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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内蒙古常盛制药有限公司国际高端
制剂智能制造灯塔工厂项目在托克托县正式破土
动工。

10月22日，旭阳集团呼和浩特园区30万吨/年
炭基新材料项目产出三苯馏分、重质洗油、蒽油、改
质沥青等合格产品。

……
今年，呼和浩特市以“双千工程”为引领，持续

聚焦项目建设和经济发展，连续第三年召开全市贯
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现场会，营造各地
区比学赶超、竞相发展的浓厚氛围，一大批重大项
目开工建设、建成投产。截至 9月底，全市已开复
工重点项目达1175个，完成投资1187亿元。

绿色农畜产品加工、电子信息技术、新材料和
现代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清洁能源、现代化工等六
大产业集群耦合发展，实施重点产业项目 416个，
完成投资 519亿元。其中，鑫华颗粒硅、双杰电气
集团内蒙古新能源高端装备研发制造基地、赛盛碳
化硅、天皓玻纤等224个项目建成投产。依托乳制
品、生物医药两个特色优势制造业，呼和浩特市成
功入围国家消费品工业“三品”战略示范城市，呼包
鄂硅晶新材料及光伏先进制造业集群获评自治区
级先进制造业集群，首府六大产业集群规模不断壮
大。

项目建设掷地有声，招商引资精准发力。前三
季度，呼和浩特市有效投资持续扩大，固定资产投
资同比增长17.2%，分别高于全国、全区13.8个、6.2
个百分点，稳居省会城市前列、自治区第一方阵，投
资增长动能强劲。

与此同时，呼和浩特市围绕打造一流营商环
境、强化各类要素保障，成立民营经济发展服务局，
推动民营企业健康发展。首府民间投资动能强劲，
民间投资潜力不断释放，投资结构持续优化。

“我们将进一步细化项目管理，做好冬施项目
服务保障，加快推动项目建设，不断扩大有效投资，
全力冲刺四季度，全面打好收官战，推动全市经济
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呼和浩特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伊德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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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通用中药有限公司员工正在进行药材筛选
内蒙古常盛制药有限公司国际高端制剂智能制造灯塔工厂项目 智能光伏运维实训区 呼和浩特低空经济产业园

今年前三季度，呼和浩特市地区生产总值2859.0亿元，同比增长6.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57.9亿元，同比增长5.5%；第二产业增加值961.7亿元，同比增长5.5%；第三产业增加值1839.3亿元，同比增长6.5%。

一路奋楫扬帆，一路春华秋实。呼和浩特市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全面贯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全方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

建设六大产业集群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耦合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深化对外开放与区域合作，塑造首府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呼和浩特：实践破题 产业攀高 阔步未来
●本报记者 梁婧姝 杨彩霞

“我学的是生物医药专业，一毕业就能留在呼和浩特市，进入伊利这样
在全球都有竞争力的企业特别开心。我也留意到了政府对于大学生租购房
的补贴政策，已经递交了申请，准备在呼成家定居。”来自呼伦贝尔市的庞景
伦说，去年他从内蒙古农业大学毕业后入职伊利，吸引他留在呼和浩特市的
不仅是企业的实力，还有政府留住人才实实在在的举措。

对人才的态度，折射出一座城市的温度，更彰显城市发展的高度。一直
以来，呼和浩特市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创业工作，聚焦“引
人入呼、聚才兴市”目标任务，启动实施了三年“十万大学生留呼工程”，截至
今年9月底，全市已累计实现12.7万名大学生来呼、留呼就业创业，其中今
年1月至9月实现在呼就业4.34万人。

