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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五大任务见行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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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丰

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是把

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

机遇的战略选择。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新区就

是这样，“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

字化”并肩，“绿色电力”与“绿色算

力”齐飞。 全力以赴，推动绿色“云

谷”正在以“起跑就是冲刺”的姿态

竞速奔跑。

和林格尔新区位于呼包银榆

经济带、 呼包鄂榆城市群的核心

区，地处内蒙古最具活力的城市经

济圈，云谷片区和空港片区为直管

区，是和林格尔新区优先建设发展

的重点区域。

“如果超市里用上‘纳米抗擦

墨’， 就可解决快消品信息码易窜

改、难追溯的行业难题。”在和林格

尔新区，内蒙古显鸿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吴葵生如是说。显鸿科

技最具潜力的技术就是物联网传

感器芯片“蒙芯”，正是这个小芯片

让显鸿科技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

越飞越高。

在内蒙古显鸿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SMT 贴片生产项目现场，全

自动印刷机、SPI、DECAN 贴片

机、回流焊等生产设备正在飞速地

运行着， 由这些设备所组成 SMT

贴片生产线已基本实现自动化。

“显鸿科技的 SMT 贴片生产

项目建设内容包括 2 条符合认证

标准 SMT 贴片生产线，1 条教育

领域物联网设备组装线，项目建成

后形成每小时产能 10 万点的能力

(5 万点 / 小时 / 条)， 年收入约为

1.5 亿元。 ”吴葵生对此充满信心。

未来， 显鸿科技将借助绿色

“云谷”的产业基础“出海”，将芯片

设计、贴片、传感器生产等工序从

深圳搬至呼和浩特，推动自治区半

导体产业链往下游延伸、价值链向

中高端攀升，带动一个全新的产业

生态。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快速发展，数字化正改变着人们

的生活，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

资源。

作为“东数西算”10 个国家数

据中心集群之一，和林格尔新区被

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布局

中。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孙绍

骋在 2023 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

活动（内蒙古）开幕仪式上“晒家

底”：头上有风光、脚下有煤炭、手

中有电网。 内蒙古量大势足的“绿

电” 可以为各类企业打造低碳、零

碳产品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能”。

超聚变数字技术是“数字产

业”的基础设施，它会让数字世界

有无限可能。

就在今年 5 月，呼和浩特市人

民政府、和林格尔新区、超聚变数

字技术有限公司签订全面合作协

议，成立“百川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服务器组装制造项目。

“项目建成后， 将成为超聚变

国内第三座生产工厂，可面向整个

华北区域供货。 ”超聚变数字技术

有限公司内蒙古代表处市场总监

张珂表示。

内蒙古云科公司董事长景伟

说：“云科集团是呼和浩特市本土

企业，企业坚持以“信息服务引领，

数字科创链接”为依托，重点推进

科技项目、企业孵化、校企培训、酒

店运营等产业融合发展,�通过科

技创新的手段链接传统产业与新

兴产业， 进一步夯实对大数据、数

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的运营与投

资。 ”

在中国电信云计算内蒙古信

息园二期新建机房楼内，内蒙古分

公司副总经理陈彤童介绍了内蒙

古信息园的价值所在。“中国电信

云计算内蒙古信息园建成后将

是中国最大的云计算园区、亚

太地区最大的互联网数据交互

中心。 高标准建设 B 区数据中心，

全面推进绿色算力升级，信息园正

在依托品牌优势为社会创造无限

可能。 ”

内蒙古数字经济产教融合基

地的林格尔新区人才创新谷 6 号

楼内，一个个年轻的身影活跃在实

训室内，大学生们正在老师的辅导

下学习机器操作，这是北京匠成教

育科技有限公司打造的数字经济

的人才“摇篮”。

“人才是第一资源。 ”北京匠成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葛红艳

说， 基地从今年 7 月开始运营，已

累计为内蒙古大学、内蒙古科技大

学、呼和浩特民族学院等完成 6 批

次 500 人次学生的实训，100 人次

的教师培训。

和林格尔新区政务服务局副

局长于琼介绍，“和林格尔新区紧

扣‘一心多点’的工作要求，高点站

位、长远谋划，着力打造云谷数字

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 目前，云谷

数字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已引进

区内外优质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 37 家。 ”

