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丰

翻开 2022 年，呼和浩特的“高光

时刻”引人注目：这一年，极不平凡、

极其艰难、极为难忘。

呼和浩特市上下在党中央的坚

强领导下，不折不扣贯彻落实自治区

党委、 政府和市委的各项决策部署，

有效应对国内经济下行和疫情反复

冲击的叠加影响， 取得了来之不

易、弥足珍贵的发展成绩。 预计地

区生产总值增长 3%左右， 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4%左右， 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 12%左右，城乡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4%和 6%左

右。

千帆竞发，奋楫者进，勇进者胜。

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

书记包钢说，呼和浩特市将认真学习

贯彻孙绍骋书记讲话要求和自治区

两会精神，全力推进“强首府”工程，

加快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全面

提升城市的经济能级、 文化能级、治

理能级、生态能级、人口能级，努力让

首府的发展快起来、“块头” 大起来，

切实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

出应有贡献。 要积极抢抓国家扩大内

需战略的重大机遇， 下大气力抓增

量、扩总量、提质量，全力以赴抓好项

目、投资“双千”工程，努力实现一季

度“开门红”。

自治区两会召开期间，呼和浩特

市委副书记、市长贺海东对首府如何

“首起来”做了阐述。

首府就是要“打头”，就是要“首

起来”，要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在贯彻落实党中央、自治区

党委部署要求上，要“首起来”。 要把

狠抓执行、狠抓落实放在首位，上面

有号召，下面就要有行动，不偏差、不

拖拉、不装样子、不应付了事，为全区

12 个盟市作出榜样、作出示范。

二是在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上，要

“首起来”。 首府的发展环境、城市形

象，在一定意义上也代表着全区的形

象。 重点要在营商环境、生活环境、生

态环境上聚焦发力。 在营商环境方面

要“树标杆”， 就是要对标“全国一

流”， 变被动等待服务为主动创新服

务，每个环节、每个节点都要有新变

化、新气象，让“办事不求人、项目能

落地、投资很舒心”的良好营商环境

成为首府的亮丽名片 。 在生活环

境方面要“出样板 ”，要把呼和浩

特这座城市规划好、建设好、管理

好， 打造全区城市建设管理的样板。

生态环境方面要“创示范”，要坚决打

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打造

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生

态之城。

三是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精神

文明创建、办好民生实事、维护社会

稳定等方面，要“首起来”。 首府在民

族团结进步中处于特殊位置、扮演特

殊角色，要始终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纲”，

在呵护好“模范自治区”崇高荣誉中，

体现首府担当、作出首府贡献。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呼和浩特拿

出“起步就是冲刺”的劲头，全力稳定

经济运行，做好强首府、盯项目、抓招

商、优环境等各项工作。 持之以恒做

大做强六大产业集群，努力推动现代

服务业高端融合发展，持续增强高质

量发展动力活力，高品质规划建设管

理城市， 不断提升农业农村发展水

平，深入推进环境污染治理，用心用

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努力把呼和浩

特打造成为发展能级全面提升的“实

力之城”、产业集群优势突出的“发展

之城”、城市品质显著提升的“美丽之

城”、 创新动能蓬勃增长的“活力之

城”和青年向往、老人安康的“幸福之

城”。

2023 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

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

以上，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以

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0%以上，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8%左右，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增长 5%以上，城乡常住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6%以上，完成