为抓实政策引才，呼和浩特市完善大学生留呼保障机制，落实落细
“人才新政10条”“引人留人18条措施”，正在修订完善人才新政3.0版本，
从加大奖励力度、强化金融支持、提供优质服务等方面发力，常态化抓好
兑现落实。对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小微企业分别提供50万元、600万
元担保贷款；对于10万元及以下的高校毕业生创业担保贷款、全国孵化示
范基地等创业项目，免除反担保要求。今年1月至9月，为高校毕业生发
放创业担保贷款711万元。实施系列稳岗扩岗、一次性奖励等政策。对招
用高校毕业生的企业，按照1500至3500元/人给予奖补；对六大产业集群
规上企业新引进硕博人才，分别按照 2万元/人、5万元/人给予奖励。为
536家企业发放奖补、扩岗资金748.75万元，为六大产业集群新引进博士、
硕士发放一次性人才奖励107万元。建立专家公寓、人才公寓、租购房补
贴等全方位住房保障体系，为935名大学生发放租购房补贴1964万元，同
时，打造全区首个“一站式”人才就业服务平台，多项人才政策实现“一网
通办”。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结合区位优势，持续健全创业就业促进机制，不断
优化“丁香扎根”大学生创业就业示范基地创业就业服务，多措并举稳就业，
鼓励创业带动就业，为青年人才创业就业擎灯引路。打造4所驻呼高校留
呼服务站、6家创业园孵化基地，组织531名大学生参加金桥“双创”园区企
业实习实训活动。邀请清华、北大等19所高校、213名师生，开展“青城有
约”名校师生行活动，促进人才与城市“双向奔赴”。实行基层高级职称“定
向使用、定向评价”，放宽高层次人才、急需紧缺人才的资历、年龄限制，今年
754名一线教师、341名基层专技人才获评高级职称，5467名乡村振兴一线
和非公有制领域专技人才享受职称倾斜政策，鼓励扶持人才投身城乡基层
和中小微企业。实施“技能呼和浩特”“技能强企”行动，支持伊利、蒙牛集团
成功打造全国首家乳业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开展技能人才培训1.47万人
次。新增两家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推动伊利专家服务基层项目成功
入选国家级示范项目，不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全市技能人才突破45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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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以来，呼和浩特市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经济活力不断释放。前三季度，全市接待国内游客超4425万人次，
实现总花费超703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0.78%和14.13%，国庆期间
首府成为全国十大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充分彰显了文旅消
费促增长、惠民生的作用。

这一组组数据的背后，是呼和浩特市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不
断创新的成果。呼和浩特市正精心打造文旅融合新场景，激发城市
文旅发展新活力。

把文博场馆用起来，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活起来。 近年
来，呼和浩特市不断深化文旅融合，博物馆游热度攀升。开展第十
届“博博会”“5·18国际博物馆日”等活动3200余场，“问蜀——东周
时期的蜀文化展”“盛世琳琅——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玉器展”

“交融之美——昭君出塞和亲之路沿线精品文物专题展”等展览20
余场，今年前三季度共接待观众约495万人次，是去年的1.5倍，“博博
会”参观人数突破35万，为历届之最，首府博物馆知名度不断提升。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不断培育夜间消费场景，组织塞上老街、
大黑河军事文化乐园等各夜间消费集聚区、景区，推出“千秋昭君塞
上情”“光影艺术节”等沉浸体验，丰富演艺、灯光秀、美食等产品，拓
展全时消费模式。

“为了一个人，来到一座城。”呼和浩特市不断壮大演艺消费场
景，“跟着演出去旅行”全面激发消费新动能，举办了凤凰传奇等 5
位艺人8场演唱会，吸引超200万游客入呼，总花费近30亿元，全市
综合保障的“呼和浩特模式”经文化和旅游部在全国推广。

聚焦供需两端发力，丰富文旅活动供给，呼和浩特市承办内蒙古
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四季内蒙古演出季等品牌活动近10项，举办

“呼和浩特冰雪节”“5·19中国旅游日”“昭君文化节”等活动850余项，
特别是“大地飞歌”高空威亚秀、赏花季等特色活动广受好评，构建了
市内“十五分钟文旅活动圈”，吸引了大量区内外游客观光旅游。

为不断加强文化生活供给，呼和浩特市坚持打好“惠民牌”，推
出“爱乐乐团音乐季”“欢腾的敕勒川”“青城文化讲坛”“月月邀您看
大戏”“艺美北疆”等品牌惠民活动1500余场，“北疆文化”影响力日
益扩大。