据悉，呼和浩特市从“试点、叠

加、提级、放权”角度出发，量身定

制了 18 条支持政策， 倾斜支持和

林格尔云谷数字人力资源服务产

业园建设。

为进一步完善和林格尔人才

科创中心的配套服务功能，和林格

尔新区拿出“真金白银”，通过改

建和新建两种方式共筹集保障性

租赁住房 1395 套。 全部住房投

入运营后， 可满足新区范围内

3000 多名创业、就业的新市民、青

年人和驻区企事业单位人才住房

需要。

呼和浩特市大数据管理局党

组书记、局长薛红伟表示：“近年以

来，呼和浩特市紧紧抓住国家发展

数字经济这个重要的机遇窗口，加

快布局了全市数字产业化和产业

数字化的进程。 只要我们坚定信

心，保持动力，一定会前景无限、未

来可期!”

包头市土默特右旗萨拉齐镇西老藏营村的甘露子育苗试验田里， 一片片绿意盎然的甘露子种苗

长势喜人。 甘露子，别名宝塔菜、土人参、螺丝菜、地梨、地环儿等，在西老藏营村已经有近百年的种植

历史。 近年来，西老藏营村充分发挥地域优势，积极探索特色产业发展新途径，走出了一条“村集体 +

企业＋农户”的发展之路，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带动了村民致富。

（祁莎莎 武鑫）

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浩勒图高勒镇巴

彦宝拉格嘎查牧民吉日木图， 不断对自家畜群

结构进行调整， 将原来的 1500 多只羊逐步处

理掉，养起了夏洛莱牛本土化品种———“乌珠穆

沁白牛”。

吉日木图掰着手指头给我们算了一笔账：

他们家承包的草场有 4000 亩，养 1500 多只羊

远远超出载畜量， 只能从附近牧户租赁 1 万多

亩草场，刨除每年草场租赁费 30 万元和饲草料

费用 11 万元，卖羊收入剩不了多少。

吉日木图接着说：“这只是经济账， 还有生

态账和劳动力账。 1500 只羊对草场的采食压力

很大，1.4 万亩草场只够放牧用， 产草是不可能

的。再有就是，养羊很费劳动力，尤其是到接羔、

剪毛等生产季节，还需要雇人帮忙。 ”

羊换牛后，他家草场生产功能恢复明显，开

始产草，为他们省下不少饲草料费用。 而且，养

牛比较省事，90 头牛一个人就能照看得了。

牛养了几年，吉日木图积累了更多的经验，

账算得更精准了，2023 年他准备将牛的存栏压

减到 60 头。在他看来，这是他们家实现生态好、

收入高、成本低、劳力省“四点平衡”的最佳选

择。“养 90 头牛，可能卖牛时感觉收入挺多，但

是刨除饲草料等成本，增收效果并不佳。 养 60

头牛，我们家草场就能实现草畜平衡，不再需要

租赁草场，而且能够饲草自我供应。 ”他说。

吉日木图家生产经营方式的变化， 是锡林

郭勒盟广大牧民转变思想观念，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走少养精养的生态畜牧业发展之路