自治区下达的节能减排目标任务。

新出发，脚步铿锵，信心更足。 呼

和浩特上下正以拉满弓、上紧弦的状

态，坚持发展不动摇，加快发展不懈

怠，推动首府各项事业发展迈上新台

阶。

2023，呼和浩特是这样的！

蓝绿交织谓之青， 人潮如织谓之

城。“青城”呼和浩特是万里茶道的重要

节点城市，如今，美丽又富有活力的呼

和浩特已成为联接黄河经济带、亚欧大

陆桥、 环渤海经济区域的重要桥梁，是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城市。

“中国乳都”呼和浩特，正通过推动

乳业全产业链发展模式转型升级，走向

“绿色”振兴发展之路。

守护传统特色文化

坚定融合发展的“传承”之城

锡林郭勒的羊肉、巴彦淖尔的河套

雪花粉、托县的灯笼红辣椒……配着喝

了 400 年的湖北砖茶和出身山西的地

道陈醋，靠着呼市独一无二的烧麦手艺

和诚信经营，烧麦，在这座城被“捎带

着”卖火了起来。

“香茶一壶话天下事， 烧卖二两品

青城香！”如今，玉泉烧麦已经成为了呼

市的一张城市新名片，享誉全国。“别的

地方做不出这个味道，小店顾客多是街

坊邻居，比起客人更是朋友……”谈到

烧麦，从厨 26 年、开了 14 年烧卖馆的

王志强打开了话匣子。

每天早起去烧麦馆喝茶、 聊天、品

烧麦， 一直是呼市人独有的“早茶”文

化。“大家拼起桌子谈天说地，吃的不仅

是烧麦，更是一份呼市特有的市井烟火

……”在北京工作多年后毅然决定回到

故乡创业，王志强放不下的，除了一口

“别的地方没有”的烧麦味，更是这份烧

麦馆里的满满“人情”味。

择一事终一生，真材实料是生存的

前提，王志强一直把“做到底用心做”挂

在嘴边，通过面馅分离的创新包装和电

商冷链的不断发展，王志强不仅将“小

馆子”经营得有声有色，更将烧麦这个

地方特色小吃卖向了全国。“希望未来

能通过国际快递，让每一个漂泊在海外

的呼市人，都能吃到这口地道的家乡味

……”谈到未来的发展计划，王志强骄

傲地说道。

“皮革摸上去很踏实、有温度，就像

朋友一样，我认为制作皮画很能传达出

一种务实拼搏的精神！ ”内蒙古自治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皮画代表性

传承人云成义接受采访时说到。

土默特皮画以皮革为主要原料，天

然颜料等为辅料， 采用刀刻、 皮雕、绘

画、起鼓、染色、镶嵌 6 大工艺，经过火

烙、塑形、装裱等 65 道工序手工制作完

成，题材涉及人物、动物、历史事件等，

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

为了助推非遗文化传承发展，呼和

浩特市践行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实践，

为传承搭建平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的非遗与旅游业融合活动。 采用

“非遗 + 旅游”“非遗 + 文创”“非遗 +

设计”等方式，为传承人搭建传承平台，

推进非遗与现代生活相融合。

云成义曾访问德国、 斯里兰卡、斐

济等多国并参加活动，向世界展示介绍

皮画。 提到文化传承的责任与使命，云

成义说：“后继有人才能继续发展，期待

在政府推动和我们的共同努力下，能有

更多的年轻一代加入进来了解非遗、热

爱非遗。 ”

