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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以高品质生活彰显高质量发展成色 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本报记者 杨彩霞 梁婧姝 通讯员 乐炎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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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祖国北部边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更加

亮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给内蒙古提出的总

体发展目标；

“努力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作表

率”，这是自治区对首府提出的目标要求；

全面建设宜居、宜业、宜学、宜养、宜游的

高品质城市，这是呼和浩特市委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和自治区对首府目标要求作出的郑重承诺。

党的十八大以来，呼和浩特把握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

质量发展。新征程上，呼和浩特用心用情用力

解决群众关心的就业、教育、社保、医疗、养老

等方面实际问题，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

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

扶上持续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

生，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把首

府打造成为一座未来的“实力之城”“发展之

城”“美丽之城”“活力之城”“幸福之城”。

春季，你可以走进乌素图古杏花海，或是寻觅绽放在城市任一角落的紫
丁香；夏季，你可以走进抚慰身心的草原，围着篝火放歌，大块吃肉大碗喝
酒；秋季，你可以走进古朴雅致的农家小院，采摘葡萄、海红果，在黄河文化
旅游节上品尝美食观看非遗展示；冬天，你可以走进银装素裹的马鬃山滑雪
场，体验速度与激情，或赶一趟塞上老街非遗庙会，体验美丽青城的冬雪热
情。

今年，呼和浩特将按照春赏花、夏避暑、秋采摘、冬滑雪的“全季”营销模
式，打造“亮丽敕勒川·精彩黄河湾”主题品牌，举办“多彩敕勒川 青城好花季”

“爱上敕勒川 全民大联欢”“丰裕敕勒川 壮美黄河湾”“乐游敕勒川 雪舞大青
山”四季主题系列活动，全年共计举办100余项500余场活动。

近年来，呼和浩特推动文旅向“全域、全季、全民、全业态、全要素”迈进，积
极创建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市、国家文旅融合综合示范区、国家夜间文化
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加快建设区域休闲度假中心和祖国北疆重要的旅游集散
地，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城市 IP，全面提升首府城市的文化能级，推进文化
旅游高质量发展。

为深化“文旅+”融合发展，我市积极发展工业旅游；实施休闲乡村旅游精
品工程，在恼包村、郝家窑村等国家乡村旅游示范村打造在全国、全区具有影
响力的乡村旅游与特色民宿品牌，深化“文旅+农业”融合发展；推进奥威马文
化生态旅游区、飞行小镇提质升级，打造“文旅+体育”新兴业态；依托乌兰夫纪
念馆、乌兰夫故居、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老牛坡红色文化旅游区、多松年烈
士纪念馆、大青山红色文化公园等红色旅游资源，建设系列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和红色文化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推进“文旅+教育”融合发展；整合花季资源，推
出“文旅+生态”花季旅游项目，为市民和游客提供“慢游慢行”休闲度假新选
择，满足多元化旅游休闲需求。

我市依托北部敕勒川草原和南部黄河景观文化旅游带，设计草原都市、黄
河景观、红色文化精品游三类主题游线路。与乌兰察布、包头、鄂尔多斯等周
边区域协同打造边塞古韵游、研学工业游、红色主题游、长城主题游等精品旅
游线路，丰富旅游生态和人文内涵，打造京津冀休闲度假“后花园”。围绕圣水
梁自然景观区、敕勒川草原、大青山野生动物园、莫尼山非遗小镇、伊利乳都科
技示范园、敕勒川草原文化旅游区（哈素海）等重点景区进行线路设计，开通市
内短途旅游公交线路，方便游客出行。

呼和浩特将把首府建成北上草原、西行大漠、南观黄河、东眺京津的
重要旅游集散中心，让国内外游客饱览美景、吃遍美食、休闲避暑、特色
购物。

提升文化能级 推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青城街头巷尾漫步，映入眼帘的处处皆美景、移步即成画。这是

呼和浩特市厚植绿意、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综合整治环境的
成果。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持续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重点实施“山川
河海”保护工程，依托大青山全域，打造了“山城相依、绿色绕城”的绿
色生态屏障；还原敕勒川草原花、草、水、鸟共适的自然状态，再现了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敕勒川美景；开展黄河呼和浩
特段全流域治理，让黄河呼和浩特段成为岸绿、景美、民富的生态河、
幸福河；推进哈素海生态修复和品质提升，展现出“塞外西湖”柔美江
南景色。

每到春暖花开时节，青城街巷绿树掩映，公园绿地遍布城市各个角
落……

“出门就是公园，散步、休闲有了好去处！”近年来，我市结合老旧小
区改造、棚户区改造等腾挪利用边角闲置土地，大力实施城市口袋公
园建设，城市绿地空间持续增大，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显著提升。2023
年，我市将新建提升口袋公园和社区游园 300个、改造绿化节点 1000
处，建设城市绿道200公里、大黑河郊野花海7000亩，实施三环路沿线
整治及重要节点绿化工程。

穿越城市中一个个口袋公园抵达飞鹰小区。这个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的小区因年久失修一度是“脏乱差”小区代表。

