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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再踏层峰辟新天
●本报记者 杨彩霞 文/图

2023年9月6日，第四届中国
—蒙古国博览会暨国家向北开放
经贸洽谈会在呼和浩特市开幕。
本届博览会参展企业3000多家，
参展国别35个国家和地区，参展
省区市27个、主宾省3个，均创历
届之最。

今年 5月 25日，呼和浩特首
趟中亚班列商品车专列从沙良
物流园发出。搭乘本次专列的
286台国产自主品牌商品汽车，
总货值约2900万元，经由新疆霍
尔果斯口岸出境，最终运抵哈萨
克斯坦阿拉木图。

今年 5月 20日，内蒙古青城
乳业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在我市
开市。这是我国首家乳业大宗
商品现货交易平台，平台将围绕

“线上与线下”“场内与场外”“资
产与数据”“境内与境外”四类联
动，建设千亿级交易平台。

“院士青城行”活动，世界奶
业大会、2023环境科技赋能绿色
发展推进大会……各类国际盛
会在呼和浩特举办，来自国内外
企业、行业协会的嘉宾和专家学
者，通过项目观摩、发展论坛、产
业展会、招商推介等系列活动，
共同探讨创新、绿色、可持续发
展的新模式和高质量发展的新
路径。

呼和浩特市正在大力推进
招商引资，让开放的“大门”越开
越大。落实“自贸区创建工程”，
推进申建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
试验区呼和浩特核心区，打造制
度型开放引领区，构建面向俄蒙
的全方位交流合作平台。加快
建设中欧班列集散中心，开行中
欧、中亚班列争取达到 100列;推
进白塔机场进境冰鲜水产品指
定监管场地验收投用，综保区进
出口总额争取达到100亿元。推
动呼包“同城化”取得实质性进
展。举办世界草业大会、世界动
物疫苗产业大会、国际食品科技
联盟世界乳业峰会、中国绿色算
力大会。进一步加强与友好城
市的交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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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以来，我市坚决扛起完成“五大任务”的重大责任，紧紧围绕让“两个屏障”更加牢固、“两个基

地”量质齐升、“桥头堡”作用充分彰显的奋斗目标谋篇布局、立柱架梁，实字当头、干字为先，继续在新征

程上推动经济社会实现新的更大发展。

巍巍大青山、茫茫敕
勒川，初夏的呼和浩特生
机勃勃、绿意盎然。

每到迁徙季，在黄河、
大黑河、小黑河都能看到
候鸟的身影。

“生态环境好了，候鸟
明显比往年多。每年开河
的时候，我们都要来黄河
岸边走走看看，拍一些照
片留念。”摄影爱好者刘洪
福不无感触。

近年来，呼和浩特坚持
把“绿色”融入经济社会发
展全过程，为高质量发展构
筑“绿色谱系”、积累“绿色
动能”。持续开展大规模国
土绿化，重点实施“山川河
海”保护工程，依托大青山
全域，打造了“山城相依、绿
色绕城”的生态屏障；还原
敕勒川草原花、草、水、鸟共
适的自然状态，再现敕勒川
风吹草低的美景；开展黄河
呼和浩特段全流域治理，让
黄河成为岸绿、景美、民富
的生态河、幸福河；推进哈
素海生态修复和品质提升，
展现出“塞外西湖”柔美江
南景色。

“呼和浩特天朗气清，
抬头远望是醉人的‘青城
蓝’。碧水泛波，环顾四周
是怡人的‘生态绿’。这座
城市太美了!”来自湖南的
游客尤润丰说。

如今，“生态”已经成
为 呼 和 浩 特 的“ 宝 贵 财
富”，而“绿色”成为“最美
底色”。

2023 年，大青山前坡
“生态绿带”等治理项目全
部建成，完成林草生态建
设 40.3 万亩，全市森林面
积 271247 公顷，森林覆盖
率 15.8％。全年优良天数
合计292天，成功入选国家
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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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把小区闲置空地建成
停车场，以解决居民停车难问题。”
新城区西街街道曙光街社区居民
温明在小区红石榴驿站居民议事
厅里把自己的建议提出来，与社区
干部和物业公司共同讨论。

居民的事儿居民说了算。如
今，遍布在呼和浩特各处的“红石
榴驿站”成为首府各族群众需求
的前端“哨口”，依托“石榴籽”议
事厅、小马扎议事厅、红色议事厅
等，商议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

呼和浩特市是一个多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的地区，49 个民族在
这里生息繁衍、生产生活，共同创
造出了美好家园。近年来，我市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厚植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
发展的沃土，促进全市各族人民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开
创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团
结、边疆安宁的崭新局面，谱写了
呼和浩特繁荣发展的新篇章。