促进草种业科技创新

守望绿色发展的“创新”之城

敕勒川草原，位于呼和浩特市东北

部，面积近 3 万亩，是距离城市最近的

草原，被称为青城的“后花园”。 但曾经

“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天然牧场，受自然

因素和人为活动影响，生态环境遭到严

重破坏， 一度成为沙石遍地的荒滩，采

砂、石场。一到春秋季节漫天黄沙、砂石

遍地。

“第一次接触这么大面积的草原修

复项目，当时心里也没底，很多人并不

看好。 怎么能恢复成草原呢？ 我满脑子

就是因地制宜种野草！ ”望着现在满眼

绿色的敕勒川，蒙草集团科研人员碳汇

研究院院长王君芳欣慰地笑了。

2012 年起， 蒙草生态集团从草原

生态大数据平台中调取生态数据，结合

科研人员实地调研、采样、分析，制定出

“人工干预下模拟天然草原” 的综合治

理方案。 应用适地乡土植物品种、多样

性建植方案、人工干预与自然恢复结合

的方式，改良土壤、重建植被群落。几年

后，敕勒川从荒漠、砂石滩恢复成绿草

如茵、野花盛开的草原。

“把博士论文写到大地上， 是我最

好的科研成果， 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望

着重回绿色的草原， 是我最大的骄傲

……”王君芳向我们介绍，依托“小草诺

亚方舟”收集优良优质的种子保存植物

基因，为生态修复阶段的利用提供有力

保障。 现在草原的草绿了、 花艳了，蚯

蚓、昆虫、野生小动物们回归了，生态链

形成闭环， 动植物们在这里自我更迭、

调节，和谐共生。

随着畜牧业持续快速发展，国内饲

草产品需求不断增加。饲草的质量和数

量决定畜牧业的质量和数量，而国内苜

蓿草产业发展相对落后，国际市场竞争

力相对薄弱，振兴以苜蓿为主的牧草产

业已成为牧草产业界关注的一个热点

问题。

“业内有句老话，‘好牛奶是种出来

的’， 饲草产品对乳业发展的影响可见

一斑。 ”内蒙古正时生态农业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马宏伟接受采访时说。紫花

苜蓿作为“牧草之王”，是一种豆科多年

生草本植物， 其含有丰富的粗蛋白，用

紫花苜蓿喂奶牛，奶牛的奶产量与质量

会大大提高。

呼和浩特市确定的“为养而种、以

种促养、农牧结合”的新思路，为全力推

进奶源基地建设， 发展优质饲草种植，

实现草畜循环、乳业产业链的做大做强

夯实了基础。

保障乳品支柱产业

走向科学发展的“振兴”之城

从“一棵草到一杯奶”的完整草牧

乳产业链格局，是呼和浩特市由“中国

乳都”迈向“世界乳都”生态产业链的缩

影。 通过保障乳品支柱产业，呼市依托

重点建设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蒙牛乳

业产业园 2 大“产城融合”的全产业链

项目， 以及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国

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乳业）、乳业交易

中心等一批高层次创新载体，实现高端

乳制品产能稳步增长和技术更新迭代。

伊利健康谷项目是呼市“十四五”

