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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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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的青城涌动着

文化暖流：公益培训班里

学员们热情满满，上班族

赶赴“夜课堂”执笔绘丹

青。3 月以来，呼和浩特

市文化馆春季公益培训

班、赛罕区文化馆市民夜

校相继开课，悠扬的马头

琴声在排练厅回荡，工笔

画在夜灯下细腻铺展，全

公益的培训课程构建起

“白+黑”文化充电站，让

市民褪去工作疲惫，激发

艺术热忱。从平均年龄

55 岁的舞蹈班“常驻学

员”，到 00 后工笔画“新

生代”，“零门槛”文化惠

民工程正悄然重塑着北

疆都市人的精神生活。

“周五的课你抢到名额了吗？”“没有呢，能抢到舞蹈班
的名额已经很幸运了，等下期开班再抢别的课吧。”3 月 18
日上午，记者来到呼和浩特市文化馆，舞蹈排练室内，几位
等待上课的学员正在聊天，讲述着各自“抢”课的经历，分享
着“抢”课成功的喜悦。“大家换好服装和鞋子就来这边签
到，我们准时上课……”伴随着老师的提醒，舞蹈班开始授
课了。

这是呼和浩特市文化馆 2025 年“艺韵北疆 市民课堂”
春季公益培训班的课程之一。舞蹈班共有 30个名额，经过
前期线上报名、线下报到确定了上课人数。学员中有初次

报名的新生，也有持续参与学习的熟面孔。她们认真模仿
老师的示范动作，练得有模有样。呼和浩特市文化馆舞蹈
教师崔艳霞介绍，学员的平均年龄为 55 岁，跟随公益培训
班上课最久的学员已有六七年。“学员们上课都特别积极，
非常投入。”崔艳霞说。

自 2014年起，崔艳霞便担任舞蹈教学工作。看到学员
们上课时的认真劲儿，老师们也下功夫，“我们在教学过程中
更注重理论、基础和动作要领的全方位讲解，并不断优化教
学方法。”崔艳霞表示，公益培训结束后，文化馆还会组织汇
报演出、公益演出等活动，如新年汇报演出，为学员提供展示

平台，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学习动力。
据呼和浩特市文化馆培训部部长钱耿介绍，2025年“艺

韵北疆 市民课堂”春季公益培训班开设了马头琴、钢琴、书
法、绘画、舞蹈、声乐等 18类课程，面向 18岁至 65岁市民开
放，以“零门槛、全公益”为原则，激发更多人的艺术热情。

钱耿表示，举办“艺韵北疆 市民课堂”公益培训是呼和
浩特市文化馆充分发挥全面艺术普及主阵地作用的生动实
践，“部分课程开放报名后 10 分钟即满额。我们会不断调
整课程种类、增加名额，让更多市民享受优质公共文化服
务。”

呼和浩特市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白天接受公益培训 丰富业余生活

下班后走进夜校 放松身心去“班味儿”

忙了一天工作，怎么打发晚上的时间呢？夜校成了很多
人的选择。

“大家不要心急，静下心来慢慢画。”3月31日晚，在赛罕区
文化馆工笔画课堂上，教师李旸正指导学员作画。学员们每天
18时至20时会在这里学习，享受两个小时的宁静与快乐。

24岁的赵娜是一名书法老师，和两位同事结伴报了名，这
是她们上的第三节课。因为有书法功底，她握着画笔的手格
外地稳，作品也得到了老师的认可，还在同学间传阅。她笑着
说：“一直想学画画，能跟着专业老师免费学习，感觉超赞！”

和她一样在下班后来夜校学习的还有杨宏岩女士。“工作
忙得挤不出时间，夜校正好不占用上班时间，晚上过来学学画
画，感觉特别放松。”

赛罕区文化馆 2025年第一期市民夜校于 3月 17日正式
开课，设置了工笔画、街舞、民族舞、书法课程，所有课程均免
费开放。教师李旸表示：“夜校的开放不仅为广大市民朋友搭
建了学习与交流的平台，还能让大家放松身心、愉悦心情。”

如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馆、呼和浩特市文化馆、呼和浩
特市美术馆（书画院）都开设了夜校课程，化妆、合唱、烹饪、马

头琴演奏、非遗皮雕画制作等多样的课程满足着市民不同的
文化需求。为了让更多人加入，各个文化场馆通过微信公众
号发布预热信息，开放线上报名渠道，还会在课程结束后举办
汇报演出，让学员尽情展示自我，收获满满的成就感。

