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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钢与内蒙古金融监管局
党委书记、局长刘丽欣座谈

2025“走读中国”国际媒体团沉浸式感受青城魅力

前 4 个月我国人民币
贷款增加10.06万亿元

习近平会见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记者 冯

歆然）5月 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中拉
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的哥伦比亚总
统佩特罗。

习近平指出，哥伦比亚是拉美重
要国家，中方一向从战略高度和长远
角度看待发展两国关系。今年是中哥
建交 45周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中方愿同哥方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战
略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更好造福
两国人民。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加
强战略沟通，把牢双边关系发展方
向。要以哥伦比亚正式加入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为契机，推动两
国合作提质升级。中方愿进口更多哥
伦比亚优质产品，支持中国企业赴哥

投资兴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双方
可进一步拓展风能、新能源汽车、数字
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共同
实现绿色低碳转型。要办好建交45周
年庆祝活动，加强教育、文化、旅游等
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
好民意基础。

习近平强调，中拉合作是南南合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顺应世界发展大
势和历史潮流，符合中国和拉美国家
共同利益。中拉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
议成功举行，向世界释放了共谋发展
振兴的积极信号。哥伦比亚作为拉共
体轮值主席国，为会议成功举办作出
重要贡献。中方愿同包括哥伦比亚在
内的拉美国家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
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中

拉人民。
佩特罗表示，哥伦比亚与中国的友

好关系源远流长，哥方期待深入发展对
华关系。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加强相
互支持。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贸易、
基础设施、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
作，改善人民生活。当前，国际局势复
杂多变，个别国家唯利是图的做法不利
于世界，各国应团结应对。哥方愿同中
方密切配合，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
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哥伦比亚共
和国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合作
规划》。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会见智利总统博里奇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记者 冯

歆然）5月 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中拉
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的智利总统博
里奇。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智建交 55
周年。55年前，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
远瞩，冲破冷战阴霾，开创了新中国同
南美国家建交先河。半个多世纪以来，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中智关系这艘
航船始终乘风破浪，引领中国同拉美国
家关系发展潮流。中国和智利要不断
丰富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时代内
涵，打造中拉共同发展样板、南南合作
典范，共同促进人类和平和进步事业。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智方夯实政
治互信，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

共赢，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
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
支持，维护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双方要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
划，深化农林牧渔、产业投资、基础设施、
绿色矿产等领域合作，培育天文、极地、
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新增长
点。中方支持更多中国企业赴智利投资
兴业，欢迎更多智利优质产品进入中国
市场。双方要加强文明互鉴，开展好教
育、文化、媒体、青年等交流活动，便利人
员往来，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奠定良好
社会民意基础。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
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涌动，对国
际经贸秩序造成严重冲击。作为多边主
义和自由贸易的坚定维护者，中智要加
强多边协作，捍卫全球南方共同利益。

博里奇表示，智利高度重视对华
关系。中国已成为智利最重要的贸易
伙伴，双方合作造福了两国人民。智
方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与
中方进一步拓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
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智中关系取得更
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各国应坚持自由
贸易和互利共赢，贸易不应只服务于
一国私利，发动贸易战没有出路。智
方愿同中方一道，坚定捍卫多边主义
和联合国权威，坚持通过对话解决分
歧，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王毅参加会见。
博里奇访华期间，双方签署经济、

出版、检验检疫、媒体智库等领域多项
双边合作文件。

本报讯（实习记者 于梦圆）5月 12
日，2025“走读中国”国际媒体交流项
目内蒙古行在呼和浩特市启动。两天
时间里，来自 20个国家的 30多名媒体
记者参加了在首府的考察采访。

来到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马来
西亚《星洲日报》助理新闻主任许俊
杰举着安慕希酸奶感慨：“安慕希在

马来西亚销售火热，我们国家的消费
者都很喜欢喝。”在伊利现代智慧健
康谷行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郁的
奶香味，展示架上陈列着琳琅满目的
酸奶、冰激凌等奶制品。现代化的乳
业加工设施有序运转，全自动生产线
上的机械臂精准抓取着乳制品。《所
罗门星报》主编德里·奥索感叹道：

“太棒了，我以前从没见过这样先进
的设施，回去之后我要把所见所闻好
好报道。”

