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阿拉
善北路街道部
队社区开展了
诚信建设进商
户宣传活动。

■本报记者
祁晓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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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区驾车到德胜营机车营地
只需要半小时，可以随时前来放松身
心，体验机车与露营、速度与激情的
碰撞，享受乡村度假之旅。”市民张女
士是一位机车爱好者，她对武川县哈
乐镇德胜营机车营地很是满意。

德胜营机车营地位于哈乐镇东
部德胜营村，占地约 200亩，核心区占
地 44 亩。营地沿线 104 省道两侧的
自然环境非常优美，村旁边的河道是
天然的机车越野赛道，每年夏天都有
很多人慕名而来。2023年 5月，基于
德胜营村自身特点与优势，武川县政
府联合途远集团以机车文化为主题，

打造了德胜营机车营地，营业以来，
累计吸纳游客两万余人次。

作为呼和浩特市首个以机车文
化为主题的乡村旅游点，德胜营机车
营地建有机车雕塑广场、追风卡丁车
体验、星空露营、创意民宿、集装箱商
业、机车文化服务中心六大主题区，
配套有机农产品采摘园、机车摩旅赛
道、生态停车场等，打造集“机车文化
体验+度假+户外运动”于一体的特色
主题乡村微度假目的地，成为呼和浩
特市乃至全国机车爱好者的追梦乐
园。

在这里，最吸引游客的游玩项目

当属在蜿蜒的赛道来一场速度与激
情的对决。德胜营机车营地相关负
责人介绍：“德胜营机车营地设计了
3 条机车摩旅赛道，一条是 1.5 公里
的专业赛道，一条是比较专业的越野
穿行赛道，还有一条是针对普通游客
设计的简易赛道，可充分满足机车爱
好者对越野的刺激、比赛快感的追
求。”卡丁车体验区赛道长 200米，拥
有适合儿童、成人的不同类型卡丁
车。

“村集体经济由过去的 13万元大
跨步增长到 50万元，通过村民大会议
事后，增长的部分用于维护村内水、

电、路、网等公共基础设施。推动村
内民生事业发展，打造乡村振兴示范
项目新样板。”德胜营村党支部书记
武良说。

武川县哈乐镇以文旅为抓手，立
足“短途游、近郊游、乡村游、休闲游”
旅游热点，发挥德胜营机车营地的辐
射带动作用，加强德胜营—淖尔梁沿
线旅游品牌建设，打造淖尔梁高山湿
地草原旅游产业集群。优化营商环
境，助推企业做大做强。延伸产业链
条，建立联农带农机制，让乡村旅游
成为壮大集体经济、助力哈乐镇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德胜营机车营地：

打造好“趣”处 解锁新玩法
●本报记者 杨彩霞

搜趣搜趣

羽毛球馆、篮球馆、小轮车训练场……走进呼
和浩特市制锁厂劢立体育文化产业园，运动设施
设备一应俱全。富有年代感的建筑、智能化健身
器材、动感时尚的运动元素，吸引着不少市民前来
锻炼、打卡。

这里曾是 1975年兴建的呼和浩特市制锁三
厂，是设施陈旧、功能单一、逐渐沉寂的老厂区，经
过精心规划和改造，如今已转变为一个充满活力
的运动场地，成为市民休闲健身的热门去处。园
区不仅保留了原有的工业元素，还融入了现代设
计理念，打造出一个“新老交融、动静相宜”的独特
城市文化环境。

2023年5月，呼和浩特市开展城市更新样板工
程，对制锁厂老厂房进行改造升级，打造成为以体
育为主题，融合文化、艺术、教育等多种业态的共
享空间。园区规划建设了运营中心、文化创意基
地、综合休闲区、篮球运动中心、乒羽运动中心等7
大功能区域，为市民提供了丰富多样的体育运动
场所和消费新体验。

市民张丽君正在和好友拍照打卡，她告诉记

者：“园区内的建筑别有特色，呈现出现代工业风
格，类似北京的798文化艺术区。园区里还有几家
小众咖啡馆，都是我们的心头好，在这里可以点一
杯手冲咖啡，再惬意不过了。”

漫步在产业园内，极具时代感的文化气息扑
面而来。工业风与时尚范儿碰撞，体育与科技融
合。除了各式各样的运动设施外，商业设施的引
入也成为园区的一大特色。运动之余，市民可以
在园区内的咖啡馆、餐厅享受休闲时光。

