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看身边新变化

随着“博物馆热”
持续升温，我市各大博
物院外也排起长队。
10月2日，内蒙古博物
院、昭君博物院、呼和
浩特博物馆等吸引许
多市民、游客前来探寻
历史的足迹，感受文化
的魅力。

■本报记者
王劭凯 摄

10月3日，五塔寺博物馆推出“塔
铃清音 国风音乐季”国庆节演出活
动。活动现场，古筝独奏《高山流
水》、古典舞蹈《扇舞丹青》、民乐合奏

《神话》等精彩节目吸引了许多市民、
游客驻足观看，用音乐的力量传承新
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本报实习记者 刘艳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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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我在岗

1—8月呼和浩特市绿色农畜产品加工
产业集群实现工业产值301.34亿元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1—8月，呼
和浩特市绿色农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
实现工业产值 301.34亿元，占全市工
业比重的 17.8%，有力支撑了首府产
业发展，这是记者近日从市发改委获
悉的。

今年以来，呼和浩特市重点推进赛
科星牧业二期4000头奶牛养殖项目、
蒙草生态环境集团柠条饲料加工项目、
内蒙古额尔敦汗达食品公司牛羊肉深
加工及奶制品项目、一甸园饮料5万吨

果蔬汁成品加工罐装项目、呼和浩特国
际冷链物流中心（明品福）等113个项
目开工建设，累计完成投资66.82亿元，
不仅提升了乳业、饲草饲料、肉类、杂粮
等农畜产品的加工能力，更带动了上下
游产业链的提档升级。

此外，新签约的蒙牛小镇和总部
未来园项目、武川县黎虔综合生态全
产业链项目等53个重大项目，总投资
额达 101亿元，为产业集群的未来发
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本报讯（记者 祁晓燕 通讯员 王
宇峰）近日，呼和浩特海关所属赛罕海
关为齐鲁制药（内蒙古）有限公司签发
了自治区首份中国—塞尔维亚自贸协
定原产地证书。出口商品为多杀霉素
原药，货值约160万元。据了解，凭借
这份原产地证书，企业将在塞尔维亚
享受约4万元的进口关税减免。自从
2024年 7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和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
定》生效后，中塞双方分别对90%的税
目逐步相互取消关税，最终零关税目
的进口额比例将达到95%左右。

“我公司是一家综合性制药企业，
塞尔维亚是今年开拓的新兴市场，受

益于自贸协定下的关税减让，产品的
出口竞争力更强，订单已经排到今年
年底，出口额预计同比增长约 20%。”
齐鲁制药（内蒙古）有限公司业务经理
罗晓娜介绍说。

今年以来，赛罕海关依托“智关强
国”行动，通过多种形式加强自贸协定
红利政策宣讲，指导企业应用“智能审
核+自助打印+自主声明”的便利签证
措施，进一步提高办证效率，推动呼和
浩特市产品不断扩大出口。据统计，
1—8月，赛罕海关累计签发各类原产
地证书 2869份，同比增长 12.51%，签
证金额13.08亿元，预计可帮助企业减
免进口国关税7千万元。

赛罕海关签发自治区首份
中国—塞尔维亚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

10月 1日，当大家都沉浸在喜庆
热烈的节日氛围中、享受着假日的休
闲放松时，呼和浩特市中医蒙医医院
七病区的护士福荣霞如往常一般早早
来到病房，开启了一天忙碌的工作。

核对信息、整理病床、检查药品……
作为一名责任组长，福荣霞要比同事
早一点来到护士站提前做一些准备工
作，然后跟着护士长一起做晨护以便
更全面地了解住院病人的情况。

“相对而言，每天上午比较忙，要
给患者配药、取药、做理疗。一个上午
下来走不了一万步也得走八千步。”每
天早上8点半是医护交接班时间，交接
完成后，福荣霞就开始进行巡查工作，

“巡查主要是进一步了解患者的情况，
看看患者药品使用情况，检查一下理
疗仪器的准备情况，核对好患者信息
避免出现错误。”

福荣霞负责的七病区一共有 20
名护士，主要负责老年科和脾胃科两
个科室的 76个病人。从早上记者来
到护士站直到记者离开，福荣霞几乎
一直以小跑的状态来回忙碌着，不是
跑着帮患者换输液袋，就是跑着给患
者拿药。“姐，10号床病人皮试阳性。”

