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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府：高质量书写“水务答卷”
本报讯（记者 武子暄）今年以来，

呼和浩特市水务局从全力增水、深入
控水、强化节水、合理配水 4个环节持
续发力，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水资
源供需矛盾问题，各项工作取得显著
成效。

水网建设全面提速增效。争取到
位上级资金 5.46 亿元，达“十四五”最
高。全区各盟市中率先通过自治区审
查并印发《呼和浩特市水网建设规
划》，总投资 99.3亿元的防洪工程纳入
国家《黄河流域防洪规划》初稿。

节水工作取得重要进展。提前1年
完成自治区下达的319万亩农业水价改

革任务，农灌井“以电折水”计量数据全
面应用。托县工业园区、金山高新区、
敕勒川乳业开发区3个园区建成自治区
级节水型园区（全区仅7个）。对年用水
量2000吨以上工业、服务业等非居民用
水户实施计划用水管理，实行超定额累
计加价制度。

水资源刚性约束不断强化。出台
《支持全市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水资源
配置意见》，为产业发展合理配置水资
源；出台《呼和浩特市城镇非居民取用
水管理办法》，为从严规范取用水秩序
提供操作依据。市水务局以各项制度
为抓手，开展水资源执法检查133次，较

去年增加 53次，下达限期责令整改 23
起、水行政处罚决定7起。

农 村 供 水 保 障 水 平 全 面 提 升 。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 98%，水费收缴
率达 95%。16 座“千吨万人”规模化
水厂全部移交国企接管，实现专业化
管理、企业化运营，受益人口占农村
人口 1/3。正在向“千吨万人”规模以
下工程推行县域统管模式。今年 8月
份在土左旗分会场成功召开全区农村
牧区供水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呼和浩
特市作典型经验交流。

水生态保护治理成效显著。农区
及经开区已封井 1997眼，超额完成 54

眼；城区已封井 102 眼，超额完成 18
眼，地下水超采区水位在 9月份实现止
跌回升；谋划 9个超采区治理项目纳入
水利部项目储备库争取支持，压采水
量 0.4 亿吨。常态化开展河湖清“四
乱”专项行动，累计整改“四乱”问题
1124个，问题持续动态清零；完成80个
河湖健康评价，高于自治区下达任务
40 个百分点。完成覆盖大黑河、环城
水系 199.6 公里河段的市级河湖管控
信息平台建设，智慧化管理水平全面
提升。治理水土流失面积达 202平方
公里，水土保持率达 61.48%，为全区沿
黄盟市最高。

内蒙古自治区切实保障困境儿童各项权益
本报讯（实习记者 若谷）10 月 30

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新
闻发布会，介绍内蒙古自治区困境儿
童关爱保护情况。

据了解，今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
民政系统坚持最有利于儿童原则，不
断健全困境儿童关爱保护体系，完善
儿童福利政策体系，强化部门协同配
合、增加儿童福利供给、提升关爱服务
能力，切实保障困境儿童的生存权、发
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等。

强化基本生活保障。自治区民政
厅联合自治区教育厅、财政厅制定出
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孤儿和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通知》，建立孤儿

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渐
退期制度，年满 18周岁的孤儿、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及父母恢复监护能力的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给予 3个月渐退期待
遇。截至目前，全区集中养育孤儿平
均保障标准达到每人每月 2225元，分
散养育孤儿平均保障标准每人每月
1880 元，位居全国前列，有效保障了
1602名孤儿和 5361名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的基本生活保障权益。

强化助医助学保障。制定《内蒙
古自治区“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项
目实施细则》，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
入住院服务范围，今年以来，全区共惠
及 234名孤弃儿童。持续实施困境儿

