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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新开的火锅电影院吗？”“我
在网上刷到过，咱们改天去尝尝。”位于赛
罕区大学东路，一家主打“影院+餐饮”的
巨幕火锅店最近在社交网络“冒头”，吸引
不少年轻人前往打卡。如今，边吃火锅边
看电影，不再是在家里才能出现的场景，
在呼和浩特的电影院同样可以实现。

火锅电影院是一种将电影院与火锅
餐厅相结合的新型商业模式，这种创新的
经营模式一经推出便引发了广泛关注，火
锅电影院的出现，是电影院在“电影院+”
的模式下，不断尝试转型和创新的体现。

近日，记者走进禧客巨幕火锅店。观
众入场前，服务人员已在影厅内完成备
餐。双人卡座前的桌板上，摆放了两口小
火锅、一份九宫格拼盘、若干时蔬、两份餐
具。观众入座完毕，场灯关闭，银幕亮起，
银幕和小夜灯为大家进食提供了光源。

“我觉得特别有创意，火锅搭配着电
影画面，昏暗的灯光提升了氛围感，价格
适中，也能节约不少时间。”市民张女士
说。

在社交媒体App上可以看到，“火锅
电影院”一词的相关笔记非常多，微博上

“火锅电影院”的话题阅读量、抖音平台上
相关视频播放量都较高，这也折射出了群
众对火锅电影院的喜爱。

“之前在其他电影院看电影时都不敢
带味道大的零食，现在可以边涮火锅边看
电影，肯定是要来感受一下的。”在市民周
女士看来，追剧、吃东西都是解压放松的方
式，而两者结合更是“双倍的快乐”。

谈起开店的初衷，禧客巨幕火锅店负
责人告诉记者：“我本身就是一名火锅爱
好者，所以一直想着要是能有一个边吃火
锅边看电影的地方该有多好。今年年初

去了成都和重庆，感受了独有的火锅文化
和特色。经过大量市场调研，发现‘火锅
电影院’很受当下年轻人的欢迎。于是在
今年 4月份，我的第一家店开业了，因为将
火锅与观影结合，一经推出便成为众多市
民心中的首选聚餐地。”

边看电影边吃火锅，是一种崭新的探
索。不仅丰富了美食文化的内涵，也为城
市休闲娱乐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对于那
些热衷于探索新鲜事物、追求个性化体验
的消费者来说，火锅电影院无疑提供了一
个不容错过的打卡地。

□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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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多元消费激活经济新引擎
●本报记者 杨彩霞

走进位于中山西路的民族商场，琳
琅满目的商品让人目不暇接。销售员吴
建坤正在为顾客介绍产品。“以前消费者
购物更注重性价、质量等方面，现在更注
重的是个性化的设计感和服务体验。”吴
建坤告诉记者。

民族商场始建于1954年，70年来民
族商场由1.8万平方米发展到现如今的
8.1万平方米，实现了从传统百货店向现
代化购物中心的华丽转身。

民族商场党支部书记刘志芳向记者
介绍：“我们打造的民族·星云里、民族商
场文旅城、非遗生活体验馆，都是由传统
销售向社交消费、家庭消费、文化消费转
变，如今商城内的打卡场景深受消费者
的欢迎。”

随着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消
费需求的日益多样化，呼和浩特的消费
市场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从传统
商超的转型升级到线上线下消费的深度
融合，从消费内容的丰富多样到商圈文

化的紧密结合，首府消费市场日益繁荣
活跃，消费方式不断升级，呈现出多元化
的新气象。

“半个小时商品就送上门了，省力又
及时。”家住永泰城小区的市民于女士常
在线上购物，拿起手机打开App下单，很
快就有外卖小哥送货上门。

呼和浩特市消费结构升级换代，新
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加快发展，形
成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格局。随着消费
者日常消费习惯的变化，线上定制、直播
购物、生鲜配送、餐饮外卖等各类依托互
联网为主要载体的网络消费蓬勃发展。
今年前 3季度，全市限额以上单位通过
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销售额63.3亿元，同
比增长 7%，占全部限上消费品零售额
18.5%。