重点项目。为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共赢

发展，伊利集团率先在业内创建“7 个

联结”，通过技术联结、金融联结、产业

联结、风险联结、优质高产饲草料联结、

奶牛品质升级联结、全面贴身服务联结

带动整个产业链共赢发展。

蒙牛对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逐步完善社会责任发展体系，

通过“以奶带农”，将产业链完整融入地

方经济发展。 2021 年，由蒙牛投资建设

的中国乳业产业园开工，并于年底顺利

投产八期项目，在产业园带动下，自治

区已有 8 座牧场先后投产运营，直接和

间接吸纳带动农牧民 3.1 万人就业增

收。

据呼和浩特市中国乳都总体规划，

呼市依托在地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牧

草、饲料、育种、兽药、乳品检测、食品包

装、工业旅游等全产业链发展。 力争到

2025 年， 乳业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

3500 亿元以上，实现由“中国乳都”向

“世界乳都”的转型突破。 来源：人民网

今年的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出：2023 年，努力实现“开门稳、开门

红”，保持住稳中有进、整体好转的发展

势头。 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主

题，在调结构、转功能、提质量上取

得新突破。 以新发展理念塑造发展

新优势，在产业集群、要素集聚、资

源节约上取得新突破。 以攻坚举措

推进科技创新， 不断强化高质量发展

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办好解民忧、惠

民生的实事好事,努力让老百姓的日子

过得更好。

辞旧迎新，每个人对新一年都充满

期待。 2023 年的呼和浩特会是什么样？

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实施“强首府

工程”的起步之年，让我们一起畅想呼

和浩特的 2023 年。

一个百舸争流的 2023

坚持把抓项目作为全市“头号工

程”，牢固树立“项目优先、项目为王”理

念，建立重 大项目包联、调度、保障机

制，冬季盯手续、开春即开工、全年抓建

设，在全市持续形 成“大抓项目、抓大

项目”的火热建设氛围。

要实行“全员招商”机制，发挥商协

会、第三方机构、链主企业等作用，在招

商引资的 战场上“八仙过海、 尽显其

能”。

对标一流、学习先进，推动营商环

境综合评价排名在全区“走在前”、在全

国“争进位 ”。

一个高质量发展的 2023

全力推进绿色农畜产品加工产业

集群，实施重点项目 94 个。全力推进电

子信息技术产业 集群， 实施重点项

目 49 个。 全力推进新材料和现代

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实施重点项目

52�个。 全力推进生物医药产业集

群，实施重点项目 32 个。 全力推进现

代化工产业集群， 实 施重点项目 19

个。 全力推进清洁能源产业集群，实施

重点项目 42 个。

工业园区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

战场”，要通过抓主业、强基础、提效益，

真正让园 区在工业高质量发展中“打

头阵、唱主角”。

一个百业兴旺的 2023

新增家家悦、振华等大型连锁超市

门店 10 家，利客、一团火等品牌便利

店 200 家以上。 在市四区打造“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10 个，布局惠民菜店 100