“园区设置有射箭馆、篮球馆、乒乓球馆等8个
主题馆，主要以体育文化发展为方向，致力于提高
群众健康水平。这里交通便利，设施设备先进，可
以很好地满足全年龄段居民的健身需求。”园区工
作人员张艳表示，“我们将努力打造集体育休闲、
文化创意和科技体验于一体的‘智慧+体育’全龄
综合性运动智慧产业园。”

劢立体育文化产业园将闲置的老厂房赋予了
新的生命，从“工业锈带”变身为“生活秀带”，成为
首府市民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的体育消费体验
新场景。

劢立体育文化产业园：

““工业锈带工业锈带””变身变身““生活秀带生活秀带””
●本报记者 杨彩霞 文/图

□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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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土左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业秘密保护指导站挂牌
成立。 （祁晓燕）

●近日，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开展
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行动，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用品质量安全
监管。 （祁晓燕）

●近日，和林格尔县与北京云程海纳清洁技术有限公司签署合
作协议。双方将重点围绕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和新能源新材料
产业等领域开展全面合作，签约了 2.3亿元退役风电叶片回收处理
再利用项目、4.1亿元生物天然气项目、5.16亿元多能互补秸秆生产
发酵饲料项目。 （杨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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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经济”大有“钱”途
本报讯（记者 刘艳霞）近年来，

随 着 家 庭 饲 养 宠 物 的 数 量 快 速 上
升，宠物市场发展迅猛。与此同时，
由宠物消费带来的“它经济”，不仅
反映了人们对于精神慰藉的需求，
也催生了巨大的消费市场。

所谓“它经济”是指与宠物相关
的经济活动和市场。随着“它经济”
的兴起，相关的服务需求也在不断
增加，包括宠物乐园、宠物摄影、宠
物学校等新兴服务。

据 业 内 人 士 分 析 ，以 80 后 、90
后、00 后为主的养宠人士，是宠物
经 济 的 主 力 消 费 群 ，占 比 超 过 了

70%。
近日，记者来到金桥某宠物店，

00 后青年小徐正在挑选一只蓝猫，
按照宠物店老板的指导，他又购买
了猫舍、猫厕、猫砂和猫粮，再加上
疫苗、猫营养片等，花费了上千元。
小徐大概算了一下，他之后每月固
定为蓝猫的支出约 400 元，主要包
括 猫 粮 、罐 头 、营 养 片 和 逗 猫 玩 具
等。

市民小张给自己的泰迪狗取名
“可乐”，有时给它扎着小辫，有时留
着蓬松的刘海，有时染了漂亮的毛
色，还穿着各式各样小狗服。小张

说：“每个月它的洗澡和美容费也不
菲。”

在赛罕区某宠物医院工作的王
大夫告诉记者，以猫狗为例，一般情
况下宠物主人平均每年为它们的医
疗消费在 500 元，包括疫苗和营养
剂等。如果生病送院，每只宠物的
平均费用在 1000 元。

如今，技术赋能产业升级，宠物
用品向智能化迭代，智能喂食器、智
能定位器、智能厕所等多种新产品
面世，颇受用户喜爱。

“这样的智能化宠物产品不仅
解放双手，还提升了生活幸福感。”

最近，家里养了 4 只小猫的王女士
趁着今年“双 11”活动，购入一套自
动猫脸识别喂食器。该机器能够利
用 AI 学习猫脸部特征，快速识别猫
咪身份，依据不同猫脸自动喂食，防
止宠物抢食、多食，实现每只宠物单
独管理。

“它经济”的兴起其实是经济发
展韧性与潜力的一个注脚，也是百
姓 生 活 日 渐 丰 富 和 美 好 的 一 种 写
照 。 面 对 宠 物 经 济 广 阔 的 市 场 空
间，业内各方正在不断推动行业标
准化、品质化、规范化发展，努力让
这份“爱”与“陪伴”更长久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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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踏雪板、戴上雪镜、扣好头盔，一路飞驰而下，怎一
个畅快了得。近段时间，一些滑雪度假区陆续开板，不少
雪友迫不及待走出家门，享受速度与激情。

