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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城聚力·六个工程

呼和浩特市温暖工程分批开工有序推进

习近平向澳大利亚新任总督
莫斯廷致贺电

包钢调研呼和浩特盛乐国际机场和
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内蒙古发布10条夏季旅游精品线路

从草原到黄河四日游玩大美青城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7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
电萨曼莎·莫斯廷，祝贺她就任澳大利亚总督。

习近平指出，中澳互为重要合作伙伴，都是亚太地区
重要成员和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重要力量。一个健康稳
定发展的中澳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和长远

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我高
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澳方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
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原则，推动构建更加成熟稳定、
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
人民。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近日，记
者从呼和浩特市住房公积金中心获
悉，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

《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公积金缴存管
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将调整 2024 住
房 公 积 金 年 度（2024 年 7 月 1 日 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下同）缴存基数和
比例。

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2024住房
公积金年度单位和职工缴存比例为
各 5%—12%（取整数值）。缴存单位
可根据实际情况在规定范围内自主
确定具体缴存比例。

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起，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
基 数 由 2022 年 月 平 均 工 资 调 整 为
2023 年月平均工资。按照呼和浩特
市统计局《关于 2023 年呼和浩特市

城 镇 单 位 就 业 人 员 平 均 工 资 的 报
告》（呼统发〔2024〕17 号）“2023 年呼
和浩特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
年平均工资 116341 元”计算，2024 住
房公积金年度缴存基数上限不得高
于 29085元。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调整自治区最低工资标
准及非全日制工作小时最低工资标
准的通知》（内政办发〔2021〕69 号）
精神，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不得低
于以下标准：呼和浩特市四区、和林
格尔县 1980 元；呼和浩特市土默特
左旗、托克托县、清水河县、武川县
1910元。

灵活就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个
体工商户等）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
上下限参照执行。

本报讯（记者 宋向华 通讯员
王永平）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
部公示第二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试点城市，呼和浩特市入选，将获得
中央财政给予的 1.5亿元专项资金支
持。

呼和浩特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扎实，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
纽节点城市、国家互联网骨干直联点，
成功开通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
也是“东数西算”的全国数字战略八大
枢纽节点之一，建成全区首个区域级
国家工业互联网综合型标识解析二级
节点，数字化转型示范标杆，5G+工业
互联网应用场景占比超全区 1/3，两化
融合贯标 3A级企业占全区半数以上，
培育了优势特色突出的制造业集群，

数字化转型成果水平全区领先。此次
入选是呼和浩特市以数字化转型为抓
手，做好新型工业化的生动实践，将有
效激发首府工业经济活力和创新动
力，对带动全市中小企业数字化发展
水平整体跃升意义重大。

下一步，呼和浩特市将高位顶格
推进试点城市建设，遴选绿色食品加
工、新材料制造等 6个产值规模大、集
聚程度高的细分行业企业为重点对
象，持续加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力
度，统筹用好国家资金和内蒙古自治
区、呼和浩特市配套资金，助推传统
制造业向数智化转型，探索形成区内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有效模式，形
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实现“试成
一批、带动一片”的目标。

本报讯（实习记者 若谷）6 月 30
日，内蒙古发布了 10条夏季旅游精品
线路。

祖国正北方的内蒙古发展旅游
优势显著。10 条夏季旅游精品线路
包括：“一城看北疆·大美青城”四日

游、“醉美草原·呼伦贝尔”五日游、
“边境风情·环兴安岭自驾之旅”四日
游、“森林温泉·阿尔山度假”三日游、

“胜境探秘·科尔沁草原”三日游、“玉
龙故里·红山印记”三日游、“草原追
梦·畅游锡林郭勒”三日游、“北京向

西一步·草原避暑之旅”四日游、“畅
游西部·沿黄自驾之旅”五日游、“沙
漠传奇·巴丹吉林沙漠探险之旅”四
日游。

据介绍，“一城看北疆·大美青
城”四日游由呼和浩特出发，至哈达

门高山草原旅游区，至莫尼山非遗
小镇，至大召历史文化旅游区，再至
昭君博物院，再至奥威马文化生态
旅游区，再至蒙草草博园，再至老牛
坡红色文化旅游区，终点为老牛湾
黄河大峡谷旅游区。

本报讯（记者 云静）7 月 1 日，自
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包钢调研呼
和浩特盛乐国际机场和经济技术开
发区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调研中，包钢实地察看了 S43 机
场高速、机场航站楼、空管塔台、航
空公司基地等项目建设进度，强调
盛乐国际机场是国内重要的干线机
场和区域枢纽机场，要坚持高标准
建设，严把工程质量关，守好安全生
产底线，盯紧节点、压茬推进，确保
各项工程如期完工。要加快机场与
公路、市政道路的互联互通，做好高
铁、轨道交通预留工程，打造综合交
通枢纽，实现周边旗县、城市与机场
的快速通达。