童“添翼计划”，增加资助项目，优化申
请流程。今年新增资助 4个病种，筑梦
守护儿童健康。项目实施以来，累计
救助患病儿童 214名。2024年，“福彩
圆梦 孤儿助学工程”共资助考入大中
专和高等院校的孤儿 435名，资助标准
每人每学年 1万元。联合自治区教育
部门将考录到普通高校的 360名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7804 名低保家庭子女
纳入自治区教育资助体系，每人每学
年给予6000元入学资助。

强化部门协同保障。自治区民政
厅加强与司法、残联、公安等部门信息
共享，累计核查比对数据 24 万条，将
257 名符合条件的儿童纳入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保障范围。落实自治区儿童
福利机构孤儿成年后安置办法，对经
评估具备回归社会的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的 9名孤儿，给予一次性 5万元社会
化安置补贴。协同教育、人社等部门，
在就业扶持、社会保障等方面给予政
策支持，帮助成年孤儿顺利走向社会、
融入社会。

下一步，内蒙古自治区民政系统
将锚定儿童福利事业高质量发展目
标，深化儿童福利制度改革，不断提
升困境儿童保障水平，完善关爱保护
工作体系，夯实基层儿童福利工作基
础，努力构建具有北疆特色的儿童福
利事业新格局。

一杯牛奶的变化：从奢侈品到必需品
●本报记者 杨彩霞 文/图

10月30日早上7点，家住赛罕区巨
海城小区的市民李志正在楼下的智能
奶柜前扫码购买牛奶。他告诉记者：

“每天一杯牛奶，是我们家老人孩子的
早餐必备。扫码就能买到新鲜的牛奶，
不仅方便，2.8 元一瓶的价格也很便
宜。”

智能奶柜企业相关负责人武永杰
告诉记者：“社区智能奶柜可放置约400
瓶 250ml的牛奶，每两天补货一次。随
着智能奶柜投放和产品销量逐渐提高，
能让更多消费者在家门口就轻松购买
到牛奶等，也让自营牧场的优质原奶有
了新的销售渠道。”

在位于呼和浩特雕塑艺术馆东侧

的青城奶站零号店内，市民张玉桃从消
毒柜里拿出一个敞口玻璃瓶，放到一个
弯曲的金属龙头下面，再按动按钮，很
快，鲜牛奶便注满了整个奶瓶……

“今天我是带着我妈一起来这里买
牛奶的，小时候我妈就给我打奶喝，如
今这里的自助打奶方式一下子唤起了
我儿时的记忆。”张玉桃说。

张玉桃75岁的母亲陈美荣回忆说：
“上世纪 50年代初，呼和浩特市组建了
大黑河奶牛场、回民牛奶业合作小组等
机构，但牛奶的产量有限，鲜奶主要凭
出生证供应两周岁以下婴幼儿。那时
在鲜奶供应点，人们每天早晨天没亮就
排起了长队，等待运牛奶三轮车的到

来。”
据了解，1956年，呼和浩特市成立

了回民牛奶业合作小组（随后又改为回
民奶食品加工厂，后更名为回民奶制品
总厂，是伊利集团的前身），为满足群众
对鲜奶及奶制品的需求，桃花食品厂、
呼市红旗区种牛厂、呼市合作社公共食
堂冷饮部等乳品生产加工企业相继创
建成立，这些企业的成立为呼和浩特市
发展乳业积累了经验和技术，奠定了首
府乳业发展的根基。

改革开放至 20世纪 90年代初期，
为满足群众对乳制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呼和浩特市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乳业发
展的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牧民养殖奶
牛的积极性。到1985年，奶牛养殖已经
遍布呼和浩特市各旗县乡镇，持续增长
的奶产量让呼和浩特市率先成为全国
敞开供应牛奶的城市之一。

如今，在呼和浩特大小超市里，各
种包装的鲜奶制品琳琅满目，酸奶、奶
皮子、奶豆腐、奶嚼口、奶酪等让消费者
应接不暇。

呼和浩特是全国重要的乳业主产
区。良种奶牛存栏量、牛奶产量、人均
牛奶占有量、牛奶加工能力等常年稳居
全国首位。被誉为“中国乳都”的呼和
浩特是全球唯一同时拥有两家世界乳
业 10强企业的城市，其中，伊利集团居
全球乳业第5，蒙牛乳业居第8。