冬季旅游即将到来，呼和浩特市将围绕“歌游内蒙古·冰雪悦青
城”主题，统筹塞上老街、大黑河军事文化乐园、马鬃山滑雪场等各
类资源，精心策划“4+3+N”冬季旅游模式，即“一冰·一雪·一剧·一
美食”四大亮点，开幕式、跨年夜、春节元宵节三大节点，N项全域联
动的冰雪活动，涵盖冰雕艺术、冰雪运动、冰雪演艺等特色体验，让
市民游客尽享“冰雪”与“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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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园区企业金堡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顺利完成首笔黄金进口料件通关；8月16日，悬挂着俄
罗斯牌照的TIR国际卡车班列缓缓驶出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
发往莫斯科，标志着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TIR国际卡车班列运
输线路正式开通；9月1日，呼和浩特市开展首单冰鲜水产品入
境业务，原产地为韩国的冰鲜水产品牙鲆（比目鱼）搭乘航班经
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航空口岸入境，顺利抵达呼和浩特白塔
国际机场进境冰鲜水产品指定监管场地……年初以来，呼和浩
特市围绕建设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战略定位，结合自身
实际，采取一系列举措，持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据赛罕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呼和浩特市进出口贸易
值150.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1%，占全区11.2%，创历史新
高。

值得一提的是，首府今年二手车出口业务势头强劲，前
三季度，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二手车出口 3189台，出口额约
2.2亿元，其中对蒙古国出口2212台，出口额约8400万元。

除此之外，依托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加工贸易、保税物
流、贵金属精炼加工、跨境电商、大宗贸易等外贸新业态、新
模式持续加速发展，为首府外贸培育了新的增长点。据赛罕
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进出口总值
69.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4.1%。其中，出口值18.1亿元，
同比增长643.4%；进口值51.8亿元，同比增长71.4%。

新的外贸增长点正在蓬勃发展，传统优势产业突飞猛
进。众多产业中，乳品产业出口规模连年增长让人眼前一
亮。2018至2023年，呼和浩特市乳制品出口“五连增”。今年
前三季度，共出口乳制品 3511.27吨，同比增加 319.5%；总货
值5221.49万元，同比增加329.44%。乳品产业出口品类逐步
完善。近年来，全脂乳粉、草原老奶茶、烤奶皮、奶贝、黄油等
10余种高附加值出口乳制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乳品产业
出口“朋友圈”愈来愈广。呼和浩特市新增菲律宾、阿联酋、
沙特阿拉伯、泰国等 11个乳制品出口国家，让世界品尝到了
呼和浩特味道。

赛罕海关综合业务科科长李斌介绍：“呼和浩特市作为
首府城市，在区域位置、基础设施、政策支持等方面具有不可
替代的优势。年初以来，沙良物流园、铁通物流园区海关监
管场所陆续启用，定制化班列发运数量稳步增加，为中欧班
列提质扩容提供了重要条件，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规
模的扩大已成为拉动呼和浩特市外贸增长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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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呼和浩特航天经济开发区在北京举行项目集中签
约仪式；7月19日，呼和浩特低空经济装备制造产业园暨公陆港
改造工程开工建设；10月15日，一款25公斤工业级无人机在呼
和浩特航天经济开发区低空经济产业园成功试飞……年初以
来，呼和浩特市聚焦航天装备、商业航天、低空经济、北斗应用、
现代物流五大主导产业，积极构建“一区六园”发展新格局。

“我们已引进落地了智航科技、宝升高新、机敏防务、天疆
防务等一批无人机总装制造项目，新桑达公司、天疆防务等无
人机培训业务也已开展。目前，正在依托自治区工信厅、科技
厅等引进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布局设立航科院内蒙古低
空经济研究院、大中型无人驾驶航空器适航验证（内蒙古）实验
室、低空智联立体交通网（内蒙古）实验室。此外，正在对接一
批专业化企业，探索开发低空物流、低空文旅等场景和产品。”
呼和浩特航天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柳强说。

走进和林格尔新区数聚小镇人才科创中心华迈数字（内蒙
古）技术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对人工智能大模型综合实验
平台进行调试。华迈数字（内蒙古）技术有限公司商务运营专
员梁佳齐说：“我们正在对接首府的大中专院校，准备建设机器
人培训基地，通过目前的平台训练人工智能大模型。”