“宜居”城市建设让众多的老旧小区“破茧重生”。完善体育健身设
施、消防通道，新建口袋公园和扶老服务中心……面对崭新的环境，飞
鹰小区居民巴达玛其其格老人竖起大拇指激动地说：“改造得实在太
好了，做梦都不敢想我们小区能这么好。”

老旧小区改造一小步，民生改善一大步。今年，我市将完成309个
老旧小区改造，实施毫沁营、西古楼、保全庄、双树等 7个棚户区改造。
随着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老旧小区将实现华丽

“蝶变”。
“金海高架与西三环互通立交工程通车后，我每天通勤时间大幅缩

短，生活便利度也提高了。”家住西三环附近小区的张女士欣慰地说。
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围绕建设“五宜城市”，我市先后组织实施了一
批打基础、利长远的市政道路工程，加快构建“一横、两纵、四环、三枢
纽”城市立体交通布局。今年，我市深入贯彻落实“强首府”决策部署，
组织实施高架路网、新续建道路和打通“断头路”工程 92条，目前已通
车 34条，其余年底前将陆续全部通车。便民畅通出行方面，进一步优
化城区路网结构，缓解城市交通拥堵。

提升城市品质 打造宜居幸福家园

经济要发展，人才是关键。2022年，我市出台了《呼和浩特市吸引人才政策10
条》及其配套实施办法，开展“丁香扎根计划”，推动实施“三年十万大学生留呼工
程”。

来自武汉的张博是华中农业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刚刚签约金宇生物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入住第一批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张博开心不已，她说:“是呼和浩特的好
环境、好产业、好政策吸引了我，如今有了舒适的家，更让我安心留下，我相信在这
里可以更好地发挥我的专业特长，实现人生价值”。

近年来，我市坚持“做精做特一产、做大做强二产、做优做新三产”，推动产业结
构不断优化、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全力打造“宜业城市”。

走进赛罕区金桥“双创”示范区，一场场精彩的直播正在进行中，该区各地的
农产品通过直播带货的形式“送往”全国各地。一群年轻人，将他们的好创意、金
点子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新产品、新产业。示范区自建立以来，已累计孵化企业
500余家，电子商务交易总额超 260亿元，带动就业 2.5万余人，培养人才近 2万
人。

体系搭建，关键在落实。近年来，我市以“产”引岗稳就业，着力打造绿色农畜
产品加工、清洁能源、现代化工、新材料和现代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技术

“六大产业集群”，加快建设和林格尔人才科创中心这一全区人才创新高地，吸引了
各类人才纷至沓来。

去年，我市成功获批了全国唯一的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伊利现代智慧健康
谷液奶、奶粉、智造体验中心、智慧牧场4大骨干项目竣工投产。蒙牛中国乳业产业
园八期鲜奶、奶酪、低温3大工厂建成投产，九期奶粉项目开工建设。乳制品产业集
群成功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乳业全产业链营业收入突破2200亿元、同比增长
10%，首府正从“中国乳都”向“世界乳业科技之都”阔步迈进。

毋庸置疑的是，“六大产业集群”加速发展，为吸引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
人才因事业而聚，事业因人才而兴。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小韩毕业来

呼和浩特市工作后，申请了人才租房补贴。呼和浩特市打造公租房、保障性住房、
人才公寓、普通商品房等多层次、全方位住房供给体系，实施高校毕业生租购房补
贴政策。小韩说：“人才租房补贴政策真挺不错，硕士每月能补贴800元租房费用，
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我的负担，使我能安心投入工作。”

为缓解大学生、青年人等新市民住房困难问题，让年轻人在呼心无旁骛创
业、安心舒心扎根，我市 2021年启动保障性租赁住房筹集工作，今年通过市场
购置、非住宅项目改建、国有企业新建等方式，已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 12472
套，年底将达到 15472套。市城市投资建设集团保障房公司副总张捷介绍说：

“凡在我市无自有住房、年满 18周岁的新市民、青年人都可以通过手机App，申
请租住保障性租赁住房，实现线上‘一站式’办理选房、申请、配租和签订租赁合
同手续。”

包容普惠创新 让城市更富吸引力

盛夏时节，在呼和浩特市第二十七中学新址、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新址和水云天幼儿
园等玉泉区教育重点项目建设现场，广大建设者战高温、斗酷暑、保工期，按照时间节点有
序推进项目建设。

近年来，我市加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全力推动教育重点项目建设加速“奔跑”，为促进
全市教育优质均衡高质量发展持续“加码”。

走进金桥小学，新扩建的教学楼格外引人注目。记者了解到，目前新教学楼主体已验
收完毕，各楼层内正在进行布线、地暖管铺设等工作。

据金桥小学新扩建教学楼项目负责人张雪峰介绍，新教学楼建筑面积6085平方米，规
划了 12个教学班、20个功能室，可新增学位数 660个，计划今年 9月投入使用。建成后，金
桥小学规模将达到52个教学班，可进一步缓解金桥片区教育资源紧张状况。

