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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50名有皮肤病静脉曲张的患者免费体验
活动开始了！报名电话：0471-2539607
仲景张正堂效果好才是硬道理，治疗皮炎、湿疹、老年性皮肤瘙痒，手足脚癣、皮癣、

结节性痒疹、淀粉性样变，荨麻疹、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等。真金不怕火炼，好方法不
怕体验，一切以效果说话，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您的夸奖，仲景张正堂
让您的切身感受来说话。体验地址：内蒙古展览馆西50米路南仲景张正堂。

（上接6版）作为国家级经
济开发区，有着25年历史
的二连浩特边境经济合作
区如今已经汇聚了80多家
加工企业和仓储物流企
业。

“一带一路”倡议深刻
地影响着世界，也在点滴的
日常生活中给人们带来了
新机遇、新转机。在内蒙古，
许多企业和个人的梦想从
沿边口岸延伸到更远的远
方，变成现实，落地开花。

1992年，赵龙从内蒙
古商都县来到了二连浩特
市。“刚下火车时，我蹬了
几个月的三轮车，后来开
始做各种生意，但是都没
做成。直到1994年开始做
果蔬进出口业务才找到了
正确方向。”如今，拥有全
市最大一家果蔬出口企业
的他回忆起往昔感慨万
千。赵龙的昊罡果蔬粮油
进出口园区有限责任公司
占全市果蔬出口量的90%
以上，产品主要出口至蒙
古国、俄罗斯。“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后，2014年，赵龙
去新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
考察了一圈。从那时起他
调整了思路：“以前我们的
出口对象主要是蒙古国，
后来开始积极拓展俄罗斯
市场。出口的是果蔬，进口
的是贝加尔矿泉水和俄罗
斯面粉、食用油等。”

这五年，内蒙古用实
实在在的行动，在“一带一
路”建设中，为内蒙古向北
开放注入了新动能，积蓄
了口岸发展新力量。

交流交融 民心相通

带动经济联通

物物相通、人员往来、
文化交流……千百年前的
古丝绸之路，沟通了东西
方文明，丰富了沿线国家

人民的精神生活，也加深
了情感交流。

初秋的满洲里清爽宜
人，俄罗斯套娃广场、满洲
里国门等热门景区吸引着
八方游客纷至沓来。这里
荟萃了中俄蒙三国风情，
具有中西文化交融的独特
之美。如今已成为中蒙俄
毗邻地区最具影响力和吸
引力的旅游目的地和跨境
旅游中转地。

今年3月，国务院同意
设立满洲里为全国首批边
境旅游试验区，为内蒙古发
展边境游打了一针强心剂。
满洲里市旅发委副主任黄
国庆介绍：“试验区的范围
为满洲里全境，布局了中俄
异域风情旅游区、口岸历史
文化旅游区、草原生态旅游
区三个功能区。我们将探索
建立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城市旅游合作新机制，建
立跨境旅游合作区。到2020
年，边境旅游试验区建设将
全面推进，试验区由旅游通
道向旅游目的地转变，成为
中俄蒙文旅交融合作的窗
口。”

“国务院的消息一发
布，我们就开始研究如何
从海关的角度服务和支持
好边境旅游试验区的建
设。”满洲里海关关长齐亚
洲对记者表示。当前，满洲
里海关正不断促进进出境
人员和车辆往来便利化，
支持旅游产业发展，丰富
游客跨境出行方式。在满
洲里口岸，持ATA单证册
出境自驾游已经成为人们
赴俄旅游的新时尚，满洲
里海关由专人负责为ATA
出境自驾游车辆快速办理
验放手续，全天24小时通
关无忧。

在二连浩特，从幼儿
园到中小学再到大学，每
个学龄段的蒙古国留学生

的身影都能够在二连浩特
的校园里见到。“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后的五年来，
越来越多的蒙古国学生前
来二连浩特留学。中蒙双
边教育交流合作不断加
强，这些留学生也成为了
中国与蒙古国交流与合作
的友好使者。

不仅教育 ，二连浩特
市还加强对蒙医疗交流合
作，市医院设立蒙古国患
者接诊处，对前来就医的
蒙古国患者实行减免20%
医疗费政策，年均接诊蒙
古国患者5000多人次。

如今，越来越多的蒙
古国人来二连浩特置业定
居，融入了当地的生活，他
们已习惯了来二连浩特旅
游、购物、求学、就医。地域
相连、人文相通，中蒙两国
人民在二连浩特沉淀下了
深厚的感情基础。

据了解，我区已同11
个“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建
立了41对友好地区关系，
其中与蒙古国缔结了16对
友好地区关系，与俄罗斯
缔结了10对友好地区关
系。区内有55所学校接收
蒙古国、俄罗斯留学生；收
治蒙、俄患者年均超过3万
人次。

2018年9月5日，“感知
中国”———中国内蒙古文
化旅游周在蒙古国首都乌
兰巴托市开幕，文化旅游
周期间，展览展示、文艺演
出、蒙医义诊、旅游推介、
媒体交流等形式多样的人
文交流活动，让蒙古国民
众全方位感知中华文化，
近距离了解内蒙古。在内
蒙古，中俄蒙美食文化节、
中俄蒙国际青少年运动会
等各类活动异彩纷呈，频
繁的民间交流拉近了三国
人民之间心与心的距离。