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包钢先后来

到双奇药业生物智能制造、立物光
伏运维机器人中试、阿特斯光伏新
能源全产业链、绿氢科技电解水制
氢装备制造等项目施工现场和双杰
电气及天皓新材料生产车间，详细
了解项目推进和企业运行情况。包
钢说，经开区要进一步增强服务意
识，全力保障项目建设，主动为企业
排忧解难。要围绕生物医药、新能
源、新材料和先进制造业等优势主
导产业，在延链补链强链上下功夫，
加强上下游产销对接，提升全产业
链竞争力。要推进标准厂房、人才
公寓等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园区综
合承载能力，建设好现代化国家级经
开区。

市领导刘继英等参加调研。

呼和浩特市入选国家第二批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

呼和浩特市调整
2024年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和比例

本报讯（记者 刘丽霞）“全市计划
实施温暖工程项目 62个，目前已开工
50个，开工率80%，剩余12个项目计划
7月初全部开工”。近日，记者在采访
中获悉，呼和浩特市温暖工程启动以
来，正按照计划分批开工，有序推进。

据介绍，在上一采暖季，呼和浩特
市总供热面积为1.97亿平方米，主城区
供热面积 1.77亿平方米，其中，热电联
产供热面积 1.15亿平方米，占比 65%；
燃煤供热面积 0.29 亿平方米，占比
16%；燃气供热面积 0.31亿平方米，占
比 18%；电供热面积 0.02亿平方米，占
比1%。全市共有供热企业46家，其中
主城区 33 家。全市供热管网长度为
8332公里，其中一次管网1596公里、二
次管网6736公里。

为推进温暖工程顺利实施，在热
源方面，将新增热源 3800 万平方米，

其中大唐托电长输供热管网工程中
涉及的两台发电机组改造已全部开
工，预计 9 月底前完成改造，新增热
源 3300 万平方米；金山电厂长输供
热管网工程已具备提供 500 万平方
米供热能力，通过接入城区西环网
后（从土左旗小东营村沿新华西街
接入城区西环网，敷设管道 3 公里，
计划 7 月中旬开工建设），实现新增
热源 500 万平方米。全市将完成 36
台燃煤锅炉替代任务，现已完成替
代 21 台，10 台正在实施并网改造，计
划 9 月底前完成替代，5 台位于大学
城（浩帆热力），因距离北环网隔压
泵站 20 公里，敷设供热管网施工难

度较大，计划暂时保留锅炉，后续采
取“煤改气”等方式改造。

在热网建设方面，17.6公里东环网
建设将利用现有的供热管网 13公里，
新建供热管网 4.6公里，已完工 1.7公
里，剩余 2.9公里 7月底前完工。一次
管网改造计划实施 209 公里，已开工
88.7公里，已完工 15公里。按照分批
分期进场施工的模式，计划7月份新开
工 71公里、完工 62.7公里；8月份新开
工 49.3公里、完工 69.3公里；计划 9月
底前全部完工。二次管网和楼道立管
改造任务共涉及 1333个小区，已开工
690个，开工率 51.8%；已完工 90个，完
工率7%。计划7月份新开工381个，完

工 420 个；8 月份新开工 448 个，完工
380个；计划9月底全部完工。

燃煤散烧整治方面，2024年计划
实施燃煤散烧整治4.94万户，已开工建
设1.86万户，剩余3.08万户6月底前也
已开工，计划8月底前完工3.42万户，9
月底前全部完工。

另外，智慧供热平台建设方面，已
完成智慧供热中控平台搭建，正在陆续
接入数据；同步实施的热源、管网、换热
站监测装置安装项目可研已通过专家
论证，计划7月中旬完成招标并开工建
设，9月底前可完成平台建设和监测设
备安装使用。供热企业整合方面，计划
整合民营企业 29家，已应急接管 1家，
其余28家各地区已委托律师事务所进
行尽职调查，同时组织市燃热集团对接
民营企业协商具体整合方案，分类推动
民营企业整合工作。