近年来，冰雪运动积累了庞大的群众基础，冰雪经济
前景广阔。《中国冰雪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4）》显示，我
国冰雪产业规模已从2015年的2700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
8900 亿元，预计今年将达到 9700 亿元，明年将突破 10000
亿元。冰雪“冷资源”真正变成了“热产业”。

将借雪生金的势头延续下去，还需再添一把火。近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以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激发
冰雪经济活力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了8个
方面24条举措，有助于促进冰雪产业进一步发展。

完善冰雪经济产业链条，是《意见》颇为关注的方面。
近年来，无论是《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
意见》《户外运动产业发展规划（2022—2025年）》，还是北
京、黑龙江、吉林、新疆等地出台支持冰雪经济发展的专项
政策，在完善产业链条方面，我国基本形成上下联动、共同
发力的政策体系。各地应按照要求，把部署落实到位。

在全产业链条中，冰雪旅游最吸睛。2023年至2024年
冰雪季，我国冰雪休闲旅游人数超3.85亿人次；26家国家
级滑雪旅游度假地接待游客总人次达2608.5万，同比增长
91.77%。《意见》提出，启动实施冰雪旅游提升计划。如何
提升？不妨在拼服务上发力。以今年年初频上热搜的哈
尔滨为例，担心游客在室外待久了太冷，索菲亚广场提供

“温暖驿站”供游客歇脚；南方游客喜欢大雪人，哈尔滨在
多个景区打造大雪人，并提供“大雪人地图”……在即将到
来的冰雪季，乐见有更多地方因服务好而出圈。

此外，冰雪装备发展也有很大空间。当前，我国冰雪
装备业还不同程度存在研发攻坚难度大、供给能力不足、
品种不够丰富、品牌认可度有限、标准体系尚不健全等问
题。加快推动缆车等冰雪装备“卡脖子”关键技术突破、支
持企业开发一批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冰雪运动需求的装
备器材，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既是对从业者匠心的
考验，也是向产业链中高端迈进的艰苦跋涉。

《意见》把发展冰雪文化纳入到完善冰雪经济产业链
条的部署中，给各地发展冰雪经济打开了新思路。当越来
越多有关冰雪文化的活动和场馆出现在人们身边，当越来
越多新技术赋能新场景，会有更多人了解并爱上冰雪文
化，也有利于促进冰雪经济产业发展。

（据《经济日报》）

首府多部门联合检查
推动集中用餐单位食堂管理更规范

本报讯（记者 祁晓燕）近期，呼和
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民政局、住建
局、卫生健康委等单位组成联合检查
组，对集中用餐单位食堂餐饮安全进
行联合检查。

联合检查组重点对集中用餐单位
食堂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公示栏、从业
人员健康证、环境卫生、采购贮存管
理、餐饮具洗消保洁、食品留样等方面
进行了全面检查。检查组深入食堂的
烹饪间、食品库房以及食品加工区等
区域排查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经
查，部分餐厅有操作间墙面瓷砖脱落、
地面瓷砖破损、工作间顶棚存有污渍、

厨房紫外线灭蝇灯未配有防飞溅灯
罩、食品添加剂未按照“五专”管理等
问题。

针对存在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
反馈相关负责人处理意见及整改方
案，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
强日常管理，积极落实整改，不断提升
食品安全管理水平。

下一步，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将持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
强化部门协同配合，随机抽取呼和浩
特市集中用餐单位开展督查，推动集
中用餐单位食堂管理更加规范，切实
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经济视点

赛罕区开展医疗器械经营使用单位督导检查
本报讯（记者 杨彩霞）近期，赛罕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内的医疗器
械经营使用单位全面开展督导检查，采
用了“线上+线下”的双重监管模式，力
求无死角覆盖。

在线上，检查人员重点核查了医疗
器械网络销售企业是否按规定展示生
产经营许可证、备案凭证、注册证等关
键信息，并仔细比对所发布的医疗器械
适用范围、禁忌事项等宣传信息与注册
备案内容是否一致。

在线下，检查人员深入各单位，对
进货渠道的合法性、供货方资质证件的
完备性及购销记录的完整性进行了详
细核查。同时，积极督促经营者承担主
体责任，加强内部审查，确保医疗器械
的质量安全，保障群众用械安全。

此外，赛罕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还针
对一次性无菌类医疗器械、贴敷类医疗
器械、体外诊断试剂等重点品种，开展
了专项网络监督检查，进一步规范了互
联网医疗器械的经营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