加强与周边国家的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内
蒙古通过在教育、文化、旅
游、卫生等各领域与蒙古
国、俄罗斯广泛开展合作，
不断增信释疑，以民心相
通带动经济联通，为中蒙
俄经济走廊建设奠定了良
好的民意基础。

注目未来 桥头堡上

精绘最美风景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
蒙古时强调指出，要通过
扩大开放促进改革发展，
发展口岸经济，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完善同俄罗斯、
蒙古合作机制，深化各领
域合作，把内蒙古建成我
国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
堡。

内蒙古各族儿女牢记
总书记嘱托，在搭建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新
平台的过程中，正在精雕
细逐最新最美的动人风
景。

中蒙二连浩特———扎
门乌德跨境经济合作区中
方一侧的建设正在如火如
荼地展开，这是中蒙首个
跨境经济合作区项目，项
目建成后将促进中蒙经贸
合作迈上新台阶。今年4月
份，《中国商务部与蒙古国
对外关系部关于加快推进
中蒙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
双边政府间协议谈判进程
的谅解备忘录》在京签署，
将推动该项目早日取得实
质性进展。

满洲里中俄跨境商贸
物流综合体正在建设中，
项目建成后，将借助“互联
网+外贸”，为中俄外贸企
业提供集交易、综合仓储、
国际物流等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外贸综合服务体系。

鄂尔多斯综合保税区
预计2018年年内实现封关
运营；截至2017年，赤峰保
税物流中心入驻企业30
家，包头保税物流中心（B
型）、巴彦淖尔保税物流中
心（B型）获批设立；策克、
满都拉互市贸易区正在建
设中……

满洲里建成进出口资
源加工园区、国际物流产
业园区、新国际货场，铁路
年换装能力将从3000万吨
提升到7000万吨；截至
2017年，二连浩特建成矿
山机械、建材果蔬等12个
专业市场和9个进出口物
流园区。

越来越丰富的会议和
会展平台拓宽了中蒙俄三
国互联互通之路———

2015年10月，由我区策
划设立的首届中蒙博览会
在呼和浩特市成功举办，期
间，共签署投资贸易合作协
议、意向等166项，投资额达
到1400多亿元。该博览会迄
今为止已举办两届，得到了
国家相关部委的大力支持，
成为深化中蒙两国经贸合
作的重要平台。

2016年7月，首届中俄
蒙三国旅游部长会议在呼
和浩特市成功举办，该会
议每年一次，由三国轮流

举办。三国共同打造的“万
里茶道”国际旅游品牌将
进一步推向世界，在中蒙
俄经济走廊建设和三国人
文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

2018年8月，中国·二
连浩特中蒙俄经贸合作洽
谈会成功举办，自2009年
以来，该洽谈会已经成功
举办了10届，为中蒙俄三
国文化经贸往来搭建了良
好载体。

“2000多年前，我们的
先辈筚路蓝缕，穿越草原
沙漠，开辟出联通亚欧非
的陆上丝绸之路；我们的
先辈扬帆远航，穿越惊涛
骇浪，闯荡出连接东西方
的海上丝绸之路。”2017年
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开幕式上的演讲时时回
荡在人们耳边。

古丝绸之路绵亘万
里，从历史深处走来，延续
千年；今天的“一带一路”
建设已经迈出坚实步伐，
向美好的远方无限延展。
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
要组成部分和“欧亚大通
道”的重要节点，未来，内
蒙古将聚焦重点，搭建更
多贸易促进平台，发展跨
境电子商务等贸易新业
态、新模式，在更大范围、
更高层次上开放。在推动
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
发展转变，共同绘制好精
谨细腻的“工笔画”过程
中，从细处落笔，走深走
实，展现内蒙古“画功”，绘
出草原色彩。

合作平台：一扇愈渐精彩的“国际窗口”
———内蒙古“一带一路”建设5周年回眸（下篇）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张俊在 蔡冬梅 李 卓 高 慧 怀特乌勒斯

据媒体报道，2015年

12月，柳州市成为广西首

个开通政府免费WiFi的城

市，作为一项惠民工程，至

今建成了2000多个WiFi热

点。不过，近3年来，这道本

应美味可口的政府“免费

大餐”，得到的却不全是掌

声，因WiFi信号不稳定，接

通率低、使用人群减少，在

遭到市民“吐槽”的同时，

还曾在该市“两会”上遭到

政协委员“炮轰”。

按理，政府公共区域

免费WiFi作为一项惠民工

程，本来是件好事。然而，

城市WiFi让人“吐槽”的却

并非柳州一座城市。今年

年初，有媒体报道厦门市

近200个公交站点覆盖免

费WiFi效果不尽如人意，

备受市民诟病。

其实，这些城市的免

费WiFi都有一个“通病”

———不稳定，甚至有市民

直呼“连了个假网”；甚至

大部分市民不会用，或担

心信息泄露，往往不敢尝

试连接。这就意味着，政

府打造的惠民工程，不仅

没有给公众带来便捷，反

而使得免费WiFi设备成

摆设，造成城市资源的浪

费。

政府免费WiFi不应成为摆设
文/谢晓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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