11月25日7时，内蒙古顺丰速运有
限公司赛罕区巨海城营业部快递员任晓
洋开启了忙碌的一天。他告诉记者：“十
几年前我们这个营业部的快递量相对较

少，揽收和派送的压力不大，平时都骑着
自行车送快递。随着网上消费的人逐渐
增多，快件量呈几何倍的增长，每天派送
量在200件左右。”

随着网购和电商行业的迅猛发展，
让首府快递业务量迅速增长。内蒙古自
治区不包邮时代的结束，促使首府快递
行业从人员储备、场地升级改造、车辆保
障、客户服务末端等方面不断提升，让市
民享受到了快速便捷的线上消费。

今年前3季度呼和浩特市快递业务
量 累 计 完 成 1.14 亿 件 ，同 比 增 长
36.85%，赶超 2023 年全年快递业务量
1.12亿件。

“现在我们的包裹可以实现顺丰专
机运送，加上自动化分拣的设备等数字
化产品覆盖整个供应链，能够更加准确、
快速地进行收派，一定程度上促进消费
者从传统到线上消费习惯的转变。”内蒙
古顺丰速运有限公司金桥片区负责人刘
磊说。

首府消费品市场活力十足，动力强
劲，成为全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
驱动力。2023年，呼和浩特市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实现1202.6亿元，同比增长
13.5%，高于全国6.3个百分点、全区5.4
个百分点，总量和增速位居全区首位。

今年前 3季度，全市社会消费品零
售 总 额 实 现 864.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9%。先后举办惠民消费季、网上购物
节系列促消费活动 500余场次，政银企
聚力发放“乐享消费·惠购青城”惠民消
费券 5批。不断涌现的集购物、餐饮、
休闲、娱乐、教育等于一体的城市商业
综合体，改变了传统购物模式，满足了
人们日常消费生活的多重需求。同时，
围绕打造区域现代消费中心，推进中山
路、锡林南路、国贸大厦、摩尔城等商圈
提档升级，加速线上线下消费融合，电
子商务、平台经济不断创新，既为市民提
供了全新购物体验，又为全市消费市场
注入了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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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前不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介绍的一揽子增量政策举措，极大增强了市场
信心，激发了市场活力，为经济向上向好积累了
更多积极因素。但是，有效需求不足仍是当前制
约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矛盾，当前迫切需要
以更大力度、更为精准的政策“组合拳”扩大有效
投资，破解有效需求不足。

有效投资是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力量，
具备刺激供给与需求的双重功能，既能创造就业
岗位，提高劳动报酬，也能优化供给结构，推动宏
观经济供求平衡。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难点在
于新旧增长动能转换，这不仅需要通过科技创新
培育创新业态，变革新技术，促进实体经济育

“新”，还应注重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设备更新升
级与生产线优化改造，促进传统产业提“质”。有
效投资能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催生新的技术应
用、形成新的产品业态，创造新的消费场景，提升
产品与服务供给能力，引领新的中长期消费需
求。提升特定领域的有效投资规模还有助于形
成明确且逻辑一致的增量“信号”，降低政策不确
定性，引导合理预期。伴随着前期宏观政策的落
地实施，有效投资对经济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日
益凸显，充分体现了我国以稳步扩大有效投资促
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鲜明政策导向。

要完成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
转型，应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投资理念，更好
发挥有效投资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作用。

突出政府投资引领，服务高质量发展。高质
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应更加注重发展质量，更
为注重改善民生。产业领域是市场承接有效投
资的主体，应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投
资布局，捕捉颠覆性技术与前沿技术带来的新增
长点，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配的有效
投资存量，夯实创新驱动引领的资金供给。另
外，要支持以传统产业“智转数改网联”为代表的
产业设备更新，形成优化产品与服务供给结构的
实物资本积累。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城市老旧小
区更新改造、生活性服务业公共产品供给等民生
领域，应积极鼓励地方政府创新投资开发模式，引入市场化投资机制解决
资金缺口。

