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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记”系列之一

本报记者 张鑫

信息时代，一座城市有了“聪明

的大脑”，错综复杂的交通情况瞬间

得到分析:哪里通畅，哪里拥堵，一目

了然。对于居民来说，以前需要花费

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做的事情，如今只

需一部手机就能完成。其实，不论是

高效的城市管理还是便捷的居民生

活，都离不开当前炙手可热的大数据

分析。内蒙古自治区成为国家大数据

综合试验区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有关要求，结合自治区实际，精心

谋划、主动作为，以体制创新、管理创

新、技术创新、应用创新、业态创新、

模式创新为突破口，积极开展大数据

发展探索和试验，目前试验区建设取

得了阶段性成果。

2017 年，内蒙古成立了独立的

正厅级大数据管理单位———内蒙古

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形成了大数据发

展的强大合力。同时，内蒙古还针对

企业落地、人才引进、税收政策、产业

资金等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并设立了

20亿元大数据产业引导基金和 1亿

元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全力培育和

扶持大数据发展。

内蒙古正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推动技术产业创新。实施大数据关键

技术及产品研发，推动数字产业化。

实施大数据及相关产业培育工程，大

力培育数据采集、存储、加工、分析等

大数据核心产业，推动电子信息制

造、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发展。全区已

经基本形成“一核多点”、特色鲜明、

优势互补、区域协作的大数据产业发

展格局。目前已建成运营中国电信内

蒙古信息园、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数据

中心、中国联通西北云基地、包头曙

光云计算中心、乌兰察布华为云计算

数据中心、鄂尔多斯高新区云计算产

业园数据中心等一批大型云计算数

据中心。公安部、教育部、中国银行、

浦发银行、阿里、腾讯、百度、搜狗、滴

滴等国家部委、金融机构、互联网企

业的数据中心、灾备中心落户我区，

国家政务云数据中心北方节点已签

订合作协议。

内蒙古的智慧城市建设正打下

良好基础，数据中心积极开展对外业

务，为区外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

云服务，支撑数字中国建设。

内蒙古自治区大数据发展管理

局局长胡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首先要加强新

一代信息通信网络建设。完善国际、

省际干线光缆，统筹推进包头、鄂尔

多斯、乌兰察布等盟市进京直通光缆

建设，建成乌兰察布市、鄂尔多斯市

进京直通光缆。加快实施“宽带内蒙

古”、“宽带乡村”、电信普遍服务试点

等工程，加快建设 4G 基站等移动网

络基础设施，积极争取建设呼和浩特

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和国际互

联网数据专用通道。

截至 6月底，全区网络出区带宽

达到 26.6T（含数据中心），4G 基站

建成 6.2 万个，光纤宽带用户达到

409.1 万户，移动互联网用户达到

2360.3 万户，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

达到 65.8%。交通、电力、水利、燃气

等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步伐明

显加快。

截至目前，全区数据中心服务器

装机能力突破 100 万台，总装机量

达到 35 万台，综合利用率超过

40%。积极推广绿色数据中心建设标

准，正在研究制定《自治区绿色数据

中心发展指导意见》，进一步推动数

据中心及上下游配套产业健康发展。

2017 年，软通动力大数据应用

产业基地于正式落户呼和浩特玉泉

区。目前，已规划打造“211工程”，即

“2个平台”：智慧旅游服务平台、产

业互联网服务平台；“1 个载体”：乐

业空间；“1个窗口”：大数据应用产

业创新体验中心。

软通动力大数据应用产业基地

销售经理马虎说：“在这当中，乐业空

间已孵化中小微企业 36家，入驻企

业房租、水电、物业费全免。通过城市

大数据可视化综合运营管理平台，能

构建具备成像、应用与管理三大功能

于一体的开放式动态大数据可视化

城市入口，为城市提供交通、环境、物

流、旅游等方面的数据分析和服务，

实时展示城市运营情况，帮助城市管

理者实现科学决策。”

马虎表示：“借助当前火热的

VR虚拟现实 3D技术，软通动力在

大数据应用产业基地中还打造了‘城

市博物馆’。只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

索‘城市博物馆’，点击下载安装，打

开后就可以观看玉泉区范围内的各

景点地图，点击景点地标，可以收听

相应的景点介绍，待最新版本更新

后，还可以实现将景区涉及的历史故

事用动画的方式演绎出来，给参观者

更直观的感受。”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相关负责人

介绍，软通动力大数据应用产业基地

将成为玉泉区转型发展和创新发展

的着力点，并将促进玉泉区商贸类传

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大数据应用，在

商贸方面促进玉泉区传承产业转型

升级，应用大数据也将推动玉泉区食

药安全、人才研发等方面发展。

在未来，内蒙古大数据产业将按

照国家和自治区关于大数据发展的

决策部署，以建设国家大数据综合试

验区为统领，坚持创新发展、共享开

放、应用引领、安全规范四大原则，按

照打造中国北方大数据中心、丝绸之

路数据港、数据政府先试区、产业融

合发展引导区、世界级大数据产业基

地五大战略目标，实施大数据发展十

大工程，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

神和锲而不舍、抓铁有痕的韧劲，奋

力开创新时代大数据发展新局面。

大数据产业为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植入“智慧大脑”

