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是·吾阅 青城——呼和浩特新春美术作品展开展
本报讯（实习记者 于梦圆）1 月 19 日，

由呼和浩特市文学艺术联合会、呼和浩特
市美术家协会举办的如是·吾阅 青城——
呼和浩特新春美术作品展在捌柒画廊开
展，本次展览将持续至 2月 18日。

此次展览吸引了众多呼和浩特市美术
界嘉宾及广大文艺工作者、爱好者到场观
展。众人纷纷驻足观看，感受首府建设和
发展，领略老城换新颜，新城赋新韵，共谱
时代画卷的壮丽篇章，体悟新春的喜庆氛
围。

据了解，该展览围绕呼和浩特市历史
文化、自然风光、城市变迁、民俗风情等主
题进行创作，共展出中国画、油画、版画、水
彩画、综合材料等作品 80 余件。艺术家们
以画抒情，用笔墨描绘出呼和浩特的青山
草原、楼宇乡村，作品或雄浑豪放、或精致
细腻、或灵动飘逸、或沉稳含蓄，充分展示
了他们立足生活、奉献社会，全力助推首府
发展，描绘新时代风貌的创作情怀。

1月18日，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
馆主办、内蒙古爱乐乐团协办的“歌
游内蒙古·美育浸北疆”青少年交响
乐新春音乐会在内蒙古自治区文化
馆举办。

音乐会上演了小提琴齐奏《新
春乐》、弦乐四重奏《蓝色多瑙河》、
小提琴二重奏《春》、长笛二重奏

《天上的风》等作品，不仅彰显了少
年交响乐手们的卓越艺术才华与
青春活力，更展现了北疆文化的独
特魅力与深厚底蕴。

■本报记者 王中宙 摄

青少年交响乐
新春音乐会举办

2025自治区两会·代表委员访谈

白艳艳代表：
以优质医疗服务 为群众健康护航
本报讯（记者 耿欣）“2025年内

蒙古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关注民
生，紧盯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办实
事、解民忧，民生事业不断取得新进
展，年初承诺的33件民生实事全部
完成，实实在在体现了‘民之所盼，
政之所向’。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
我将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激发昂
扬斗志，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开拓
创新、奋发有为。”自治区人大代表、
呼和浩特市妇幼保健院院长白艳艳
说。

白艳艳说，呼和浩特市妇幼保
健院一方面着力于促进优质医疗资
源下沉，提升专科服务能力。与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等建
立深入合作关系，成立 5个国家级
名医工作室，引进 5名挂职副院长
和 49 名专家，全方位提升诊疗能
力。截至 2024年底，专家出诊 535
次，开展新技术新业务20余项。同
时，从医教研协同发展入手激发学
科发展潜力，打造了妇幼优势特色

专科群，急救培训中心建设、生育力
保护与保存等工作取得成效。另一
方面，着力于构筑辖区健康网，增进
民生福祉。构建跨层级妇幼健康联
合体，与 7家三级公立医院签署医
疗共同体协议，与4家旗县区医院、
13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4家民营
医疗机构签署医疗共同体协议，与
9个旗县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
中心组建“妇幼专科联盟”，多措并
举保障辖区母婴安全。

结合呼和浩特市妇幼保健院
工作现状和未来发展目标，白艳艳
希望相关部门持续关注和支持公
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不断提
升医院诊疗服务能力。下一步，呼
和浩特市妇幼保健院将继续通过

“京蒙协作”“双首行动”等持续提
升诊疗服务能力，发挥专科优势，
为广大妇女儿童提供全生命周期
医疗保健服务，帮助群众在“家门
口”获得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助
力首府成为温暖幸福、和谐健康的

“首善之地”。

呼和浩特市药品耗材集采工作加速推进
本报讯（记者 梁婧姝）近日，记者

从呼和浩特市医疗保障局获悉，目前，
全市共 128 家公立医疗机构参加集
采，机构参与率达到98.4%，全年集采
药品995个，平均降幅50%以上，集采
医用耗材 92类，平均降幅 70%以上，
共节约资金9.71亿元。

截至2024年底，药品、医用耗材集
采占比分别达到26.81%和20.09%，分
别较2023年提高16.69%和15.47%，目
前5个旗县和玉泉区均已实现以总医
院为单元的县域医共体统一采购。

据了解，2024 年 12 月集采药品
“进药店”正式启动，全市15家连锁总
店（1041 个门店）开展第一批试点。
遴选第一批集采进药店 272个品种、
603个品规药品目录，目前已顺利实
现网采订单建立及配送。

与此同时，全市已有42家医疗机

构在专区内采购，采购金额约8480万
元，节约采购资金16215万元，集采平
均降幅在 60%以上。2024年 12月上
线的专区结算监管子系统，通过“医银
企”直联结算，实现了对集采过程的一
体化监管。