个以上。

建成运营伊顺 、圆通、九州通等

物流园，开工建设中农联、明品福、

中粮贸易等物流园 ，打造服务自治

区、 面向京津冀、 辐射全国的区域

物流集散中心。

开工建设哈达门高山牧场旅游区

项目，加快淖尔梁高山草原旅游、圣水

梁九龙湾等项目 建设，启动建设“敕勒

川文旅小镇”8 个， 推进老牛湾黄河大

峡谷旅游区创建国家 5A 级 旅游景区，

争创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

一个科技创新发展的 2023

大力推行重大科技项目“揭榜挂

帅”机制，实施关键技术攻关 40 项以

上，全社会研发投 入增长 10%以上。

用好内蒙古科技大市场，培育科技

服务机构 30 家，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

10％以上。

推进内蒙古和林格尔人力资源服

务产业园建设，探索“飞地引才”模式，

引育高层次科 技创新人才 100 名以

上，打造全区人才中心和科技创新高地。

一个交通大提升的 2023

推动 G5901 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

互通、G6 高速与东二环互通等工程建

成通车，S43 新机场 高速、S29 呼凉高

速、S311 武川至杨树坝公路主体完工。

开工建设 S27 呼鄂高速、G59 呼

北高速与 G209 连接线工程，启动实施

呼清高速项目， 开展 新机场轻轨前期

工作。

完成三环路、海拉尔大街东西延伸

段、 巴彦路南北段地上地下收尾工程，

建成东客站综 合交通枢纽。

新建续建市政道路 50 条，打通城

区“断头路”31 条，实施主次干道街面

整治 28 条，改造 背街小巷 140 条。

一个温暖幸福的 2023

完成 309 个老旧小区改造， 实施

毫沁营、西古楼、保全庄、双树等 7 个棚

户区改造。 完成 139 公里老旧燃气管

网更新改造，5.1 万户居民室内燃气立

管改造。

新建提升口袋公园和社区游园

300 个、改造绿化节点 1000 处，建设

城市绿道 200 公里、 大 黑河郊野花海

7000 亩， 实施三环路沿线整治及重要

节点绿化工程。

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筹集

保障性租赁住房 3000 套以上，多措并

举完成“保交楼 ”任务，解决好新市民、

青年人等住房问题。

一个提升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的 2023

新建改造高标准农田 12 万亩，新

增优质苜蓿草 6 万亩、青贮玉米 10 万

亩，优质苜蓿草自 给率达到 45%以上。

新增设施蔬菜 1000 亩、露地菜 5000

亩 ， 新建蔬菜产地保鲜冷藏库 12�

座。 推进实施宏福高端设施农业园

等项目。 深入落实“奶九条”政策，新建

续建规模化 奶牛牧场 10个，新增奶牛 6

万头以上。

加强农村人才培养，培育高素质农

民 1500 人以上、青年农牧场主和致富

领头雁 300 人以 上、 农技推广人才

550 人以上，选聘科技特派员 150 人以

上。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巩固农村“七配套”建设成

果，完成户厕 改造 1.3 万户。 创建国家

级、自治区级“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各 1

个。 打造国家级乡村振 兴示范样板乡

镇 2 个、村 23 个，自治区级示范样板县

2 个， 市级示范样板村 60 个， 以点带

面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来源：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

呼和浩特：“中国乳都”的“绿色”振兴新发展

1 月 12 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孙绍骋参加他所在的自治区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呼和浩特市代

表团审议。

审议中，孙绍骋对呼和浩特市的工作提出四点希望。 一是首府的发展要快起来，“块头”越大越好。 全市各级干部要拿出奋起直追、迎头赶上

的魄力，充分挖掘和释放首府发展潜力，咬紧牙关坚持住，不折腾、往前冲，切实跑出发展“加速度”。 二是要带头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坚持勤俭节

约办一切事情，坚决杜绝城市建设中的奢侈浪费现象，纵深推进“五个大起底”行动。三是要把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作为大事急事来抓，健全基层党

组织领导基层治理的工作体系，提高党员干部做群众工作的能力，提高基层干部待遇水平。四是要激励干部担当作为，让干部们实实在在看到干

与不干不一样、干好干坏不一样，把心思真正用到发展上，加快把首府干部队伍的精气神提振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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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出： 全方位推进产业数字赋能，

依托综合试验区、 骨干直联点、 算力

枢纽节点和东数西算、“千兆城市”，

系统部署产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

级项目，加快工业互联网平合和智慧

园区、智能工厂等建设。

2022 年呼和浩特抓“拔尖”、补

“链条”， 六大产业集群取得重要进

展。

其中，建成开通了国家互联网骨

干直联点、 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

道，启动建设了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

节点和林格尔数据中心，中国银行总

行金融科技数据中心主体完工，中国

农业银行、内蒙古农信社、移动二期、

电信二期等数据中心以及新华三中

央实验室等项目全面开工，华为云和

林格尔数据中心、 交通银行数据中

心、 超聚变服务器等项目签约落地，

电子信息技术产业步入了发展“快车

道”。

2023 年呼和浩特市的主要预期

目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以上，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以上，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 10%以上，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增长 8%左右， 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增长 5%以上， 城乡常住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6%以上。

2023 年将全力稳定经济运行和

持之以恒做大做强六大产业集群。

用 3 至 5 年时间，让首府实现从

“量”到“质”的明显转变；实施重点项

目 1100 个以上，完成投资 1200 亿元

以上；力争引进亿元以上项目 400 个

以上、完成投资 500 亿元以上；营商

环境综合评价排名在全区“走在前”、

在全国“争进位”。

在做大做强六大产业集群中，全

力推进电子信息技术产业集群，实施

重点项目 49 个。 推动中国农业银行、

内蒙古农信社等金融数据中心主体

完工，中国银行总行金融科技数据中

心投用；

加快移动二期和电信二期数据

中心、 新华三中央实验室等项目建

设；开工建设华为云和林格尔数据中

心、交通银行数据中心、中国建设银

行数据中心、国家气象局西部算力中

心、超聚变服务器、并行科技内蒙古

新型算力基地等项目；

推动联想数算产业园、阿里智算

中心、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内蒙

古大数据交易中心等项目落地，建设

名副其实的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北

方算力中心。 据呼和浩特新闻网

呼和浩特：

心中有“数” 发展加速！

内蒙古自治区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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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月异的城市交通

首府就是要“打头”

就是要“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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