一杯小小的牛奶背后，有着大大
的科技力量。“每秒生产 11包牛奶，每
小时生产 4万包牛奶，是全球灌装速度
最快、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最高的生
产线……”在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全
球智能制造产业园，讲解员的介绍令
游客惊叹。

“目前，呼和浩特已建成规模化奶
牛牧场143个，奶产量突破200万吨，生
鲜乳主要质量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呼和浩特市农牧局副局长吕莉华
说，呼和浩特不仅培育出伊利、蒙牛两
大千亿级乳品加工企业，更汇聚了 193
家规模以上乳制品相关企业，2023年乳
业全产业链营收达2560亿元。

本报讯（记者 梁婧姝）定点零售
药店销售的集采药品在中选价格的基
础上执行零差率销售，选择集采药品
品种品规不得少于50个；首批采取自
愿申报的方式，先行将呼和浩特市部
分定点药店纳入药品集采试行，试行
期限为 3个月……10月 30日，呼和浩
特市医疗保障局印发《呼和浩特市集
采药品进零售药店实施方案（试行）》
（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明确，首批开展集采药品
销售的定点零售药店可自愿申请，按
照“自愿申请、平等协商、协议管理”
的原则，自主申报参加药品集中带量
采购，向所属各旗县区医疗保障部门
提出参加“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申请，
经辖区医疗保障部门给出评价意见
后，报呼和浩特市医药采购中心。近
两年内，因经营假、劣药品或不符合
国家质量标准，被市场监管部门处罚
的；近两年内，因违反协议管理或《医

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被医
疗保障部门处理或处罚的；近两年
内，被医疗保障部门列入失信名单
的；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或实际
控制人被列入失信人名单的；其他不
符合参加呼和浩特市药品集中带量
采购工作的不得申报。

《方案》统一“进零售药店”试点建
设标准，即统一挂牌管理、统一设置专
柜、统一明码标价、统一采购配送、统
一监督检查。

同时，《方案》要求，各定点零售药
店在内蒙古医药采购平台进行采购，
做好统一报量、合同签订、采购、配送、
回款等工作。定点零售药店销售的集
采药品在中选价格的基础上执行零差
率销售，选择集采药品品种品规不得
少于50个，集采药品金额原则上占一
定比例，要严格按照呼和浩特市医药
采购中心遴选的目录调整，满足广大
患者用药需求。

呼和浩特市开展集采药品“进零售药店”试点工作

本报讯（实习记者 杜拉罕）10
月 30 日，中国校园健康行动·大中
小学劳动教育综合实践（呼和浩特
市）基地授牌仪式举行。中国关心
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中国校园
健康行·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综合实
践基地建设执行委员会、和林格尔
县文旅局、和林格尔县关工委等相
关部门人员和群众代表出席本次授
牌仪式。

仪式上，由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

体育基金会理事长孙建新向内蒙古奥
威马文化生态旅游区有限责任公司推
进的大中小学教育劳动综合实践（呼
和浩特市）基地授牌。

据了解，内蒙古奥威马文化生态
旅游区有限责任公司建立以马文化为
特色、集教育性、实践性和创新性于一
体的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综合实践基
地，旨在为学生提供一个多元化学习、
全方位实践、深层次体验的劳动教育
平台。

中国校园健康行动·大中小学劳动教育
综合实践（呼和浩特市）基地授牌仪式举行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10 月 29 日
至 30 日，呼和浩特市公路服务中心
根据内蒙古交通运输厅相关工作要
求，按照《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事
业发展中心关于开展 2024 年度全区
公路桥隧监测工作的通知》相关工作
部署，完成 2024年呼和浩特市干线公
路桥梁和隧道监测受检工作。