呼和浩特市医疗保障局还通过
对医用耗材进行线上和现场考核，
有效开展对结余留用资金基数测
算，完成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
购相关批次结余留用资金拨付，目
前已向医疗机构拨付资金 1.11 亿
元，让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实在
在共享改革红利。同时，强化集采
执行及价格监测，对比分析采购数
据聚焦集采占比、执行进度监测，核
实研判价格异常数据落实药品、耗
材价格监测，及时通报问题并督促
整改，保证集采实效。

2025年1月20日 星期一2 要闻编辑：赵薇 胡日恒 王云帆 美编：白海龙 校读：刘艳君

“莓”好生活在路上
●本报记者 王璐

走基层新春

1 月 16 日 上 午 ，记 者 走 进 土 默
特左旗阿勒坦农牧业发展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位于塔布赛乡帐房村的阿
勒坦设施果蔬基地，基地里共有 64
个大棚，其中 5 个大棚种植了蓝莓，
目前大多已经长出绿色的小果，丰
收指日可待。

看着长势喜人的蓝莓，土默特

左旗阿勒坦农牧业发展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技术员张少波说：“看看长得
多好！这是 2024 年 6 月新引进的蓝
莓，也是基地种植的第一批蓝莓，预
计 2 月份就能采摘、上市，过年期间
能让大家吃到本土产的蓝莓。”

据张少波介绍，蓝莓大棚所在
区域属于盐碱地。因此，在种植蓝
莓时采用了脱土种植技术，直接种
在盆里，盆中放置基质土。“种植蓝
莓对水质要求较高 ，pH 值要在 6.0
以下。咱们这里的自来水不能用，
市面上的纯净水也达不到标准，公
司引进了一套净化水设备，专供种
植蓝莓使用。”张少波说。

记者了解到，阿勒坦设施果蔬
基地共引进 4 个蓝莓品种，在 5 个大
棚内种植，共 4800 盆左右。温室大
棚科技感满满，种植设备更智能化
了，张少波介绍说：“盆里的水肥一
体化设施管道，就是按照设定的时
间自动浇水、浇肥，可根据蓝莓生长
阶段精准作业，水肥随着管道，可以
通过末端的滴箭直达根部，提升水
肥利用率。”

大棚内的蓝莓长势喜人，而草
莓早已喜获丰收。在土默特左旗阿
勒坦农牧业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的包装车间，工人正在忙碌着，将一
颗颗饱满的草莓装入盒中，打包装

箱。圪什贵村村民张艳红，在该基
地从事打包工作已经有 4 年了，农
忙时她在自己家地里忙碌，农闲时
她就在基地做零工。她说：“多亏了
基地给我们提供工作岗位，村里有
20 多个人在这里工作，离家近，还
能赚点儿零钱。”

张艳红和记者交流的同时，也
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说话间，运
货的车辆又到了门口，工人们开始
装箱，新鲜的草莓在 1 个小时后便
能进入首府的商超……一颗颗小小
的果实，不仅丰富了农产品供给市
场，更给基地工作人员带来了甜甜
的收获。

呼和浩特：“六个行动”塑造发展新格局
（上接第1版）
助企行动犹如春风化雨，滋润着

企业发展的土壤。2024年，首府实施
优化营商环境“4.0”行动，企业开办实
现了全流程网办，市本级政务服务事
项由 1296 项精简到 405 项，进入全国
行政审批事项最少城市行列。呼和浩
特获评 2024 年十大最具投资价值城
市、2024年高质量发展营商环境最佳
城市。

新的一年里，首府将纵深推进重
点领域改革，推动工业领域降低工业
用地成本、服务业领域物流降本增效
等改革。同时，进一步推动营商环境
领域精简政务服务事项、整合证照许
可等改革，不断做好做优各项助企惠
企工作，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就业促进行动是民生之本。一直
以来，首府通过发展优势产业、出台人
才强市政策、鼓励创业创新等，让越来
越多的人找到了实现自身价值的舞
台，不仅提前半年完成“三年十万大学
生留呼”目标，而且入选最佳人才发展

生态城市全国 50强。2024年，全市城
镇新增就业 6.2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
就业36.7万人。

如今，首府正在接续实施未来 3
年“十五万青年留呼行动”，无论是高
校毕业生留呼发展，还是农村劳动力
转移就业，都能在这座城市中获得机
会，追逐梦想。

首府稳定的就业局势，不仅提升
了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也为社会和谐
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节水行动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
求。今年，首府将全面推进引黄三期
引水输水、净水配水工程，实施引黄
一、二期备用输水管线提升改造工
程。强化农业、工业、生活节水，探索
建立农业节水“水电”联动机制；全面
推行工业“以水定产”，对园区、企业用
水逐步实行预算管理，建设节水型园
区、节水型企业；持续开展自备井专项
整治和地下水超采区治理，实施城镇
居民用水阶梯水价、非居民用水超定
额累进加价制度。同时，加强再生水