正在巡查的福荣霞听到同事的反馈立
刻又启动了加速模式，跑进了医生办
公室。

作为一名护士，福荣霞和她的同
事早已习惯了节假日在岗位上坚守。

“照顾患者可不能挑时间，在这个岗位
上工作的人，都没有完整的节假日。
为每一位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对我
们来说比假期重要。”福荣霞笑着说。

坚守“医”线 护佑健康
●本报实习记者 若谷

鲜奶有了新“打法”首府文旅新地标唤醒城市记忆
●本报实习记者 若谷 实习生 云若丹 文/图

国庆假期如约而至，很多人已经
在旅行的路上，也有不少人选择去首
府的文博场馆参观，感受文化气息十
足的呼和浩特。

记者看到，10月3日一早，就有很
多读者来到呼和浩特市图书馆，阅读、
做练习册，沉浸在学习的氛围中。读
者小雨告诉记者：“我今年升初三了，
国庆假期打算就在呼市周边转一转，
然后就来图书馆写写作业，感觉这里
更有学习氛围，更适合我们学生。”

据了解，国庆假期，呼和浩特

市图书馆推出了“弘扬传统文化·
诵读经典著作”主题元宇宙文学剧
本杀互动体验活动、载梦空间之中
国梦·航天情亲子阅读活动等，让
每一位走进图书馆的市民、游客都
收获满满。

品味书香之余，呼和浩特各博物
馆也是市民、游客首选目的地。在假
期，除了常规的展览外，各博物馆也
推出了各种主题活动，比如五塔寺博
物馆推出了夜观星空主题活动，学生
们在专业教师带领下，共同探索星空

的奥秘；10月 2日，呼和浩特博物馆
开展了“共绘长卷赞祖国我为祖国送
祝福”主题绘画活动，来呼和浩特博
物馆参观的孩子们争先恐后拿起画
笔，挥笔勾线、泼墨涂色，在画卷上尽
情展示自己的风采……

据呼和浩特博物馆工作人员介
绍，这几天来博物馆参观的市民、游
客明显增多，很多人都是奔着故宫的
特展来的，趁着假期好好品味一下文
物的精妙之处。市民李卓就带着从
临河来的亲戚来逛博物馆，他说：“考

虑到小长假外出人比较多，就带亲戚
在呼市市区转转，来参观呼和浩特博
物馆的‘盛世琳琅——故宫博物院藏
清代宫廷玉器展’，在首府也能看到
故宫的藏品，他们感觉特别好，听着
他们的夸赞，我自己也为呼和浩特感
到骄傲。”

据了解，国庆假期，首府的多所
文博场馆都正常开馆，常规展览、主
题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全
方位感受呼和浩特的文化氛围和独
特的文化魅力。

首府市民乐享文化假期
●本报记者 王璐

本报讯（记者 刘丽霞）10月3日，
呼和浩特市 2024—2025年采暖季供
热动员会召开。

会议要求，各旗县区政府和各供
热企业要做好供热运行管理，在 10
月 10 日前完成供热设施试水试压，
重点对实施改造后的一次网、二次
网、换热站和楼栋管道运行情况进行
检验，及时处理存在问题和故障；供
热开始后严格保证供回水温度处于
正常运行区间，保障用户家中供热温
度达标。要落实供热“双管家”制度，
供热企业在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管家
和社区网格员相互配合，及时解决小
区供热问题；设立市级和旗县区的供
热服务热线，与“双管家”制度紧密结
合，及时接收、派送和处理投诉信息，
提高供热问题处理效率。要提前开
展访民问暖工作，组织供热管家提前

介入，对温暖工程路面恢复等工作进
行查漏补缺，安排经验丰富的人员成
立专业维修队伍，对供热设施、设备、
用户进行全面排查，重点针对上一采
暖季投诉较多的小区、“大串联”系统
小区等特殊用户管道、暖气片、阀门
等进行检查、清洗、更换，同时在供暖
开始后定期开展入户测温，保证采暖
季供热设施正常运行。要持续推进
智能测温装置安装，对于管网末端、
边户、顶户，居民反映往年供热质量
差等特殊用户，要同步安装户内测温
装置，监测数据接入全市管理平台进
行重点关注。