按照《呼和浩特市建设“宜学城市”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年）》，今年，我市将全力
办好有温度、高质量、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市将新建续建中小学、幼儿园62所，年内主体完工
40所、投入使用14所，协调推进中职园区建设。同步做好新建校师资配备，做到“建一所优
一所”。 协同市相关部门，依据常住人口学龄儿童人数，制定生源分布和学位供给“热力
图”。

近日，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与呼和浩特市敕勒川实验中学实施合作办学，挂牌为呼和
浩特市第二中学敕勒川分校；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与呼和浩特市第十七中学实施合作办
学，挂牌为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分校。学校校长和管理团队分别由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
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派出。这4所学校将以集团化办学为契机，充分发挥市二中、市四中品
牌影响力和文化感染力，以学校先进的办学理念引领各校区发展。

近年来，我市大力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各教育集团充分发挥优质品牌学校的辐射
作用，通过建立集团章程、制订集团规划、创新管理机制、加强师资流动、共享优质课程等措
施，分享先进的办学和管理经验，带动一大批学校取得发展，优质教育资源总量进一步增
加。

为高质量打造“校长、教师、教研员”三支队伍，我市重点落实教育部《新时代基础教育
强师计划》，制定“三支队伍”三年培训规划，实施校长课程领导力和教师课程实施力提升行
动，委托华东师大、北师大等师范类名校，深入推进“名师+”“名校长+”工程。强化与北京教
科院、上海教科院交流合作，开展国家级课题研究，推动“教研员素质提升”行动取得实效。
加强区域合作，在与北京、长沙、杭州、潍坊等地战略合作基础上，深入开展教师培训研修、
校长挂职锻炼等活动，提升校长、教师专业化水平。统筹使用自治区增核、旗县区归还的
4611个教师编制，招聘 2991名教师，同时积极对接高校，将优秀人才吸纳到教师队伍中。
截至目前，我市共有教育集团63个，涉及幼儿园、中小学共计152所，惠及40%以上的中小
学生，进一步激发和强化了优质学校的示范、辐射、引领和带动作用。

全力办好有温度、高质量、人民满意的教育

宽敞的活动室，温馨的用餐环境，卫生间扶手、洗漱台盆、感应照明及防跌倒智能
警报设备……在总面积2996.2平方米的赛罕区人民路街道仕奇社区的居家养老服务
综合体内，各类适老化产品一应俱全。“除了基础的血压计、温度计，结合老年人需求，
我们还配备了居家上门护理无障碍照护车。综合体内还设有休息室、阅览室、活动室
等多个功能区。”工作人员介绍。

作为一家开在社区里的公建民营养老服务机构，仕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综合体
的建立，是我市积极探索和创新居家养老新模式，满足首府百姓养老服务需求的缩
影。

近年来，我市积极实施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坚持统筹谋划，精准发力，聚焦
广大老年人“急难愁盼”问题，以创建“宜养青城”养老服务品牌为契机，不断丰富和完
善养老服务模式，向实现全覆盖、多层次、多支撑、多主体的大养老格局迈进，用心、用
情、用力描绘养老“幸福底色”。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养老机构 52个，设置床位 6930
张；建设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310个，街道级居家社区养老综合服务中心31个，社
区级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站点）279个，运营为老餐厅 65家，村级养老服务设施
273所，其中农村互助幸福院263所、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10个。

我市持续推进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双轮驱动协同发展，引进培育了德国蕾娜范、
南京悦心、北京乾翔、广州华邦美好家园等国内外 70多家知名养老企业，形成品牌
化、连锁化效应，提供助餐、助浴、助洁、助急、助医、护理等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
务。在市四区打造了4个全国示范性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实现每个区都建有1个
区级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街道级养老综合服务中心覆盖率达100%，居家社区养老服
务中心社区覆盖率达95%以上。建设了“云洲熙府”文化康养智慧住区，引进“泰康之
家·蒙园”项目，规划建设赛罕区养老产业园，成立泽惠养老产业发展中心运营示范性
老年公寓。东郊恒康安养院、福康老年公寓等养老机构与广东、广西、山东、海南等地
养老机构合作，积极开展旅居养老。依托呼市中医蒙医医院医疗优势，初步形成了以
蒙医药文化、特色疗法为基础，以疗养、康复、保健、旅游为一体的“蒙医药康养＋产业
体系”新模式。以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项目为载体，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
新兴技术，以高端医疗为助力，集智慧医疗、智慧养老于一体，打造居家、社区、机构养
老融合发展的国际化高端智慧康养社区。

首府正在围绕健康医养、生态游养、运动体养、食疗药养布局康养业态，吸引更多
人到“美丽青城 草原都市”养老、养生、养身、养心。

布局康养业态 助力高质量养老养生养身养心

丁香路小学的同学们正在开展体育教育活动

内蒙古高茂泉文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旗下的乡土中心 居民在星火巷社区为老服务餐厅用餐 赛罕区通过直播带货形式推销本地优质农产品 清水河县绿色农产品加工园区俯瞰图

游客在将军衙署拍照打卡

呼和浩特环城水系碧水环绕惹人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