创新项目管理模式，提升投融资质效。支持金融机构通过贷款授信、
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推动“存量增量并举、盘存带新同步”，提升全社会资产
运营能力。尤其是应立足科技创新、技术应用、成果转化等核心环节，聚
焦重点领域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产能提升及“卡脖子”技术突破，激活“存
量盘活、增量注入、动能提升”的投融资综合效应。鼓励企事业单位与科
研院所联合攻关，探索自主技术创新投资、项目联合创新基金投资、私募
基金注资孵化等投资管理创新模式，协同攻关行业共性技术，成立“联合
创新基金”，健全“逆向混改”机制，为技术应用企业筛选、培育、吸收高新
技术各类所有制企业提供便利，加速创新资本积累。

破除行业制度壁垒，营造公平投资环境。2023 年我国登记在册经营
主体达 1.84 亿户，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比 50.4%。民间投资不仅是经济活
力的“晴雨表”，也逐步成为稳定有效投资、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
力量。应降低民间投资行业准入门槛，鼓励民间投资进入交通、水利、清
洁能源、新型基础设施、先进制造业、农业农村等重点细分行业。健全“两
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加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预期引导。持续深化
改革，破除民间投资进入重点领域的显性和隐性障碍。完善民间投资的
负面清单管理与项目长效推介机制。打造公平投资环境，保护投资者权
益，激发多元主体投资活力。 （据《经济日报》）

零售药店执业药师“挂证”
专项治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本报讯（记者 祁晓燕）今年以来，
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
零售药店执业药师“挂证”专项治理工
作，规范执业药师执业行为，加强零售
药店执业药师配备使用管理。

工作中，对照《药品经营质量管理
规范》，从进货查验、陈列储存、销售管
理 3 个方面，整治零售药店配备执业
药师及在岗履职、处方药销售、处方审
核等环节存在的风险漏洞，监督零售
药店加强执业药师和处方药销售管

理。专项治理开展以来，共检查零售
药店 214 家次，出动执法人员 583 人
次。

据介绍，今年以来，呼和浩特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结合舆情监测、投诉举
报、案件查办等信息，重点整治执业药
师“挂证”、不凭处方或不审核处方销售
处方药、超剂量销售国家有专门管理要
求的药品等违法行为。截至目前，累计
查处未凭处方销售处方药相关案件
150多起，查处非法渠道购药案件5起。

□经济视点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今年3季度，
呼和浩特市经济延续良好态势，地区生
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进出口总额等主要指标增速领跑
省会城市，特别是固投增速17.2%，分别
高于全国、全区，13.8个、6.2个百分点。
超预期成绩单的背后，加大宏观调控力
度、政策靠前发力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

“强首府战略”提档升级。今年年
初，呼和浩特市第一时间把“强首府”战
略纳入政策落地“2+4”矩阵，同步争取
自治区印发《2024年支持呼和浩特高质
量发展要点》，滚动纳入和林格尔金融
数据产业园、中环产业城、航天技术开
发区等一批重点建设项目，深入构建首
府产业多元化发展格局。同时，立足推
进呼包鄂乌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编制完
成《呼和浩特都市圈规划》，并以呼包同
城化发展为先行示范，率先启动实施

《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同城化发展协议》
《2024年度同城化重点推进事项清单》，

60项合作事项已完成 36项、30项重点
推进事项已完成 24项，政务服务“跨市
通办”“5G+区块链”融合等重点领域频
结“硕果”。

“十五五”规划稳步推进。围绕“三
个重大”谋划部署，通过组织召开呼和
浩特市“十五五”规划培训会议、重大工
程项目谋划专题会议等方式，全面统筹
谋划“十五五”期间拟纳入国家规划相
关事宜，报送纳规重大事项 71项、重大
项目 416项，初步纳入自治区上报国家
盘子的25项。同时，研究提出重大战略
和工程项目，加强纵向沟通、横向协调，
争取将和林格尔新区金融数据产业园、
航空航天研发应用产业园、呼包高铁、
呼鄂城际、引黄入呼工程等事关呼和浩
特市“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项
目纳入国家、自治区盘子。