走进赛罕区给水团小区，昔
日的旧貌已不见踪影，映入眼帘
的是干净整洁的院内环境、平坦
宽敞的柏油路面、种类多样的健
身器材。

针对基层治理存在的短板，
呼和浩特市坚持从实际出发、从
问题入手，举全市之力提升首府
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激活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一池春水”，
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

明星演唱会、草原音乐节、中
蒙博览会、大型体育赛事……每
一次大型活动的现场，就会看到
公安民警巡逻的身影。

平安，是民心所寄。首府公
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不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
经验”，推动警务工作全面融入基
层社会治理，主动为群众化矛盾、
解难题、办实事。形成多元化化
解矛盾、全方位守护平安、零距离
服务群众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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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8日，“东数西算”工程重点项
目——中国建设银行内蒙古和林格尔
新区数据中心开工建设。

4月 8日，呼和浩特航天经济开发
区EPC建设项目在赛罕区开工建设。

5月 28日，自治区科技“突围”工程
——空天跨尺度计量基准大科学装置
与高性能光栅产业化项目在和林格尔
新区启动建设。

……
如今，在青城大地上，华为云、阿特

斯、合盛硅业等一大批引领发展的“高
精尖”项目密集落地建设。

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
地，呼和浩特市积极谋划传统产业升
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布局。重
点培育的“六大产业集群”，其中，乳业
围绕“育好种、种好草、养好牛、产好奶、
建好链”，以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蒙牛
乳业产业园以及上下游配套产业为重
点，加快推动“中国乳都”走向世界；电
子信息技术产业围绕“储、算、输、研、
造、用”，推动算法、算据、算力全产业链
发展，打造“中国云谷”和中国绿色算力
中心；生物医药产业围绕生物疫苗、生
物发酵与制药、中（蒙）医药3条产业链，
加快向高附加值成品药、制剂、大健康
方向拓展；新材料和装备制造产业围绕
光伏、半导体两条产业链，打造“中国半
导体硅材料之谷”；新能源产业围绕

“风、光、火、氢、储”全产业链，打造新能
源消纳利用示范区；现代化工产业围绕
石油化工、煤化工、煤焦化工、氯碱化
工、硅化工 5条链，打造精细化工示范
区。同时，呼和浩特正在加快布局“未
来产业”，瞄准未来信息、未来空间、未
来材料、未来健康、未来能源 5大领域，
重点发展人工智能、商业航天、低空经
济、新一代半导体材料、生物工程等未
来产业，目前已经布局了东方超算AI算
力、韦加无人机智能制造、叁零陆零超
级电容及软碳材料、华域干细胞生物技
术等一批重点项目。

今年，我市将全域推动绿色低碳发
展。新增绿色工厂10家左右，推动金山
高新技术开发区、和林格尔乳业开发区
创建国家级绿色园区。完成 45万亩林
业碳汇开发储备项目，推动建设呼和浩
特林业碳汇交易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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阡陌纵横的青城大地，一块
块平整的田地孕育着丰收的希
望；现代设施大棚内，果蔬郁郁葱
葱，规模化养殖园里，牛羊膘肥体
壮；农产品加工车间内，一台台机
器满负荷运转……处处都是农业
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发展新景
象。

在位于赛罕区的嘉仕高标准
设施农业基地，技术管理员刘剑
正坐在办公室里用手机查看阳光
玫瑰葡萄温室大棚的土壤、温度、
湿度等各项数据。

在土左旗塔布赛乡玉米单产
提升工程农田里，自动导航无人
驾驶农机具正在播种。

呼和浩特市聚焦建设国家重
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2023 年，
全市绿色农畜产品加工产业集
群迈上全新台阶，伊利现代智慧
健康谷奶酪生产车间、奶粉二期
建成投产，蒙牛乳业产业园特康
瑞高端乳制品、奶特智能化升级
技改项目建成投产，乳业全产业
链营业收入超过 2560亿元、同比
增长 14%以上;成功举办首届世
界奶业大会，荣获“世界乳业科
技之都”“中国奶业育种之都”称
号，获批国家奶业优势特色产业
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
群，“中国乳都”的名片越擦越
亮。

今年，我市绿色农畜产品加
工产业集群将完成产值 600 亿
元。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开工建
设优然牧业总部、奶酪二期、高端
乳清脱盐粉智能化生产项目;蒙牛
乳业产业园建成投产5G数字化奶
粉工厂、日产500吨低温乳制品等
项目。打造“从一棵草到一杯奶、
再到一块奶酪”全产业链，加快建
设全国乳业交易中心，培育乳制
品世界先进制造业集群，让“中国
乳都”更具影响力。推进建设武
川县高原特色农畜产品产业园、
清水河县优质农畜产品加工产业
园，推动正大食品三期项目落地，
建成西贝贾国龙功夫菜超级中央
厨房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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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黑河花田

环城水系小黑河

各族小朋友欢庆“六一”

中欧班列青城号（呼
和浩特—莫斯科）首发

科技人员展示花生品种

中环晶体切方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