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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丁晨）按照国家统
计局和自治区统计局统一部署，根据
《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制度(2023
年统计年报)》的要求，呼和浩特市开
展了 2023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
查，并将 2023年全市常住人口主要
数据向社会发布。

统计显示：2023年末，全市常住
人口为 360.41万人，比 2022年末增

加5.30万人，增长1.49%。
2023 年末全市常住人口城乡

构成中：城镇常住人口为 290.93万
人，比 2022年末增加 7.55万人。乡
村常住人口为 69.48 万人，比 2022
年末减少 2.25万人。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为 80.72%，比 2022年提高 0.92
个百分点。

2023 年末全市常住人口年龄

构成中：0-14岁人口为 46.61万人，
占全市常住人口的 12.93%，15-64
岁人口为 261.39万人，占全市常住
人口的 72.53%，65岁及以上人口为
52.41 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
14.54%。

2023年末全市常住人口性别构
成中：男性人口 183.00万人，占全市
常 住 人 口 的 50.78% ，女 性 人 口

177.41 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
49.22%，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
对女性的比例)为 103.15，比 2022年
增加1.28。

2023年末全市常住人口自然增
长中：出生人口 2.00万人，人口出生
率为 5.58‰，死亡人口 2.27万人，人
口死亡率为6.34‰，人口自然增长率
为-1.06‰。

2023年我市常住人口为360.41万人
比2022年末增加5.30万人，增长1.49%

本报讯（记者 安娜）为进一步规
范全县殡葬行业价格秩序，强化殡葬
行业监管，清水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联合清水河县发改委、清水河县民政
局对殡葬行业价格秩序进行了专项
检查。

此次专项行动重点检查殡葬经营
单位是否存在价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行

为；是否存在乱收费、超标准收费、殡
葬用品、殡葬服务不明码标价或明码
标价不规范等价格违法行为。同时，
指导督促各殡葬服务机构要严格遵守
价格法律法规，认真落实收费政策，公
示收费标准，加强价格自律，依法合规
经营，自觉规范收费行为。在连日来
的检查中，执法人员发现部分经营者

存在未按规定明码标价问题，均已现
场责令经营者整改。

据了解，清水河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将继续加强对殡葬用品市场的监
督检查，防止殡葬用品、殡葬服务及
相关行业价格异常波动，严查市场主
体经营资格，保障人民群众的祭扫需
求，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

本报讯（记者 于亚军）昨日，记
者了解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联合多学科团队
成功独立完成一例复杂经皮肺动脉
球囊扩张成形手术。此次手术的独
立完成展现了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医护人员处理复杂病例的医疗水平
及临床经验进一步提升。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呼吸与
危重症医学科苏鲁德夫副主任医师
介绍，肺动脉高压是一类进展性疾
病，病因复杂，治疗难度大，严重影响

患者的生活质量。若不及时治疗，持
续增加的肺血管阻力最后将引起右
心衰竭甚至导致死亡。尽管肺动脉
高压死亡率较高，但如果能够早诊
断、早治疗，患者的生活质量将得到
明显改善，生存时间可以极大提升。

本报讯（记者 杨永刚）昨日，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文化馆了解
到，为进一步满足基层群众对专
业艺术知识的需求，不断丰富完
善公共文化服务专业化培训体
系，内蒙古自治区文化馆汇集本
地文化艺术优秀师资力量，加大
全民艺术普及数字资源线上供
给，倾力打造“云端”系列课程，推
出“云上学才艺”系列公益免费精
品课程。

该系列课程邀请名师授课，
通过课程集锦专题服务的形式，
面向大众全天候、零门槛免费开
放，实现学才艺建设成果展现的
直观化，以及学员自助点播学习
课程的便捷化服务，促进优质公
共文化共享服务普惠广大人民群
众，进一步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

目前，该系列课程已上线了舞
蹈、摄影、瑜伽等八门课程，整体内
容丰富，类型多元，制作精良，让学
员在才艺学习中既能提升文化艺
术素养，亦能感受生活之美。

此外，该系列课程还结合了本
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开设了和林格
尔剪纸、太极拳、篆刻、马头琴制作
等非遗文化课程，通过寻找传统文
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将非遗文
化与时代精神、现实生活相结合，
让更多群众走近非遗、了解非遗、
爱上非遗。

据介绍，“学才艺”系列课程作
为内蒙古自治区文化馆线上服务
的新亮点将进行常态化推出，通
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线上文化课
程打通文化惠民的最后一公里，
为公共文化服务提质扩面、满足
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提供
新路径。

日前，玉泉区人武部携手五塔
寺东街小学深入开展国防教育共
建活动，进一步增强学生国防素
养，传承红色血脉。

活动中，玉泉区人武部、五塔
寺东街小学工作人员一同观看了
五塔寺东街小学“少年军校”军体
运动课，并就“国防教育特色化办
学”开展专题座谈。

本报记者阿柔娜摄

自治区文化馆
推出“云上学才艺”系列
公益免费精品课程

清水河县三部门联合开展殡葬业价格秩序专项检查

内蒙古医院独立完成一例复杂经皮肺动脉球囊扩张成形手术

国防教育进校园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近日，国
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发布 2024年
1—2月份全国城市信用监测排名，
呼和浩特市信用综合指数 85.73
分，在全国 36个省会及副省级以上
城市中跃升至第 22位，较去年同期
提升 3位，取得近 5年最好成绩。

今年以来，我市不断推进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制定印

发《呼和浩特市推进诚信建设工程
实施方案》，构建以政务、商务、社
会和司法四大领域相协同、全领域
抓诚信建设的综合治理体系和工
作格局。创新信用服务，不断深化
信用信息在政务服务、金融服务、
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应用。特别是

“信用+电子保函”聚焦节本增效，
一季度降低企业投标成本 1.46 亿

元，占投保企业工程保证金总量的
34%。“信用承诺+视频勘验”助力
审批提速，压缩勘验环节时限 90%
以上。这两项创新做法均在信用
中国和国家级媒体宣传推广。维
护合法权益，不断优化“主动告知+
全程服务”信用修复“一键办”模
式，帮助全市 1345 家企业完成信
用修复。

呼和浩特市信用监测全国排名再创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