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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卉平 张鑫)“孩子的
校服还好好的，就是拉链坏了，本来以
为还得再去买新的，结果邻居告诉我新
城区东风路有便民服务点，那里就能
修。这不，几分钟就弄好了。”市民王瑞
芬体验到的服务就是来自近日出现在
呼和浩特市街头巷角的“便民服务点”。

今年 2 月，商务部提出让修鞋、配
钥匙等“小修小补”规范有序回归百姓
生活，让适老化服务、休闲娱乐等设施
更加丰富，使居民生活消费更便利。“小
修摊”能解“燃眉急”，它既是小本经营
者的生计所系，又是城市生活不可少的

“润滑剂”，带动着城市重燃烟火气。
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舒园西巷

的便民维修服务点，维修师傅天蓝柱正
在为居民修车。在东风路街道办事处和
新城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
的帮助下，他有了这个免费的可以固定
经营的场所。天蓝柱感慨地说：“我是一
个残疾人，以前在街边摆摊影响城市环
境不说，遇到刮风下雨也无处遮蔽。现
在好了，这个维修服务点离家近，摊位
也固定了，周围的市民都到我这边来。
靠着我的手艺，我的家庭收入有了保
障。”

“居家过日子，‘小修小补’少不了。
修车、修鞋、修表、配钥匙……这些便民
服务价格不高、利润有限，但与人们的
生活息息相关。东风路街道坚持党建引
领，牢固树立服务意识，群众需求在哪
里，服务工作就推进到哪里。经过街道
统一规划，一些核酸检测亭经过改造，
重新‘上岗再就业’，变身为‘便民维修
服务点’。方便居民生活的同时，让城市
面貌更加整洁。”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
风路街道党工委委员、宣传委员贾敏
说，东风路街道是一个老城区，便民维
修服务点自投入使用以来，社会反响极
好，既方便了有“小修小补”需求的群
众，也为一些“传统老行当”提供了生存
空间。

目前，东风路街道办事处在辖区利
用核酸检测亭改设的 4 个便民维修服
务点已经投入使用。下一步，东风路街
道办事处针将对辖区的情况，结合一刻
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围绕居民日常生活
需求为目标，因地制宜，施划设置更多
的便民服务点，让“小修小补”的便民场
所规范有序地回归到居民生活中，继续
探索辖区治理新模式，走深走实便民服
务。

“今年呼和浩特市要对 309 个老旧
小区进行改造，这次终于轮到咱们小区
了，期盼能早日开工。”家住呼和浩特市
赛罕区大学西路街道公交综合小区的
马大爷听说小区列入今年的老旧小区
改造范围，别提多开心了，“不少亲戚朋
友的小区前几年就改造了，每次看到人
家的小区整洁宽敞、安全舒适，真是羡
慕，就盼着自己的小区也能早点改造，
今年终于等到了。”

从 2011 年呼和浩特市老旧小区改
造工作全面启动，经过十多年的连续改
造至去年，呼和浩特市已经对 2718 个
老旧小区进行了综合改造，而居民也从
起初的“不让改、不想改”到现在的“我
们想改、可不可以这样改”，在首府老百
姓心中，老旧小区改造已成为他们生活
中的头等大事之一。

“小区路面平整了，下雨天不积水
了，施划了停车位，安装了健身器材，还

有娱乐活动室和小公园，小区出入口
安装了监控探头。”玉泉区万峰小区
在去年经过改造后，发生了明显变
化，居民陶誉音为此感受颇深，“以前

小区脏乱差，院子特别小，没有活动
空间，也不好停车，小区改造后，真
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去年，呼和浩特市对 392 个
老旧小区进行了改造。

在老旧小区改造中不断总

结经验，找差距、补短板，去年，呼和浩
特市针对许多老旧小区都是独栋小区，
很难整体规划，开展了“拆墙并院”，将
一个个独栋、零散的小区整合成一个小
区，既提升了小区的管理水平，又为居
民创造了更加井然有序、安全优美的居
住环境。

回民区沿河港湾小区就是典型的
独栋小区，小区建于上世纪 80 年代，包
括 4 个独栋楼小区和 1 个 3 栋楼小区。
各楼栋零散分布，出入口多且无物业，
管理难度较大。去年，回民区将这 5 个
小区“拆墙并院”合并为一进行升级改
造，设置新围栏、整合出入口、安装道闸
和智慧社区门禁系统、规划停车位、重
新布局曾经的“飞线”、修复硬化路面、
增设凉亭、健身设施等，同时，义和巷社
区还为小区引进了物业公司，让改造后
的小区实现了管理能力、空间布局、生
活环境、服务水平的“四个大提升”。