的一个缩影。

草原生态环境状况的好坏， 直接关系到草

原畜牧业的永续发展和牧民生活质量。近年来，

随着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 牧民不再讲究五

畜齐全、靠数量取胜，他们积极转变产业发展方

式，像吉日木图一样主动压减牲畜头数，减轻草

场压力， 推动畜牧业由追求数量型向质量效益

型转变。

据 2022 年牧业年度统计，锡林郭勒盟牲畜

存栏 1307 万头只，较“十三五”末压减 248 万

头只，锡林郭勒草原基本实现了草畜平衡。

草原是牧民的命根子。 面对草原生态环境

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牧民转变对草牧场重利用、

轻保护，重索取、轻投入的利用方式，自觉投身

到草原生态保护与建设中去， 用实际行动守护

美丽家园。

阿巴嘎旗吉尔嘎朗图苏木乌力吉图嘎查牧

民特古斯， 经过 12 年的持续治理， 将草场上

400 多亩沙地变为郁郁葱葱的绿洲， 并将草场

划分为 4 块，治理区域全部禁牧，其他区域实行

划区轮牧，规范打草场刈割方式，促进草场生态

功能的提升。 去年他家打草场产草 33 万斤，卖

草收入 17 万元，超过牧业经营收入，探索出一

条增绿增收双赢之路。

“十三五”以来，锡林郭勒盟累计完成林草

生态建设 4200 多万亩，制定完善草畜平衡、划

区轮牧、春季休牧、天然打草场管理等制度，促

进草牧场科学合理利用， 实现了草原植被盖度

和森林覆盖率“双提高”、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

积“双减少”，草原生态功能显著恢复提升。

过去， 牧民常以牲畜的数量来衡量自己的

财富。 如今，这种传统观念正在被人们所摒弃，

他们不再以数量论英雄，而是注重质量效益，少

养精养成为大多数牧民的共识。在草场面积小、

气候干旱的镶黄旗巴音塔拉镇哈尼乌拉嘎查，

牧民赛音呼毕图从 2014 年起全部处理小畜，专

养西门塔尔牛，经过几年的选育和提纯复壮，他

家牛群品质不断提升， 先后被评为盟级西门塔

尔牛核心群和盟级华西牛核心群。去年，牛价普

遍下跌的情况下，他家的牛犊仍平均卖出了 1.3

万元。

近年来， 锡林郭勒盟通过实施种质资源保

护利用、 优势特色品种培育和良种化水平提升

三大工程，全盟畜禽良种化率稳定在 95%以上，

良种繁育体系加快构建完善， 为农牧民增收提

供了坚实保障。 2022 年，全盟农村牧区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22326 元，年均增速保持在 8%以

上。

进入新时代， 草原牧民对生活品质品位有

了更高追求。“过去一年四季天天跟着牛羊跑，

哪有时间想别的事情。 ”吉日木图说，“现在牲畜

少了，牧活基本实现机械化和智慧化，闲暇时间

多了，想出去旅游、看看那达慕，满足一下精神

需求。 ”

