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便民助企 护航发展

呼和浩特市交管部门10项便民举措点亮城市温度
本报讯（记者 安娜）近日，记者

了解到，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通管
理支队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立足交
管职能，精心谋划推出“便民助企
护航发展”10项举措，从优化出行
体验到助力企业发展，每一项举措
都直击痛点、诚意十足。

10项举措包括：
一、柔性执法。对外埠来呼车

辆，实行轻微交通违法口头教育，不
贴单、不罚款、不记分。

二、贴心服务。在全市热门景
区设置“交管服务舱”，打造“文旅+
交管”的贴心服务模式。

三、爱心驿站。依托公安检查
站，设置“交管爱心驿站”，为过往群
众提供暖心服务。

四、便捷助企。为企业通勤车
辆合理设置临时停靠点，开展流动性
车管所入企零距离服务。

五、守护夜消。在夜间经济区
域科学设置时段停车泊位，优化交
管措施，助力地摊经济。

六、免检考证。本市当年高考
生持准考证和指标合格体检单，9
月1日前不需重复缴费体检可报名
考驾照。

七、车驾便民。在市、县级车管
所设置中午不打烊业务窗口，与相
关部门网上协同联动，提供“无车证
明”帮办服务。

八 、事 故 易 处 。 依 托“ 交 管
12123”App，每日 7时至 19时，对轻
微道路交通事故实行线上视频快速
处理。

九、民情直通。通过交管支队
“ 微 博 ＋ 微 信 ＋ 抖 音 ”或 拨 打
“0471—6698440青城交管事事灵”
专线电话，警民共商解决公安交通
管理领域急难愁盼问题。

十、开门纳谏。适时邀请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行业代
表建言献策，提升交通管理水平。

“交管服务舱”
打造“文旅+交管”全新服务模式

又讯（记者 安娜）呼和浩特市公
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推出的“便民助企
护航发展”10项举措中，“贴心服务”备
受瞩目。其中，在全市热门景区设置
的“交管服务舱”创新打造出“文旅+交
管”的全新服务模式。

4月 26日，“交管服务舱”亮相首
日，记者在大召广场看到了这台精心
设计的移动宣传车。车身印着醒目的

“交管服务舱”字样，走进舱内，首先感
受到的是其便捷的智能交互功能。舱
内配备语音唤醒系统，市民只要呼唤

“小熊小熊”，即可快速启动搜索，进行
交通知识问答。无论是交通法规细
则，还是安全出行小贴士，都能一键获
取，帮助市民轻松掌握交通知识。

作为流动宣传车，“交管服务舱”
充分发挥户外宣传直观、形象、机动的

优势，穿梭于社区和街道，将“骑车戴好
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不驾车”等
实用的交通安全知识与温馨提示，以生
动的方式传递给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有
效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

同时，“交管服务舱”还化身为全
天候便民服务站。设置人工窗口，民
警现场办公，为市民解疑答惑；舱内配
备创可贴、晕车药等急救药品，并提供
冷热饮用水，全力打造“15 分钟交通
服务圈”，让市民随时享受便捷服务。

在科普教育方面，“交管服务舱”
精心打造沉浸式交通安全课堂。通过
1∶64微缩景观生动演示交通场景，小
熊异形书柜陈列图文手册，交通标识
互动展架激发参与热情，让市民在趣
味互动中学习交通安全知识，收获独
特体验。

此外，“交管服务舱”还是城市微
休息空间。舱内设置软座休息位，配
备USB充电口，满足市民临时避雨、纳
凉、充电等需求，化身“交警守护站・
城市温暖角”。

据了解，“交管服务舱”顶部设有1
米高的玻璃钢小熊雕塑、车身绘有“青
城十六景”手绘墙及舱内的小熊主题
装置，构成“三重打卡点”。市民扫码
即可参与“线上活动”，通过网红打卡
的方式实现广泛传播，进一步提升交
管服务的影响力。

从智能交互到流动宣传，从便民
服务到科普体验，再到城市文化传播，

“交管服务舱”真正构建起触手可及的
交通安全服务新场景，让“文旅 +交
管”的贴心服务模式落地生根，为市民
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全新服务体验。

“交管服务舱”舱内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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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内蒙古跨境电商产业大会召开
12个合作项目签约总金额超5亿元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4月 25日，
2025内蒙古跨境电商产业大会在呼和
浩特综合保税区召开。来自各大海外
电商平台官方代表、数据服务商、供应
链企业、本土制造企业代表、银行及自
治区各大高校师生齐聚一堂，聚焦政
策赋能抢占外贸机遇。大会通过主旨
演讲、圆桌论坛等形式，围绕政策解
读、平台合作、实战经验等，解读各平
台运营政策、合作模式与实操案例，为
跨境电商类企业提供切实保障和经验
分享。