本次桥隧监测工作由内蒙古自
治区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组织，内
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科学发展研究
院和中咨公路养护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联合为技术支持服务单位，承担主
要内、外业监测工作。根据长大桥隧
管理办法及 2025年国检要求，呼和浩
特市公路服务中心受检桥梁为省道
40 线 K0+631 机 场 互 通 立 交 桥（下
行）。呼和浩特市公路服务中心负责
协调调度工作，内蒙古蒙晟公路工程
有限公司负责内业资料和外业监测
的受检工作。

首次对接会上，呼和浩特市公路
服务中心就呼和浩特市国省干线桥
梁基本情况及管养情况进行详细介

绍，监测组专家就本次监测的目的、
重点内容、程序及分组情况进行全面
讲解。

监测过程中，内业组主要针对制
度和责任体系建设、风险把控、科学
养护决策、信息公开、资金保障、桥梁
工程师管理、日常养护、预防性养护、
档案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检查
和指导。外业组对机场互通立交桥
（下行）的主体外观、混凝土强度、钢
筋保护层、墩柱垂直度、病害现状、伸
缩缝、支座等方面进行实地监测。

在监测工作反馈会上，监测组汇
报桥梁抽检工作的开展情况与成果，
并提出内业整改和外业处置建议。
通过本次监测工作，呼和浩特市公路
服务中心充分认识到存在的问题和
需完善的方向，下一步将迅速组织相
关科室和内蒙古蒙晟公司技术人员
按照反馈会提出的问题进行整改，并
举一反三，确保呼和浩特市公路服务
中心管养的桥梁总体技术状况得到
提升，内业资料管理进一步规范，为
2025年国检备检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2024年呼和浩特市干线公路桥梁和隧道监测受检工作完成

我看青城新变化

近日，玉泉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走进西菜园街道温都日乐社区，向居
民讲解了防灭火与逃生自救常识，并提醒大家要养成安全用火、用电、用气的好
习惯，注意家庭防火和“三清三关”，切实筑牢社区消防安全屏障。

■本报记者 阿柔娜 摄

消防宣传进社区 安全知识入人心

人人讲安全 个个会应急

本报讯（记者 云静）10月 30日，
自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包钢会见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俭
一行。

包钢对王俭一行来呼考察表示欢
迎，感谢中国邮政为首府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的积极贡献。他说，呼和浩特
与中国邮政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希
望双方聚焦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在现代物流、金融信贷、跨境电商等领
域及智算中心建设等方面深化合作，

实现企地共赢发展。
王俭感谢呼和浩特对中国邮政

在呼发展给予的关心和支持，表示
将充分发挥集团商流、物流、资金
流、信息流“四流合一”协同优势，紧
密对接首府发展所需，深化相关领
域务实合作，加快推动中国邮政集
团智算中心开工建设，助力首府现
代化建设。

曹志、朱建国及相关部门负责同
志参加。

包钢会见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俭

首府：点燃科创引擎激发向“新”动力
（上接第1版）
这是呼和浩特市不断深化科技

合作带来的重大成果之一。今年以
来，呼和浩特市聚焦培育战略科技力
量与对接产业发展需求，全方位推动
跨区域创新合作，汇聚全国创新资
源，加速推进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
设，与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共建
了呼和浩特研究中心，聚焦前沿技
术，并通过专项基金、对接活动促进
成果转化，目前已与国家乳业技术创
新中心合作建立乳业创新实验室，与

内蒙古工业大学共建“先进技术实验
室”。同时，通过举办产业创新大会
等，吸引众多院士合作交流，合作高
校院所达 131家，建立呼和浩特至北
京海淀区“两小时创新圈”。

此外，鼓励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
合体，重大科技项目100%由企业牵头
实施。构建起“科技型中小企业—高
新技术企业—科技领军企业”梯次培
育机制，呼和浩特市现有高新技术企
业 533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801家，均
居自治区首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