷款保持稳定增
长势头，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力度稳固。

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1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42.5万亿
元，同比增长10.4%。分部门看，1月份，住户贷款增加9801亿元；企
（事）业单位贷款增加3.86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3.31万亿元。

“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企业开年信贷需求较强。”招联首席
研究员董希淼认为，开年以来，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精准有
效，中国人民银行及时宣布降准和下调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利
率释放政策利好，并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继续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有效提振了市场信心。

记者了解到，1月末绿色贷款、普惠小微贷款增速分别在30%、

15%以上，均明显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同时，1月份不少银行企业贷款
利率和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延续稳中有降态势，有效激发了信贷需求。

从货币供应看，1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97.63万亿元，同比
增长8.7%。在去年同期高基数背景下，保持了合理增速。同时，狭
义货币（M1）余额69.42万亿元，同比增长5.9%。

另外，1月份，我国人民币存款增加5.48万亿元，同比少增1.39
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2.53万亿元。

社会融资规模是比较全面反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总量性指
标。同日发布的社融数据显示，1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384.29万亿元，同比增长 9.5%。1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6.5万亿
元，比上年同期多5061亿元。

专家表示，社会融资规模在去年同期高基数的基础上，继续保
持同比多增，说明金融体系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本报讯（记者 武子暄）近日，中
国科协公布了 2023年度科技志愿服
务先进典型，由市科协推荐的科技志
愿服务项目——“普”公英科技志愿
服务名列其中，是全区唯一上榜项
目。

2023年，市科协整合科普专家和
科普志愿服务团队资源，依托各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党群服务
中心、科技场馆、科普教育基地、学校
幼儿园这五类场所开展青少年科技
志愿服务活动。活动内容由原先较
为单一的科技知识科普拓展为科技、

环保、应急、政策法规、科学家精神、
民族团结六大领域的科普、宣讲，充
分带动了科普专家、科普志愿服务团
队参与科技志愿服务，有效提升了全
市青少年科学素质。

今后，市科协将以“普”公英科技
志愿服务为载体，扩大受众面，覆盖
五大重点人群，打造全域科普品牌

“青橙 i科普”，提高首府科普宣传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从而进一步提升科
普服务能力、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
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
法，促进首府科普事业高质量发展。

首府：全力抢占数字经济新赛道

非遗民俗相竞彩非遗民俗相竞彩文化年味别样浓文化年味别样浓

本报讯（记者 宋向华）近年来，
首府财政持续强化资金保障，大力
推进我市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
社会（简称“两型社会”）建设。

一是落实补助资金，为生态环
境建设添动力。2022 年，我市成功
获批国家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市，
三年获得中央预算资金 11 亿元的
支持。2023 年，市本级筹集资金，
安排海绵城市配套资金预算 42150
万元，为建设宜居、绿色、韧性、智
慧、人文城市创造条件，推动我市
海绵城市建设迈上新台阶。

2022 年 4 月，我市成功申报国
家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项目，三
年争取到中央专项资金 21 亿元。
2023 年，市本级安排清洁取暖项目
配套资金 17074 万元，该项目通过
实施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集中

供热管网延伸扩网改造、燃煤散烧
治理，使能源消耗切实降低，空气
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农村牧区人居
环境不断改善，生活品质得到极大
提升，进一步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幸
福感。

二是争取各项上级补助资金，
支持治污减排工作。2023 年，市财
政局争取到节能减碳专项中央基
建投资预算资金 3400 万元、城镇污
水处理奖励资金 1501.1 万元、自治
区 农 村 牧 区 垃 圾 处 理 补 助 资 金
407.7 万 元 、自 治 区 城 镇 生 活 垃 圾
分类设施补助资金 1197 万元，通过
对重点领域和行业节能减碳改造、
资源再生减碳等项目建设，以及各
项节能减排工作，改善城乡环境，
促进资源回收利用，为我市推动绿
色低碳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我市持续强化资金保障
大力推进“两型社会”建设

我市工业增加值、固投、资金争取
实现“三增长”

本报讯（记者 宋向华）2023年，我
市全面促开工、保投资，狠抓项目建设
重点环节，围绕上下游产业配套做大
做强产业能级目标，立足产业园区“主
战场”，以园聚链、以链集群，加速园
区、企业、产业集群同向发力，为首府
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力，
实现工业增加值、固投、资金争取“三
增长”。这是记者2月6日从市工信局
了解到的。

紧盯“做大体量”，工业增加值增
速全区第一。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完成
总产值2701.4亿元，同比增长10.4%，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23.6%，超
出年初预期目标 15.6个百分点，分别
高于全国、全区 19、16.2个百分点，位
居全区第一位。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居
第一位，首府工业实现了量的稳定跨
越和质的有效提升。

紧盯项目建设，工业固投增速全
区第一。通过持续加强项目建设全链
条跟踪服务和监督指导，不断推动扩
大有效投资，确保工业投资“应投尽

投”。全年工业投资增长84.1%，较上
年同期提高 71.6个百分点，占全部投
资比重为 39.1%，拉动全部投资增长
22.4个百分点，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
献率为87.7%。全市工业固投同比增
长分别高于全国、全区工业固投增速
75.1、51.2 个百分点，位居全区第一
位。

紧盯资金争取，全年资金争取额
度实现翻番。市工信局充分发挥自身
职能作用，大力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
工业领域政策措施，把准政策趋势、做
实项目储备、积极争取资金，为工业企
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提供
要素支撑，不断提升工业园区集约发
展水平，全年争取资金 6.9亿元，超额
完成年初工作目标。

2024年，市工信局将进一步把各
项工业领域政策落实、落细，把推进重
点项目建设作为稳投资、促增长的重要
抓手，铆足干劲抓项目，持之以恒做大
做强工业支柱，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力推全市工业经济持续平稳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