此次大会以“扬帆出海 聚势共赢”
为主题，旨在依托首府区位优势及呼和
浩特综合保税区功能优势，推动内蒙古
内外贸一体化发展，集聚各方跨境电商
平台及渠道资源，构建跨境电商产业生

态链，深化政校银企合作，扩大跨境电
商从业群体，助力本土企业“出海”，提
升国际竞争力。

大会期间，举行了呼和浩特综合保
税区“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中心”及内蒙
古自治区“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促进会”
揭牌仪式，标志着跨境服务体系的进
一步完善。同时，中俄跨境物流专线、
海外仓建设、区域合作、政校企合作等
12个合作项目完成签约，总金额超过
5亿元。

与会嘉宾就品牌“出海”、独立站运
营、AI技术应用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
并通过信息化、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为
首府打造一站式内外贸一体化综合服
务体系，加快产业孵化进程，推动内蒙
古及周边地区跨境电商产业规模化发

展。国际电商平台 Wildberries、Ozon、
SHEIN、Yandex 等代表现场推介俄罗
斯、东南亚、欧美等重点市场入驻策略，
并开通资质审核绿色通道；国内服务商
智云金科、萌啦数据等展示了支付、物
流、数据分析等全链路解决方案。

此外，大会特邀中国银行与多家园
区企业达成合作，为园区入孵从事跨境
电商的大学生提供供应链金融担保，共
同以跨境电商产业发展引导创业带动
就业，协同开展“就业促进行动”“区域
合作行动”“助企行动”，打造“万人万
店”的跨境电商产业生态链。

近年来，跨境电商产业已成为外贸
增长新引擎。2023年以来，呼和浩特
综合保税区以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为
方向，打造跨境电商供应链企业与国大

药房传统零售企业合作项目新模式，创
新“前店后仓”跨境电商零售模式，推动
跨境电商业态多元化发展，线上线下齐
发力，打造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目
前已累计引进跨境电商企业超100家，
跨境电商联动发展正成为呼和浩特综
合保税区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下一步，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将以
此次大会为契机，持续创新发展模式，
积极构建“保税展示＋跨境电商”新模
式，优化“前店后仓”跨境消费新场景，
加快跨境电商与产业带的“双向奔赴”，
支持企业积极布局跨境电商海外仓建
设，通过“主体培育、产品升级、布局优
化、服务提升”4项举措，不断厚植跨境
电商产业发展沃土，全力打造首府跨境
电商产业全域生态链。

本报讯 据了解，“空铁联运”产品
是南方航空与中国铁路联合为旅客提
供的航空运输段与铁路运输段相衔接
的联程运输产品。该产品具备合并购
买、一键支付、智能推荐、丰富行程等特
点。旅客可通过南方航空App或小程
序服务大厅中的空铁联运频道购买产
品，境内航线可享受折上折购票优惠
（最低92折）。支持空铁换乘的城市视
运行情况逐步开通中，目前鄂尔多斯
市、包头市、乌兰察布市等地居民可选
乘高铁至呼和浩特市白塔国际机场率
先体验该产品。南航呼和浩特可通达

广州、深圳、郑州、乌鲁木齐、长春、青
岛、重庆、通辽等多地。

此外，南方航空在北京大兴国际
机场建设连接全国各地、通向世界的
航线网络，打造面向欧美、日韩、港澳
台、中西亚等多地的世界级航空枢
纽，机场内部实现公路、轨道交通、高
速铁路、城际铁路等不同运输方式的
立体换乘、无缝衔接，内蒙古区域旅
客可通过铁路至北京市链接大兴国
际机场，体验空铁联运高效智能出行
新形式。

（常煦晨）

南航“兴”享出行空铁联运畅游无忧

本报讯（记者 吕会生）4月27日，
呼和浩特市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
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劳模座
谈会召开。

座谈会上，来自各条战线的 9名
劳模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围绕贯彻自治
区劳模大会精神，结合自身实际，从不
同角度，就如何发扬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谈
了体会和感受，分享了各自的做法和
经验。

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工会组织要认
真传达好、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本次
劳模座谈会精神，进一步增强做好劳模
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切实把学习成
果转化为落实“五大任务”、实施“六个
工程”、开展“六个行动”主战场的具体
举措，努力将这一精神实质转化为建设
模范自治区的生动实践。

会前，市委领导代表市委、市政
府对 5 名劳模和先进工作者代表进
行了慰问。

呼和浩特市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暨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劳模座谈会召开

4月25日，在回民区红旗小学操场上，一场别开生面的“图书跳蚤市场”活动
如火如荼地展开。此次活动以“爱不闲置 书香满溢”为主题，学生化身“小摊主”
和“淘书客”，通过旧书循环利用的方式传递环保理念，共享阅读乐趣。图为学
生参加“图书跳蚤市场”。 ■本报记者 李娟 摄