近日，走进和林格尔县台基营苜蓿
基地，连片的紫花苜蓿流青溢翠、长势
喜人。蓝天白云下，一台台割草机、搂
草机等大型机械穿梭在田间地头，一派
繁忙的收获景象。

放好草垛子，牵住牛鼻子。奶业
振兴，急需草业支撑。近年来，为打造

“从一棵草到一杯奶、再到一块奶酪”
全产业链，培育乳制品世界先进制造
业集群，让“中国乳都”更具影响力，呼
和浩特市紧抓政策落实，通过实行“草
畜一体化”奖励机制，对种植苜蓿和燕
麦并销售到奶牛养殖场的干草和青贮
进行资金补助。同时，积极培育具备

“育繁推一体化”的草种业经营主体，
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草种品牌，推
动现代、正时、蒙草等知名龙头草企逐
步形成集聚效应，增强本土草种业的
竞争力。2024年，全市饲草总面积达
到 160万亩，稳定提供 400万吨优质饲

草料，饲草总自给率已突破 80%，其
中：青贮玉米自给率达到 100%、苜蓿
草自给率提高到 40%、燕麦草自给率
达到 53.3%，基本实现了“牧场周边有
草场”。

“今年我们引进的无尘搂草机，不
仅能有效降低灰分含量和叶片在作业
过程中的损耗，更能进一步提升牧草品
质。”正时生态农业呼和浩特有限公司
负责人张海龙说：“我们还通过采用智
能喷灌技术，实现了水肥自动一体化和
节水效能，在收获优质苜蓿的同时能使
每亩增收20%以上。”

好草需良种。为加快解决乳业产
业链上的“卡脖子”难题，推动草种业国
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呼和浩特市启动
实施了优质牧草技术攻关项目，积极同
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内蒙古农
科院等科研机构合作，持续在优质牧草
种植方面开展技术攻关，大力推进优质

苜蓿新品种、新技术的成果转化应用，
建成了国家牧草种质资源中长期库和
农作物种质资源库，成功出台苜蓿草、
燕麦草地方技术标准 44项，形成了集

“育种、扩繁、栽培、加工、利用”于一体
的技术体系，实现了优质苜蓿平均亩产
量提高43%、草粗蛋白含量达21%和使
用本地苜蓿的奶牛日产奶量提高 1斤
的饲草种植水平质量、产量的“双提
升”。

“我们从草地和土壤微生物的互作
关系入手，研发出‘适地适菌’的合成菌
群菌肥。”蒙草集团牧草育种研究院院
长张跃华介绍道，“我们还开展了苜蓿、
燕麦等牧草土壤高效促生微生物菌株
（群）评价与筛选，挖掘出具有促生、增
肥及固碳作用的有益微生物200余株，
极大提高了苜蓿、燕麦的生长速度和产
量，同时减少了化肥的使用量，做到生
态种植。”

实现草田轮作是固碳增汇的重要
手段。呼和浩特市积极探索干草/青
贮裹包加工、不同灌溉方式、集成运用
模式等多种特色生产模式，初步形成

“苜蓿草+玉米青贮+燕麦草”稳定的奶
牛三大饲草供给体系，使饲草种植成
为最好的轮作品类，也成为了典型的
绿色、环保、生态农业之一。同时，通
过采取“以养带种”生产方式，构建起

“种+养+粪肥还田”良性循环格局，促
进牧场粪污的资源化利用，实现了农
业生态系统内物质低碳循环利用的最
佳模式。

呼和浩特市农牧局饲料饲草科科
长宁鸿彬表示，下一步，将通过紧抓政
策落实、草种业产业培育、技术攻关、项
目申报等，真正把饲草种植打造为“从
一棵草到一杯奶”全产业链的“先手
棋”，全力做好呼和浩特市生机蓬勃的

“草文章”。

本报讯（实习记者 刘艳霞）7月 1
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3周年之
际，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崔振武为全
体政协机关干部讲授纪律党课。

崔振武从党纪学习教育“是什么”
“为什么”“学什么”“怎么学”几方面进
行了深入解读，强调全体政协机关干
部要以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为重点，紧密联系工作、思想、生活
实际，通过学习搞清楚党的纪律规矩
是什么，弄明白能干什么、不能干什
么，让党纪成为日用而不觉的言行准
则，坚决做到学纪、知纪、明纪、守纪，
把党纪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坚定理想
信念、提升党性修养、锤炼官德人品的
实际行动。

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崔振武
围绕党纪学习教育讲授专题党课

首府：优化牧草供给 助力奶业振兴
●本报实习记者 吴香凝

7月1日，内蒙古电力集团呼
和浩特回民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正
在对辖区重点线路开展巡视测
温，保障配电网运行稳定，为配网
迎峰度夏提供坚实保障。

■本报记者 武子暄
通讯员 李顺鹏 摄

巡视测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