在一次次的课程实践中，各文化场馆积极听取市民的建
议，让夜校办得更好。赛罕区文化馆相关负责人介绍，市民夜
校将根据市民的反馈和需求不断优化课程设置和服务内容，
探索更多形式的夜间文化活动，力争为市民提供更加丰富、优
质的文化学习体验，为城市的文化繁荣注入新活力。

年末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129.69万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
保人数61.68万人。参加医疗保险人数242.23万人;参加失业保险人数72.12万人;
参加工伤保险人数58.93万人;参加生育保险人数57.27万人。

年末全市共保障城乡低保对象96162户，受益人数151397人，全年累计发放低
保资金79334.4万元。其中，城市低保对象8186户，受益人数11235人，发放低保资
金9318.5万元；农村低保对象87976户，受益人数140162人，发放低保资金70015.9
万元。

九、科学技术和教育
全年财政科学技术支出10.04亿元，比上年增长22.2%，科技重大项目支出1.88

亿元，争取国家及自治区支持资金 6.22亿元，项目 565项。年内专利授权量 7855

件，增长29.47%，占自治区专利授权总量的30.5%。
年末全市共有普通高校 24 所，招生人数 8.43 万人，比上年增加 0.08 万

人，在校生人数 28.21 万人，增长 1.5%，毕业生人数 7.65 万人，下降 2.0%；年末
共有普通中学 122 所，招生人数 5.37 万人，增长 5.75%，在校生人数 15.65 万
人，增长 4.13%，毕业生人数 4.79 万人，下降 3.21%；年末共有小学 186 所，招
生人数 3.15 万人，下降 15.83%，在校生人数 20.76 万人，增长 0.13%，毕业生人
数 3.18 万人，增长 9.40%；年末共有幼儿园 422 所，在园幼儿 6.96 万人，增长
0.49%。

十、文化旅游、卫生和体育
年末全市拥有艺术表演团体11个，文化馆10个，公共图书馆10个，博物馆29

个。全市拥有广播电视台6座，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99.84%，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
99.85%。

全年累计接待国内旅游人数5534.0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860.87亿元。
年末全市共有卫生机构3333个。其中，医院122个，拥有床位数23273张。全

市拥有卫生技术人员47808人。其中，执业医师（助理医师）15874人。
年末全市共有体育场21个，体育馆19个，室内游泳池（馆）50个。
十一、资源、环境
初步统计，全年总用水量9.86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用水5.81亿立方米；工业

用水1.12亿立方米；生活用水2.19亿立方米；生态环境用水0.74亿立方米。
初步统计，全年完成退化草原修复面积34.5万亩。其中，中幼林抚育23万亩，

人工种草面积49.7万亩，退化林修复25.87万亩。全市森林面积406.87万亩，森林
覆盖率15.78%。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累计发电 755.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7%，慢于上年增速
13.1个百分点。其中，清洁能源（风电、水电和太阳能发电）发电99.7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48.4%。清洁能源发电量占到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比重为13.2%，比上
年提高4.0个百分点。

全年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优良空气天数312天，比上年增加20天。
注释：
1.本公报中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总计与

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2.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全部法人工业企
业。

4.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是指年末从业人员20人以上，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
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企业和年末从业人员60人以上，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及以
上的零售企业。

5.规模以上服务业统计范围包括：年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
生行业法人单位；年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房地产业（不含房地产开发经
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行业法人单位；以及年营业
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社会工
作行业法人单位。

6.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口径。
7.城市建设数据均为统计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全国城市（县城）建设统计年

报为准。
8.卫生数据均为国家卫生统计信息网络直报系统上报数，最终数据以国家和

自治区反馈数为准。
9.经济作物数据均为统计上报数。

资料来源：
本公报中城镇新增就业、失业人员数据来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价格指

数、人民生活、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粮食产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呼和浩特调查队；
农牧业机械总动力数据来自市农牧局；对外贸易数据来自市商务局；专利数据来自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路客货运量数据来自市交通运输局；机动汽车数据来自市公
安局；邮政业务数据来自市邮政管理局；电话互联网数据来自通信管理局；艺术表
演团体、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旅游数据、电视、广播数据来自市文化旅游广
电局；财政、科学技术支出数据来自市财政局；金融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
特中心支行；保险数据来自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内蒙古监管局；医疗保障数据来自市
医疗保障局；教育数据来自市教育局、自治区教育厅；体育数据来自市体育局；科技
数据来自市科学技术局；医疗卫生数据来自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生活保障数据来自
市民政局；水资源数据来自市水务局；林业数据来自市林业和草原局；其他数据均
来自市统计局。

（上接第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