传递环保理念 共享阅读乐趣

4月27日，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领略皮艺魅力 绽放指尖精彩”主题团
日活动在内蒙古师范大学举行。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青年团员们以刀为笔、
以皮为纸，体验皮画制作技艺，感悟北疆文化魅力。

■本报记者 王劭凯 摄

体验非遗皮艺 感受北疆文化

本报讯（记者 梁婧姝）4月27日，区市
三级医疗机构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旗县三
年行动（以下简称“三年行动”）部署会在
呼和浩特市举行。会上，启动“三年行
动”，并对《区市三级医疗机构优质医疗资
源下沉旗县三年行动方案（2025—2027
年）》（以下简称《方案》）进行解读。

据悉，《方案》由内蒙古自治区卫健委与
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联合制定印发，设定到
2025年底、2026年底、2027年底三个阶段性
目标，旨在逐步提升县域医疗服务能力，提
高县域就诊率，推动县医院诊疗能力达到三
级医院水平，实现医疗服务质量和管理体系
的全面优化，让群众在旗县就能获得高质量
医疗服务，减少跨区域就医，缓解医疗资源
分布不均带来的就医难题。

《方案》明确“三年行动”主要任务：建
立对口支援关系，明确各支援医院与受援
医院的结对帮扶组合，根据受援医院需
求，确定重点帮扶专科，提升专科诊疗水
平，增强县域整体医疗服务能力。做好人
员派驻工作，选派业务骨干支援旗县医
院，并对派驻人员资质、派驻时间、待遇保
障等做出明确规定，确保人员下沉工作有
序开展，保障派驻人员权益，提高其工作
积极性。建立远程协作关系，通过搭建远
程医疗平台，开展远程培训教育，提升旗
县医院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能力，实现医
疗资源的高效利用与共享。

区市三级医疗机构优质医疗资源
下沉旗县三年行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祁晓燕）4月26日，呼
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
局）公布2024年呼和浩特市知识产权
数据统计情况。数据显示，2024年全市
知识产权创造质量稳步提升，专利授权
量、有效发明专利数量、万人有效发明
专利拥有量，以及商标申请量、注册量、
有效注册量均居自治区首位。

2024年，呼和浩特市专利授权量
7831 件 ，占 自 治 区 专 利 授 权 量 的
30.32%，同比增长 29.08%。其中，发
明 专 利 授 权 量 1916 件 ，同 比 增 长
31.50%；实用新型专利 5170件，同比
增长34.60%；外观设计专利745件，同

比下降 3.12%。PCT国际专利申请量
51件，同比增长34.21%。

截至2024年年底，呼和浩特市有
效发明专利6775件，占自治区有效发
明专利的 42.53%，同比增长 30.31%，
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18.62件。

2024 年呼和浩特市全市商标申
请量 16451件，占自治区商标申请总
量的24.90%；商标注册量10873件，占
自治区商标注册量的 24.45%。截至
2024年 12月 15日，呼和浩特市有效
商标注册量达 111462 件，同比增长
9.27%，占全自治区商标有效注册量
的26.82%。

呼和浩特市知识产权创造质量稳步提升
主要知识产权指标均居内蒙古自治区首位

本报讯（实习记者 赵宇昕）春潮
涌动，万象生新。近日，由呼和浩特
市融媒体中心组织开展的“一路生
花——媒体看青城”活动举办。来自
中央、自治区、市三级媒体记者深入
呼和浩特市四区，通过采访调研的
形式详细了解了首府产业发展、文
旅格局等情况，并运用细腻的笔触
和真实的镜头，对呼和浩特市高质
量发展实践予以报道，扩大城市对
外传播力和影响力。

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记者一行
先后调研了位于新城区的内蒙古数据
要素产业园、小井沟文体生态旅游区，
回民区宽巷子、乌素图杏花谷，玉泉区
大盛魁博物馆集群、林下空间，赛罕区
北疆印象文化艺术中心、花海之约等
地，全方位、立体式地了解了呼和浩特
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先进的产业发
展活力和优美的自然风光魅力。

《工人日报》记者温迪说：“我特
别注意到呼和浩特旅游发展中的

‘共建共享’理念。无论是敕勒川
草原上统一着装的生态管护员，还
是大盛魁文创园里专注錾刻银器的
非遗传承人，都让我感受到这座城
市将民生温度注入文旅发展的良苦
用心。这种让百姓既是文化传承者
又是发展受益者的模式，或许正是
呼和浩特旅游持续焕发生机的深层
密码。”

近年来，呼和浩特紧抓高质量发
展这一首要任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心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凝心聚力、奋勇争先，全市上下保持干
事创业的闯劲与拼劲，描绘着气象万
千的城市发展新实践。此次活动以权
威、亲和的视角，进一步激发了情怀如
一的前行动力，凝聚着全社会团结奋
进力量。

“一路生花——媒体看青城”活动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