记者从呼和浩特市住建局获悉，今
年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计划于 4 月开工，
将把基础设施改造作为重点工作，严把
设计关，精心做好项目实施，认真整合
利用小区及周边既有用地、存量房屋资
源，加强适老及适儿化改造、无障碍设
施建设，加快解决“一老一小”方面难
题，做到早安排、早部署、早行动，力争
于 8 月底全部完工。

云艳芳

本报记者 王丰
创新是发展进步的动力之基、活

力之源。
兔年新春以来，和林格尔新区热

度不减，重大工程和项目建设如火如
荼。

在和林格尔新区的国家乳业创
新中心奶牛核心育种场，赛科星集团
的奶牛繁育与养殖技术研究团队联
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张涌院士团队
成功培育 2 头克隆奶牛，实现了奶牛
克隆胚胎生产效率和移植受体妊娠
率等主要技术指标的突破性提升。

和林格尔新区去年签约产业项
目 90 个，协议总投资 1297.7 亿元，
其中已落地重点产业项目 65 个;全
年完成产业固定资产投资 43.79 亿
元。因此和林格尔新区荣获呼和浩特
市 2022 年度招商引资优秀地区第一
名，这样的成绩得益于和林格尔
新区积极贯彻落实关于优化营商
环境的决策部署，坚持“走出去”
与“引 进来”相结合，主动担当作
为，推动新区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
效。

事实上，呼和浩特市在千回百折
的经济浪潮中，牢牢牵住科技创新

“牛鼻子”，打出全面创新“组合拳”，
创新动能更加澎湃，创新活力不断释
放。

人才兴则民族兴，人才强则国家
强。人才是国家重要资源，也是美好
蓝图变成现实的不竭动力。

在去年的“聚智汇力科技赋能助
力首府产业腾飞”的第二届“院士青
城行”活动中，12 名院士、56 名专家
和 500 余名企业家齐聚一堂，签约项
目 30 个，协议投资 16 亿元，传递出
经济发展过程中呼和浩特市谋求科
技创新的信心，展示出首府坚定走高
质量发展新路子的决心。

以“真金白银”引人才，让更多优
秀人才“冒出来”。人才是呼和浩特市
打造创新动能蓬勃增长“活力之城”
的“引擎”，引擎力量越强，发展的速
度就越快。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制定出台吸
引人才政策 10 条和配套实施细则，
持续举办三届“创新青城”院士论坛、
两届“院士青城行”活动，吸引集聚了
一批以院士专家为代表的高层次人
才，推动建立 6 个院士专家工作站，
依托项目和平台柔性引进院士 20
人、知名专家 100 余人，聚焦重点领
域实施院士专家合作项目 20 余项。
为首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
人才智力支撑。

科技之花绽放青城大地，问渠那
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要重点盯住把呼和浩特打造成为创
新动能蓬勃增长的“活力之城”目标
定位，用科技强动力，推动国家乳业
技术创新中心投用，创建国家草(种)
业技术创新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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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科技服务机构
30 家，推进和林格尔人力资源服务
产业园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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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事无难易，而勇于敢为”。创
新是好事，也是难事，关键在于坚定
意志、勇于行动，站在重要的时间节
点，立于关键的历史坐标，要让创新
成为活力之源，突破之基。

冰已破，春已到。呼和浩特创新
动能蓬勃增长，一座“活力之城”已经
萌动。

4 月开工：309 个老旧小区动工改造

打造创新动能蓬勃增长的
“活力之城”

本报记者 王丰
“打造青年向往、老人安康的‘幸

福之城’，这是推进呼和浩特市高质
量发展，强化首府意识，做实做精强
首府工程的破冰之举。”内蒙古巽康
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侯素
清说出了呼和浩特市民的心里话。

坚冰已破，作为健康管理行业内
的一分子，侯素青很务实，直截了当
地告诉记者：“落实落地才是关键。”