截至目前，和林格尔新区标准机架已达到 26.6万架，服务
器装机能力达到150万台，算力总规模超过30000P，其中智能算
力占比为93%，将强有力支撑首府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场景扩
展需求。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托克托经济开发区国能
绿电300MW光伏项目施工现场，一座座银色钢架高高耸立，一
排排储能模块整齐划一。“托清绿电项目作为自治区首批园区
绿电替代项目，是开工最早、建设进度最快的项目，项目总投资
约 36亿元，规划装机 600MW，其中光伏项目 300MW位于托克
托县。项目投产后为园区负荷侧企业每年可提供 12.8亿度绿
色电力，年减少碳排放量约97.7万吨。”国家能源内蒙古电力蒙
西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万才说。

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清洁能源……如今的呼和浩特，正在
积极开辟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新赛道。聚焦算力网络、智能制
造、碳基复合材料、干细胞生物技术、北斗导航、大模型训练、光
栅大型科学装置等领域，布局并行科技、星河动力、中船高纯电
子气体、赛盛碳化硅颗粒、华域干细胞、海天脑机接口等一批重
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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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内蒙古工业大学煤基固废高值化利用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
中心，科研人员在生产线上各自忙碌地进行设备操作。

今年 2月，内蒙古工业大学与内蒙古久泰新材料有限公司通过“蒙
科聚”创新驱动平台签订1000万元的成果转化与合作开发合同，将团队
研究成果“煤基固废低碳利用与高值材料制备技术”在久泰集团转化，这
是内蒙古工业大学历史上首个千万元级转化成果。内蒙古工业大学煤
基固废高值化利用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张永锋说：“签下这
笔1000万元的合同，我们的科研成果终于顺利走向市场！”

这项高校成果的转化离不开“蒙科聚”平台的持续推介。“蒙科聚”是
内蒙古2023年1月启动建设的创新驱动平台，它就像一座桥梁，打通了
高校与企业的沟通对接渠道，让更多企业能够了解到老师们的先进技
术，也让老师们找到了大展身手的舞台。

“为激发各方参与的积极性，‘蒙科聚’推出了积分奖励机制，目前已
成功吸引1.2万名用户。我们通过‘铺好路、搭好桥’，切实让科技成果从
实验室走向大市场。”呼和浩特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孔燕说。

年初以来，呼和浩特市紧紧围绕科技创新“第一动力”，全力促进创
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走出一条具有特色的创新驱动
发展之路。

在创新平台建设层面，呼和浩特市“一区七中心”建设取得标志性成
果。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建立完善的市场化运行机制，已链接上下游企
业123家，取得10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创新成果，并全部实现产业化。国
家草业技术创新中心也进入攻坚阶段，成功获批全国草产业知识产权运营
中心。此外，国家生猪技术中心内蒙古分中心在非洲猪瘟疫苗研发方面取
得重要突破，已进入评审阶段。同时，工业软件产业创新中心、益生菌共性
技术研发中心、交能融合创新中心和新华三集团中央实验室也打造出一批
具有广泛应用前景的先进技术应用场景，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

呼和浩特市还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全面培育新质生产力。在绿色
农畜产业方面，乳铁蛋白分离制备、乳酸菌低温喷雾干燥工艺等多项关
键技术已成功实现产业化落地。在高端制造业方面，正在建设世界最大
（直径百米）的光栅精度校准科研基础设施和高性能光栅产业化基地。
在生物医药领域，成功研制并投产国内首款牛大肠杆菌灭活疫苗，并建
成全国首条核酸疫苗生产线。

今年1月至9月，呼和浩特市科技服务业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实
现增加值高达184.65亿元，同比增长率达到27%。这一亮眼成绩占GDP
总值的 6.40%，为GDP的增长贡献 1.3个百分点，并且在第三产业中占
10%的重要份额。此外，呼和浩特市科技服务业重点监测企业新增7户，
总数已达到175家，实现营收91亿元，同比增速高达69.5%，彰显了行业
的蓬勃活力和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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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智控中心 本报记者刘清羽 摄

内蒙古“智改数转”创新融合中心人工智能人才应
用实训基地智能制造实训区

新华三集团中央实验室

呼和浩特环城水系 本报记者许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