本报讯（记者 张鑫）11 月 4 日，为了庆祝广大新闻

工作者的重要节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记协主办

了一场“我们的力量”第 19个中国记者节表彰报告会。报

告会以记者的故事讲述和节目表演为主要表现形式，以

新时代、新作为、新征程为脉络，讲述这些在基层、在现

场、在路上的平凡记者们的故事，讲述他们在用心用情采

写“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记录伟大时代精品佳作

时所付出的努力和艰辛。同时，也将展示我区广大新闻工

作者多才多艺、乐观积极的另一面。

晚会现场同时为“内蒙古新闻奖”、践行“四力”优秀

新闻工作者、“十佳记者”进行了表彰并颁发获奖证书，他

们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

使命任务，在新闻舆论工作实践中，不辱使命，勇往直前，

树立了良好的媒体人形象。

无愧真心，争做英雄。“我们的力量”2018 记者节表

彰报告会伴随着《真心英雄》的歌声圆满结束。 作为一

名一线新闻工作者，我们会切实肩负起正确引导社会舆

论的重要职责，加大创新创造力度，寻找最有效的路径，

传递内蒙古好声音，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本报讯 记者从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了解到，

1—9月，呼和浩特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154.7 亿元，总

量继续保持自治区之首，增速同比增长 6.2%，今年以来全

市消费品市场在运行中有所波动，增速基本上在小幅度范

围内增减。

按单位规模分，1—9 月，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

266.6 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同比下降 5.4%；限额以下消

费品零售额 888.0 亿元，同比增长 19.4%，对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的贡献率达 211.9%。

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1—9 月城镇消费品零售

1027.0 亿元，同比增长 5.9%；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127.6 亿

元，同比增长 9.4%，乡村快于城镇 3.5 个百分点。

按消费类型分，1—9月，餐饮收入 180.1 亿元，同比增

长 5.8%；商品零售 974.5 亿元，增长 6.3%。

呼和浩特市有零售额的限额以上商品零售类值共有

22个大类，其中对限上零售额影响较大的行业有 6个，分

别是粮油食品类、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家用电器和音

像器材类、中西药品类、石油制品类、汽车类。1—9月，“六

大行业”零售额合计 213.2 亿元，占限上商品零售类值总

额 84%，同比下降 5.1%。“六大行业”零售额的下降，基本

上左右了限额以上零售市场的下行。 呼和

本报讯 10 月中旬，在呼和浩特市土左旗文化中心乌

兰牧骑 900 平方米排练大厅里，乌兰牧骑队员们正在排练

大型民族歌舞《盅·碗·筷》。

“我们要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演出送到全旗各乡

镇。”正在指导排练的土左旗乌兰牧骑队长苏德巴特尔说。

土左旗乌兰牧骑现有演职人员 24名，在多年的基层

演出中，队员们个个都成为了“一专多能”的好手。

习近平总书记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回信一年

来，在呼和浩特市，各族各界掀起了学习贯彻落实总书记

对乌兰牧骑事业发展重要指示精神的热潮。这一年来，呼

和浩特市恢复成立 4支乌兰牧骑，全市乌兰牧骑数量达到

7支，演职人员达到 217 人。

“1979 年成立的呼和浩特市直属乌兰牧骑是我们的

前身，我们曾迎风雪、冒寒暑，下矿山、走牧区，祖国各地都

留下了我们的歌声和舞动的身影。”在今年 4月 13日呼和

浩特市直属乌兰牧骑挂牌恢复成立仪式上，原呼和浩特市

乌兰牧骑演员代表乌云其米格难掩心中的激动。

“总书记回信之后，基层乌兰牧骑士气鼓舞，结合扶贫

攻坚任务，加大了服务基层、服务贫困地区群众的力度，截

至目前，市属 3 个文艺院团和 6个基层乌兰牧骑共举办下

基层惠民演出 1300多场，实现了全市农村文艺演出全覆

盖，文艺工作者深入农村牧区、学校、军营、厂矿企业为基

层群众送政策、送文化、送知识、送医疗、送物资、送温暖，

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丰富了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各级

文艺院团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举办了一系列歌颂党、

歌颂祖国、歌颂人民、服务百姓的文化活动；文艺工作者深

入基层一线采风，创作了一大批主旋律、接地气、鼓舞人心

的优秀作品。”呼和浩特市文新广局局长兰毅介绍说。

呼和浩特的文艺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是

一份文艺作品创作的名单：赛罕区乌兰牧骑创作编排了歌

伴舞《国歌响起的时候》《最美赛罕》、蒙古族原生态组合

《绿色放歌》；清水河县乌兰牧骑编创脱贫攻坚题材小品

《懒汉脱贫》、二人台现代戏《大家小家》和舞蹈《山谷里的

思念》；和林县乌兰牧骑创作了宣传十九大精神群口快板；

托县乌兰牧骑创作排演了二人台古装戏《君子津》《刘统勋

私访河口镇》、农村现代戏《土豆情》；武川县乌兰牧骑创作

排演了二人台大型现代戏《青山之恋》、二人台革命历史剧

《青山儿女》……

今年以来，呼和浩特市十分重视乌兰牧骑基层队伍建

设，注重人才培养，在抓好思想教育的前提下，为队员提供

各种学习、进修、比赛、培训的机会，有多名年轻演员获得

国家级、自治区级、市级专业奖项。先后有 60多名队员递

交了入党申请书。 刘洋

“我们的力量”第 19个中国记者节表彰报告会展风采

首府零售市场总量
保持自治区首位

呼和浩特乌兰牧骑下基层
惠民演出已达 1300 多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