“六大产业集群”耦合发展。实施
《关于推进产业集群创新耦合发展加快建
设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实施意见》《呼和浩特市六大产业集群耦

合发展产业链图谱》《关于印发呼和浩特
市关于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
深度融合行动方案（2024—2027年）》等
一系列产业政策。3季度，“六大产业集
群”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工业产值 1647.3
亿元，占全市工业经济比重为87%，拉动
全市工业增长8.8个百分点；共实施重点
项目416个，完成投资568.99亿元；新签
约项目共395个，协议投资额3766.11亿
元；为旭阳360万吨焦化、华为云和林格
尔数据中心项目等11个重大项目解决能
耗指标281万吨标准。

“新质生产力”有效提升。全力推
动“六大产业集群”与低碳环保、未来材
料、未来能源等 8大战略性新兴未来产
业耦合发展，推动体现新质生产力发展
特征的人工智能、商业航天、低空经济、
算力网络等118个未来产业项目多点布
局，总投资约 1100亿元，实施战略性新
兴产业重点项目 230个，完成投资 400
亿元。同时，围绕全国范围内国防科技
工业布局调整机遇，支持航天经济开发

区编制规划，积极争取申报国家级园
区，扶持北斗应用等未来产业；加快建
设低空经济产业示范园，打造国家级商
业风洞基地。

“民营经济”加快发展。不断健全
体制机制，实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若
干意见，成立呼和浩特市民营经济发展
委员会，挂牌成立呼和浩特市民营经济
发展服务局，全力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民间投资3季度较
上年同期提升39.4个百分点，拉动全市
投资增长 10.3 个百分点，成为投资主
力，房地产业、制造业民间投资同比分
别增长 29.7%、16.2%，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5.1
倍。下一步，要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
造更加良好环境，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
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通过强化民营经
济金融支持、优化营商环境、民营经济
地方立法等措施，为民营经济提供政策
支持、制度保障，全力做好民营企业服
务保障工作。

呼和浩特市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助推经济延续良好

本报讯（记者 杨彩霞）近日，以“加
快数智赋能 助推企业发展”为主题的
赛罕区中小企业扶持政策解读会暨政
银企对接会在金桥“双创”示范区举
行。此次活动旨在搭建政府、企业与银
行之间的沟通桥梁，促进中小企业快速
发展。

会上，赛罕区工信局对 2024年服
务中小企业情况进行了介绍。2024
年，赛罕区新增自治区级“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 4家及“创新型”中小企业 46
家，成功构建起一套完善的中小企业
梯度培育体系。同时，大力培育特色
产业集群，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与集群化发展，构建起功能完备的服
务体系，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工作，为
中小企业的成长提供了坚实保障。截
至目前，赛罕区共有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两家、自治区级“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 8 家和创新型中小企业

74家。
会上，数位行业专家与企业代表进

行政策解读与经验分享。内蒙古成为
电能服务有限公司商务专员及内蒙古
工业互联网及大数据发展协会专家对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政策进行了详尽
解读，内蒙古科信科技创新推广有限公
司专家对扶持资金申报工作进行了细
致介绍。

此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代表立信
电气技术有限公司与创新型中小企业
傲林信息工程有限公司分别分享了各
自在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发展道路上的
宝贵经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等6家
银行代表出席会议，详细介绍了金融支
持政策。

据了解，此次对接会吸引 50余家
企业踊跃参与，通过搭建政府、企业、银
行 3 方对接平台，实现了政策宣传解
读、需求对接与合力凝聚等目标。

赛罕区中小企业扶持政策解读会
暨政银企对接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