《健康内蒙古行动实施方案》提
及，实施合理膳食行动。推动实施《国
民营养计划(2017-2030 年)》，全面
普及膳食营养知识，发布适合不同人
群特点的膳食指南，进一步建立健全
居民营养监测制度和临床营养干预
体系，重点解决居民营养不足和过剩
并存的问题。鼓励全社会参与减盐、
减油、减糖行动，积极参与研究完善
盐、油、糖包装标准，推进食品营养标
准体系建设。

对于健康管理来说，近年来迎来
发展机遇的同时，行业的发展方向却
已悄然发生转变。

“推进健康内蒙古建设，要遵循
科学发展原则，并提出要推动健康服
务从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转变到
质量效益提升的绿色集约式发展。这
是难能可贵的。”侯素青说，“在当下，

医疗资源较为紧张，故而节约医疗资
源就成为每一位居民为强首府工程
作贡献的具体体现。”

“未病先防、小病早治”观念尚未
普及的今天，侯素青建议，应设立公
共服务健康营养中心，开展对慢性病
的筛查防治工作，提高健康体检普及
率。逐渐将健康科普渗透在健康管理
过程中。加强营养健康宣传，倡导“每
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
念，将慢病的防治市场化、社会化。

政策要求下，健康管理行业已由
“跑马圈地”的规模化之路转向专业
化发展道路，能够提供专业化服务的
健康机构，将在发展红利期迎来先
机。

健康是一种身体上、精神上的完
美状态以及良好的适应力，而不仅仅
是没有疾病和衰弱的状态。健康的四
大基石为，良好的心态、合理的运动、
充足的睡眠和均衡的营养。

“政府要加强提升居民健康素
养，倡导并逐步筑牢 居 民 健 康 意
识，让健康知识、行为和技能成为
居 民 普 遍 具 备 的 素 质 和 能 力 ，养
成符合自身和家庭特点的健康生活
方式，自主自律，努力实现全生命周
期健康生活。为强首府工程贡献力
量。”侯素青说。

献策

侯素青：设立公共服务健康营养中心

近日，在 G6 高速科尔沁互通立交工程跨京藏高速段，中铁四局工作人员正在
进行 123 吨钢箱梁架设作业。该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呼和浩特市科尔沁快速路与
G110、G6 京藏高速间的快速交通转换，有效提升首府区域通行效率，加强公路与
城市道路衔接，构建起外通内联、便捷高效的交通网络体系。 怀特乌勒斯 摄

互通立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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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近年来，为倡导全民阅读，呼和浩特市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青城驿
站、社区、学校、企事业单位、军营等处设立“24 小时鸿雁书房”，实现无人值守、智能
控制、自助化服务，方便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

图为读者在位于玉泉区好人公园的“24 小时鸿雁书房”内阅读 丁根厚 摄

呼和浩特：

“24 小时鸿雁书房”方便读者阅读

近日，记者从呼和浩特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获悉，1-2 月份，呼和浩特
市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同 比增速为
88.6%，高于自治区工业固投增速
24.1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78.6 个百分点，实现本年度工业项目
建设“开门红”。

1-2 月份，呼和浩特市重点工业
项目已 开复工 156 个，开复工 率
62.3%，高于自治区平均水平。其中，
新建项目开工率 40.46%，续建项目
复工率 98.1%。全市重点工业项目涉

及手续 1506 个，目前，已办理完成手
续 1045 个，正在办理 107 个，手续办
理率 76.49%，办结率 69.39%，高于去
年同期水平 20 个百分点。

下一步，呼和浩特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将进一步加快项目手续办理进
度，推动工业项目“拿地即开工”政策
落到实处。同时，建立“周调度、月通
报、季考核”通报机制，确保项目建设
全环节、全流程快速高效推进，以有
效工业投资促进我市工业高质量发
展。 宋向华 刘璐

1-2 月份呼和浩特市
工业重点项目建设实现“开门红”

“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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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观点

“传统老行当”回归 呼和浩特街头又添一景

参加广州市举办的 2023 粤蒙“百万人互游”文化旅游招商推介会；
举办呼和浩特市文旅企业交流推介会；走进星城长沙举办“风从草原来·

情满湘江岸”呼和浩特招商引资暨文化旅游推介会；接待为广东省旅
客量身定制的旅行团；接待风从草原来长三角百万人互游首发团的旅

客；召开全市推进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在“抢眼球”的时代，让文化成为旅游的点睛之笔、吸睛之处，呼

和浩特大有可为。 英子

呼和浩特“淡季”不“闲”

全力推进强首府工程
系列述评之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