（巴雅尔图 耿敏）

本报记者 张鑫

8 月 16 日，内蒙古自治

区第十五届运动会在鄂尔

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

体育馆胜利闭幕。 闭幕式与

开幕式一脉相承， 首尾呼

应，为广大观众呈现了一场

精彩纷呈的视觉盛宴。

气势磅礴、 精彩绝伦，

回溯到 8 天前的那场激动

人心的开幕式给人们带来

了惊喜、震撼和感动。 鄂尔

多斯人民热情参与、激情奉

献，为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

会的成功举办，贡献了意气

风发、携手同心的力量。

全民健身热情似火，精

彩赛事令人难忘。 大屏幕

上， 运动员在赛场摘金夺

银、奋勇争先的精彩瞬间一

一闪过，把人们的思绪拉回

到了那激情飞扬的赛场。

本届全运会是一届改

革创新、 实现突破的运动

会。“十五运”是历届全区运

动会中规模最大、 水平最

高、 亮点最多的一届运动

会。

本届全区运动会共有

15 个代表团参加群众组、盟

市组共计 44 个大项、1232

个小项的比赛。 群众组共产

生奖牌 146 枚 (其中： 金牌

49 枚、银牌 49 枚、铜牌 48

枚 )， 盟市组共产生奖牌

3725 枚 (其中： 金牌 1242

枚 ， 银牌 1093 枚 ， 铜牌

1390 枚)， 共 115 人、27 队

176 次破 87 项自治区纪录。

鄂尔多斯市、 呼和浩特市、

呼伦贝尔市名列金牌榜、奖

牌榜和总分榜前 3 名。

此外，通过比赛涌现出

一大批优秀青少年将会成

为我区备战巴黎奥运会、粤

港澳全运会的重要后备力

量，是我区落实“奥运争光

计划”、 实施“全民健身计

划”， 迈向体育强区建设的

重要举措。

本届运动会是一届办会

体系规模最高，最完整、最健

全的运动会； 是一届公平公

正、廉洁高效的运动会;是一

届节约简朴、 开创新风的运

动会;是一届凝聚人心、鼓舞

士气、惠及民生的体育盛会。

有力有序的赛事组织、

默默坚守的医护团队、 高质

高效的交通运输、 稳定可靠

的后勤保障……运动员的拼

搏奋进与志愿者的无私奉献

交相辉映， 自治区第十五届

运动会的成功举办， 离不开

每一个人的努力。

自治区体育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李志友说：“‘全民

全运、全运惠民’是全区运动

会的理念， 我们希望通过全

区运动会集中展示体育事业

发展成果， 让更多人关注体

育， 进一步推动群众体育发

展， 让全民健身的理念深入

人心。下一步，自治区体育局

将持续推动群众体育、 竞技

体育和青少年体育协调发

展， 通过丰富多彩的赛事和

活动， 带动更多百姓加入全

民健身行列， 为健康内蒙古

贡献力量。 ”

值得一提的是， 闭幕式

上， 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

承办城市鄂尔多斯市代表与

下一届自治区运动会承办城

市包头市代表交接了会旗，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

会将于 2026 年在包头市举

行。

历史， 将永远铭记这一

刻。 一场盛会书写了内蒙古

体育事业发展史上波澜壮阔

的精彩篇章。

在优美的旋律中， 闭幕

式节目展演结束， 现场掌声

雷动，观众久久不舍离去。

赛事有期，逐梦无限。激

情与梦想永不谢幕， 豪情与

壮志不会退场。

2023， 告别鄂尔多斯;

2026，包头再会。

和林格尔新区：绿色“云谷”竞速奔跑

激情与梦想永不谢幕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五届

运动会精彩回眸

土默特右旗：

小小甘露子 释放增收“大能量”

生态好、收入高、

成本低、劳力省

牧民奔向美好生活

特古斯正在草场上栽设沙障

和林格尔云计算大数据创客中心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这次‘上门

服务’， 不仅为我们解开了许多政

策上的疑惑，更对办理节能审查手

续进行了提前把关， 节省了经费、

节约了时间，促进了项目加快落地

建设。”近日，一名参加自治区发展

改革委节能审查“上门服务”座谈

会的企业负责人说。

主题教育以来，自治区发展改

革委重点围绕市场投资主体落地

前用能要素保障事宜，聚焦“谋划

快、行动快、落实快”，变“坐等审

批”为“上门服务”，主动深入项目

投资所在地一线，为重大项目开展

节能审查事前“上门服务”工作，面

对面听诉求、实打实解难题，助推

重大项目建设提档加速。

按照主题教育“以学促干”要

求，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关

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

查事前事中事后服务与监管的通

知》， 提出对已签约重大项目开展

事前“上门服务”，通过深入一线现

场办公解难题、 答疑解惑等措施，

促进签约项目尽快落地。 同时，坚

持服务与监管并重，帮助企业挖掘

节能潜力、 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切

实保障高质量发展合理用能需求，

加快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按照《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节能审查事前事中事后服务

与监管的通知》安排，自治区发展

改革委梳理了各盟市需开展“上门

服务”重大项目清单，组织节能审

查政策和经验丰富工作人员及专

家，赴鄂尔多斯市、乌海市、巴彦淖

尔市，面向京津冀、长三角地区招

商引资和世界蒙商大会、2023 中

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内蒙

古）上已签约重大项目开展节能审

查事前“上门服务”，面对面听取企

业在项目落地过程中对产业政策

或节能审查手续办理等方面的诉

求，现场办公，为企业答疑解惑。

据统计， 本次上门服务企业

13 家，涉及总投资 2015.39 亿元，

现场答疑解惑 18 项问题， 涵盖能

耗指标落实、 能耗单列申请、新

能源核减等问题。 对能解决问

题现场立马进行了解决， 一时

解决不了的问题把政策讲清、情

况说明，以项目落地的“速度”“力

度”激活地区发展新“高度”。

（据《内蒙古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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