利用基础设施建设，建成投用科技城
污水处理厂,规划建设金川南区工业
污水处理厂，打造“H+回”型再生水管
网体系，将再生水利用比例提高到
45%。

从农业发展的节水增效，到工业
用水的循环利用，再到居民生活的点
滴节约，每一滴水都被珍惜，每一分努
力都在为城市的未来储备资源。

区域合作深化行动是打破地域界
限、拓展发展空间的共赢行动。过去
一年，首府与北京海淀区开展“两小时
创新圈”合作，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
心呼和浩特研究中心正式落户。“呼包
鄂乌”四城通办事项达到 337 项。成
功开通“天津港—呼和浩特”区港联动
班列，累计到发集装箱520个。

新的一年里，首府将深入实施
“区域合作深化行动”，建成投用明品
福农产品冷链物流基地，加快建设中
农联国际冷链物流电商产业园，开工
建设家家悦冷链物流项目，打造国家
物流枢纽。规划建设空港物流枢纽、

跨境电商产业园、海关监管作业场
所，打造北疆国际枢纽港。建设“天
津（秦皇岛）—呼和浩特—乌鲁木齐”
呼和浩特分拨中心，加强与阿拉山
口、霍尔果斯、二连浩特等地合作，开
辟国际联运通道。加快打造中欧班
列集散中心、多式联运枢纽中心，打
造 JSQ 班列出口基地，发运中欧中亚
班列 150列以上。

北疆文化建设提升行动将为首府
发展注入灵魂。今年首府将用好“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品牌，持续推进“雕
塑之城”建设。加快大窑文化遗址公
园、土城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辽代白
塔遗址公园建设。创作提升话剧《大
青山》、舞剧《敕勒川》、晋剧《大漠春
归》等一批精品剧目，让文化的繁荣提
升首府软实力，增强市民归属感。

风起正是扬帆时。如今，在“六个
行动”的引领下，呼和浩特正以崭新的
姿态阔步前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首府将会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为
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本报讯（记者 杨彩霞）“认真聆
听了 2025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工
作报告后，我深有感触，深受鼓舞。”
自治区人大代表、内蒙古中环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江云说，“作为
自治区新能源制造企业，我们深刻
感受到各级政府对重大项目积极作
为、主动担当，切实为企业高质量发
展出谋划策。”

江云表示，TCL中环作为内蒙
古自治区光伏链主企业，秉持推动
自治区行业高质量发展，长期坚持
环境友好、制造绿色、绿色制造可持
续发展理念，为自治区生态建设贡
献力量。深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目前TCL中环内蒙古产业园内已有
两家国家级绿色工厂，1家自治区级
绿色工厂。牵头成立自治区级光伏
装备促进会，目前已吸纳自治区级
促进会31家，积极组织行业活动、为
企业申报奖补项目、编写行业分
析。同时，区内项目坚持蒙材蒙用，
储能、箱逆变、支架等产品都采用自

治区产品。此外，与呼和浩特市第
一中学、和林格尔县第一中学等 10
所学校共同建设屋顶光伏发电系
统，装机容量共计超678千瓦，预计
每年可获超 100万度绿电，于 2024
年陆续建成并网，项目全生命周期
内可为学校带来收益超700万元。

关于自治区光伏行业如何发展
的问题，江云建议，新能源和生态治
理跨盟市实施，防沙治沙与新能源
一体化结合，可有效推动自治区装
备产业“链链合作”，全新的模式将
对自治区新能源应用、装备与环境
治理工作开创多方受益的局面。新
能源和生态治理跨盟市实施可以解
决像呼和浩特地区具备新能源建设
条件，但因治沙任务少而无法直接
参与“一体化工程”建设的壁垒。如
可跨盟市实施，既可提升当地新能
源装机比例，也可助力当地经济发
展。希望有关部门尽快出台符合公
平竞争审查条例的招商引资政策，
支持企业发展。

江云代表：
深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助力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

北疆文化神州行

“歌游内蒙古 冰雪研学行”活动启动
本报讯（实习记者 贾思敏）1 月

18日，“歌游内蒙古 冰雪研学行”内
蒙古特色冰雪研学旅游活动启动仪
式在呼和浩特市马鬃山滑雪场举
办。本次活动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
和旅游厅携手各盟市文化旅游局共
同打造，来自上海的 120名冬令营研
学团代表与呼和浩特市部分中小学
生以及滑雪爱好者约 2000多人参加
启动仪式。

活动现场，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
旅游厅发布2025年“青春年华 花样冰
雪”内蒙古特色冰雪研学旅游活动内
容，展示全区各盟市春节民俗节庆、非
遗文化、冰雪运动、长城文化、天文科

普、边境文化交流等特色冰雪研学活
动及线路产品。研学团学生现场体验
了呼和浩特市马鬃山滑雪场研学旅游
课程、冰雪运动项目。同时，活动主办
方赠予上海研学团学生滑雪装备配饰
及文创伴手礼，共同开启“歌游内蒙
古 冰雪研学行”内蒙古特色冰雪研学
旅游活动启动暨首批上海冬令营研学
团入营仪式。

据了解，未来几天，研学团还将陆
续前往内蒙古博物院、呼和浩特市博
物院、呼和浩特莫尼山非遗小镇、大黑
河军事文化乐园、响沙湾旅游区等文
博场馆和研学旅游基地，进一步体验
冰雪研学旅游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