伊利的乳制品俘获了外国媒体
朋友的味蕾，云谷之境探索港的人工
智能体验为观察者们打开了时空隧
道。戴着 VR 眼镜，随着镜头的画面
移动，光影流转间，大唐长安的街市

在脚下延伸，下一秒，三星堆又呈现
在眼前，大家俯身弯腰就可以拾起

“文物”碎片。来自巴基斯坦“萨驰新
闻”的赛义德·奥恩·穆罕默德举着手
机一边记录一边激动地说：“这样的
体验实在是太美妙了！让我对中国
的科技发展有了全新认知。”

（下转第4版）

本报讯（记者 云静）5月14日，自
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包钢与内蒙
古金融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刘丽欣
座谈。

包钢感谢内蒙古金融监管局对
首府工作的关心支持。他说，当前金
融业已成为首府的支柱产业，我们正
加快打造区域绿色金融中心，积极申
建国家级金融数据产业园，这都离不
开金融监管部门的支持帮助。希望
内蒙古金融监管局在深化金融改革，
丰富金融业态，引入更多“金融活水”
服务首府“六大产业集群”建设，推进
地方中小银行改革化险，防范打击非
法金融活动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助

力中国式现代化首府建设。
刘丽欣感谢首府对金融监管工

作的大力支持，表示首府金融生态
好、体量大，金融业发展走在了全区
前列。内蒙古金融监管局将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围绕防风险、强监管、促
发展，与地方同向发力，畅通金融服
务实体经济渠道，提升各类市场主体
金融服务可获得性，有效防范化解重
点领域金融风险，助力首府在建设区
域绿色金融中心和金融数据产业园
中取得更多标志性成果。

内蒙古金融监管局副局长于春
兰、姚中义，市领导刘继英、曹志参
加。

本报讯（记者 梁婧姝）5月14日，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妇联获悉，即日
起至 6月 20日，内蒙古自治区妇联启
动 2025年度自治区三八红旗手社会
化推荐工作。

符合以下条件均可报名：年满 18
周岁、在内蒙古自治区各行各业作出
突出贡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女性公

民；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
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工作主线，在
完成两件大事、六个工程、六个行动、
助力自治区妇女儿童和家庭事业发展
过程中作出突出贡献；

（下转第4版）

2025年度内蒙古自治区三八红旗手
社会化推荐报名正式开始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记者 吴
雨、任军）中国人民银行14日发布的金
融统计数据显示，前4个月我国人民币
贷款增加10.06万亿元，其中企（事）业
单位贷款增加9.27万亿元。

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人民币贷
款余额 265.7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分部门来看，前 4个月，住户贷款增加

5184 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
9.27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5.83
万亿元。

从货币供应看，4月末，广义货币
（M2）余额 325.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8%。狭义货币（M1）余额 109.14万亿
元，同比增长1.5%。

另外，前4个月我国人民币存款增

加 12.55 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
7.83万亿元。

此外，同日发布的社会融资数
据显示，4 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存量为 424 万亿元，同比增长 8.7%；
前 4 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
16.34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 3.61 万
亿元。

在碧草连天的平原上，一场以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产业变革
正悄然兴起。作为国家重要农畜产品
生产基地建设的“排头兵”，呼和浩特
市紧扣“大产业、大园区”战略，以千亿
级乳业为轴心、草种业创新为引擎，串
联起百亿级玉米、肉类，十亿级草业、
马铃薯、杂粮油料、都市农业等 7条产
业链。在这里，智慧牧场里机器人精

准饲喂，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攻克
常温益生菌活性难题，饲草自给率突
破 80%的“青贮玉米+苜蓿+燕麦”三元
供给模式扎根田野……一幅科技赋
能、生态打底的现代农牧业图景正徐
徐展开。

科技赋能全链升级 擘画乳业核心
新版图

北纬 40°黄金奶源带上，呼和浩特

正以科技之犁深耕乳业沃土，锚定
“ 世 界 级 乳 业 核 心 区 ”目 标 加 速 破
题。围绕产销平衡，布局和林县正缘
4 万头奶牛智慧牧场、托县 18 万头绿
色养殖示范园区等标杆项目，培育国
家级核心育种场，推动“中国牛”基因
库迭代升级。前端饲草产业紧扣“为
养而种”，构建 165万亩“青贮玉米+苜
蓿+燕麦”三元供给体系，优然牧业、