会上，市住建局对 2023 年全市
温暖工程完成情况进行了通报；玉泉
区政府、土左旗政府、市燃热集团、科
林热力公司代表地区和供热企业就
做好供热工作进行了表态发言。

呼和浩特市2024—2025年采暖季供热动员会召开

新华社北京10月3日电（记者 谢希瑶）记者近日从国新办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3年，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
加值占GDP比重达10%；中国云计算市场规模达6165亿元，增
长35.5%；数据生产总量达32.85泽字节，增长22.4%。稳健增
长的数字经济，为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商务部部长助理唐文弘介绍，以数据为关键要素、数字服
务为核心、数字订购与数字交付为主要特征的数字贸易，已成
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和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2023年以
来，中国的数字贸易快速发展。2024年上半年，中国可数字化

交付的服务进出口规模达到了1.42万亿元，增长3.7%，创历史
新高；跨境电商进出口 1.22万亿元，增长 10.5%，也达历史新
高，对贸易高质量发展支撑作用不断增强。

与此同时，中国数字贸易竞争实力显著提升。“云端经济”
生态逐步形成，催生出众包、云外包、平台分包等服务外包新
业态新模式。2023年，中国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达 1513.6亿
美元，自主研发游戏海外销售收入达 166.7亿美元，多款头部
游戏在海外广受认可，长期位居下载榜前列。网络文学出海
市场规模突破40亿元。

中国数字经济稳健增长为数字贸易夯实基础

呼和浩特位于北纬 40°，是国际公
认的黄金奶源带，也是全国重要的乳业
主产区。在呼和浩特市民的记忆中，小
时候家门口现打的玻璃瓶装鲜牛奶，是
独属于那个年代的鲜甜……

最近一段时间，一家可以让顾客体
验自己打鲜奶的青城奶站零号店激活
呼和浩特市民的城市记忆，以视觉与美
味的双重享受，成为刷爆朋友圈的打卡
新地标。

复古风的装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的摆件，年代感满满的家具……10月 3
日，记者来到位于呼和浩特雕塑艺术馆
东侧的青城奶站零号店，看到等待体验
打奶的顾客排成了长队，大家一边等
候，一边拍视频发朋友圈。“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青城市民清晨提着奶桶挤奶煮
食，为家人提供一整天的营养之源。我
们想通过店内的这些陈设，让大家唤起
往日的记忆。”青城奶站零号店工作人
员赵一瑾向记者介绍。

走进店内，人头攒动，大家有序排
队体验“现打鲜奶”新方式。只见一名
顾客从消毒柜里拿出一个敞口玻璃瓶，
放到弯曲的金属龙头下面，扳动龙头上
的复古手柄后，散发着香味的鲜牛奶顺
着细长的管道注满了整个奶瓶……

“这样的方式一下子唤起了我儿

时的记忆，特别喜欢这种方式，直观新
鲜，自己亲手打的牛奶总是特别香甜，
每次路过都会来打一瓶。”家住附近的
陈璐说。

赵一瑾告诉记者，“现打鲜奶”是
店里的核心卖点，用“自己打奶”的形
式让顾客更有参与感和获得感。“很
多消费者都是冲着现打鲜奶来的，为
了保证牛奶的质量和口感，我们优选
呼市周边的优质牧场，每天早上从牧
场挤奶后 2 小时内直供门店，在现场
用大锅煮沸。煮奶的过程遵循游牧
民族传统的工艺，生牛乳微微沸腾而
不大开，让牛奶的营养物质得以保
留，牛奶特有的乳香能够激发出来。”
赵一瑾介绍。

记者了解到，除鲜奶外，店内还经
营现酿酸奶，中式、新中式、西点等各式
点心与面包，鲜奶熬制奶茶以及牛肉干
等产品，让独属呼和浩特的特色美食汇
聚一堂。“店内产品打造‘一核两翼’模
式，一核是牛奶系列产品，两翼是点心
和牛肉干。点心不仅有老年人喜欢的
玫瑰饼、老槽糕，还有目前受年轻人欢
迎的新派点心，如慕斯和牛奶吐司等。
希望通过这种新旧结合的模式，让更多
人了解呼和浩特，走进呼和浩特，爱上
呼和浩特。”赵一瑾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