蒙草集团饲草产业园加速落地，土左
旗优质饲草良种繁育基地突破“草芯
片”卡脖子难题，为“中国奶罐”扎牢
生态根基。后端加工链依托伊利现
代智慧健康谷、蒙牛中国乳业产业园
两大千亿级引擎，推进奶酪三期、高
端乳清脱盐粉智能化生产线等差异
化项目，蒙牛乳铁蛋白深加工、AI 营
养健康平台等创新工程同步发力，以

新质生产力重塑“从牧场到餐桌”的
全球乳业标杆。

高标准农田与现代化养殖助力
稳产保供

农田建设是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
根基的关键举措。从 4月 2日起，土左
旗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便热火朝天
地展开。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改
善农田基础设施条件，促进农田高质量

发展，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内容。
2025 年，土左旗计划建设高标准农田
18.0528万亩，其中新建面积 12.5716万
亩，改造提升面积 5.4812万亩，进一步
夯实农业现代化基础。

从白茫茫的盐碱地到绿油油的农
田，托克托县走过了许多个春秋，付出
了很多努力。

（下转第4版）

科技犁耕敕勒川 生态筑基农畜兴
——呼和浩特谱写绿色农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篇章

●本报记者 云艳芳 实习记者 贾璐 杨承昊

眼下，春耕正在呼和浩特田野上热
火朝天地开展，与以往不同的是，科技
的作用在田间地头愈发凸显。物联网
设备实时监测墒情、无人机精准播撒肥
料、智能装备监控青青麦苗、各种智慧
灌溉设备齐上阵……越来越多的“黑科
技”被应用于农业生产中，传统农耕的

“汗水模式”正被科技力量改写。

今年春耕，呼和浩特以“数字引
擎”驱动农业现代化转型，一幅科技与
农业深度融合的智慧春耕图景徐徐展
开。

在土左旗什报气村萝卜种植基
地，一台搭载木牛导航系统的智能起
垄播种机正在作业。机械精准开出深
约30厘米的种植沟，同步完成起垄、播

种、覆土、覆膜等工序，较传统人工效
率翻番。现场负责人赵苏和介绍，今
年公司在什报气村种植胡萝卜350亩，
过去 15人半个月的活儿，现在一台机
器几天就能统统搞定，省时又省力，而
且在科技的加持下，产量也从原来传
统种植每亩2吨提升到每亩4吨。

（下转第4版）

连日来，青城大地上智能农机的
轰鸣声在田间奏响数字农业的序曲。
当北斗导航的无人驾驶播种机在沃野
上划出笔直的轨迹，当农业大数据平
台实时监测着土壤墒情，春耕备耕画
卷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科技底色。

5月7日，记者走进位于赛罕区敕勒
川路街道合林村的嘉仕农业科技高标准

农田智慧示范区，在园区内的数智农场
管控中心，技术管理员刘剑正在查看大
屏上的数字和柱状折线图。“这个平台就
像中医把脉一样，能够综合气象数据、土
壤指标、历史产量，自动生成浇水和施肥
方案。去年蓝莓坐果率的提升，这套系
统算法功不可没。”刘剑一边演示着三维
可视化界面，一边向记者介绍。

据了解，嘉仕农业通过自主可控
的数字孪生技术，构建全流程可视化
管理平台，围绕种植、存储、包装、运
输、销售的全链条管理，同时融合数据
管理、生产周期预测、气象预警、病虫
害预警等功能，实现实时分点查看、全
程追溯、远程操控为一体的生产运营
体系。 （下转第4版）

春耕“绿科技”田里变“膜”术
●本报记者 杨彩霞

5月14日，2025年玉泉区全民健身运动会在呼和浩特
市人民体育场开幕。

据了解，来自玉泉区各镇、街道办事处，区属、驻区各
单位，各中小学的84支代表队近2000名运动员齐聚一堂，
将在3天时间里参加40个竞赛项目的角逐。

■本报记者 王劭凯 摄

全民健身共享运动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