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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在“云”上奔跑的城市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白喜辉 贾怡媛 施佳丽 郑学良 于 涛

大屏幕上，一颗颗
“流星”划过中国地图，每
划过一颗“流星”，就意味
着平台帮助货主与货车
司机达成了一笔合作。

“以前找货要三四
天，现在基本4到6小时就
能搞定了。空跑少了，油
钱、过路费省下不少，收
入自然就上去了！”大车
司机杨焱钧咧开嘴笑了。

这就是大数据在发
挥作用。满帮集团是一家
货运物流行业的“滴滴”
企业，双向解决了“车主
找货难”与“货主找车难”
的痛点。2018年，它正式
入驻和林格尔新区。

2011年之前，大数据
在这片土地上还是一个
陌生的词汇，更没有现在
的“数”造气息。而如今，
谈起大数据就绕不开和
林格尔新区，谈和林格尔
新区就绕不开大数据。

眼下，这座草原新城
正以“大智移云”的新兴
业态，引领“羊煤土气”的
传统产业，开始了互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智能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发展之路。

由草原新城变身“中

国云谷”

驱车约40分钟，就从
呼和浩特市主城区步入

“ 中 国 云 谷 ” 的 主 阵
地———和林格尔新区核
心区。

在自治区区域发展
的大格局里，这个规划面
积为496平方公里的新区
处于“龙眼”位置。而金盛
快速路提升改造工程完
工后，同一线路的车程将
缩短至15分钟。

5月的和林格尔新区
群芳吐蕊，在建的数聚小
镇、金融小镇、教育小镇，
以及“一核两翼”的园区
空间布局，勾勒出区域发
展新引擎的轮廓。规划60
栋机楼，20多栋配套建
筑，可容纳超过15万机
架，具有368万台服务器、
全国最大的云计算中心

就坐落其中。“中国云谷”
已经成为世界认识和林
格尔新区的新名片。

从2011年11月底开
始，随着投资额超过百亿
元的中国电信云计算产
业园落户，中国移动、中
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大通
信运营商数据中心齐聚
于此，“中国云谷”蓬勃而
生。这个时间，相比有着

“中国数谷”之称的贵阳
提早了两年。

数据达到临界点才
谓大，聚合是前提。和林
格尔新区凭借大数据的

“乘数效应”，洼地效应日
渐凸显。

这里，不仅吸引了中
国三大运营商的强势入
驻，各互联网企业均已嗅
得先机，纷纷抢滩登陆。
截至目前，和林格尔新区
先后引进百度、阿里巴
巴、东方国信、京东等110
多家国内外知名应用企
业相继入驻；共注册云计
算、大数据科技企业390
余家。

“今年，要进一步夯
实提升大数据产业发展
基础，启动实施‘服务器
能力倍增计划’，继续支
持中国电信、中国移动、
东方国信等数据中心运
营商做大、做强数据存储
能力，巩固扩大数据源头
的领先优势。推动大数据
与人工智能等前沿产业
的有机衔接，继续加快推
动大数据与传统产业融
合发展，培育战略性的数
字产业增长极，为实体经
济注入智慧力量。”呼和
浩特市副市长、和林格尔
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
会主任罗青表示。

只有夯实“云谷”根
基，才能更好地奔跑在

“云端”之上。
大数据，是一个能

够激发无数化学反应的
关键词。在它的有力驱
动下，一场以和林格尔
新区为中心，向不同产
业、不同行业、不同领域
纵深延展的产业变革正
在发生……

让传统产业插上“智

造翅膀”

吃着“营养套餐”，配
着“电子保姆”，做着“保
健按摩”，个个都有“健康
证”……和林格尔新区核
心区内，赛科星集团十二
牧场奶牛的“幸福生活”，
让人大开眼界。

“有了‘云智能’牧场
技术管理平台后，我对数
据管理的重要性深信不
疑，通过数据管理分析可
以更科学的养牛，让牛的
福利更完善是保证产量
的重要因素。现在，每一
个泌乳期的产奶量，都能
比过去提高3倍以上。”十
二牧场场长张海山说。

作为我区的当家产
业，乳业在和林格尔率先
实现大数据的触网升
级———

在产业链上游，诸如
赛科星集团，采集了1000
多个牧场、100多万头奶
牛的数据。通过手机终
端，即可清楚掌握每一头
奶牛的产奶情况、健康情
况和配种情况。

在产业链中游，伊利
集团在亚洲领先的乳业
智能仓储系统，部署了码
垛等不同类型的机器人，
最大限度地提升了生产
效率，并根据市场的供需
情况，对生产计划做出科
学调节。

在产业链下游，乳企
通过大数据雷达平台洞
察消费者深层需求，最大
限度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让每一滴奶都充满
智慧，大数据推动呼和浩
特从“中国乳都”向“智慧
乳都”转变。不仅仅是乳
业，改造升级“老字号”，
为传统产业插上“智造翅
膀”，这已成为和林格尔
智造产业发展的一大路
径。

———当冶金炼铁行
业邂逅大数据，东方国信
炼铁云应用平台应运而
生，解决了单个炼铁厂吨
铁能耗高、寿命短、成本
大，以及炼铁行业的数据

信息共享壁垒、生态圈发
展滞后等一系列的问题。
目前，已完成了包括首
钢、包钢等国内重点钢
铁企业及一带一路越
南、印尼约200多座高炉
的数字化及智能化项
目，实现单座高炉创效
2400万元/年。

——当传统物流与
大数据产业实现深度融
合，智能机器人和无人
机智能配送开始成为物
流巨头们角逐的下一个
主战场。去年双11期间，
我区首个京东智能配送
示范基地在和林格尔新
区正式投用使用，首期
登场的是6台智能配送
机器人和1架无人机，配
送范围为20平方公里，
开启了物流末端无人配
送模式。

———当传统建筑业
成功嫁接信息模型应用
技术，施工图纸就变成了
一座完整可靠的数据库。
通过建筑信息模型，单体
建筑设计和建设可实现
数字化和360°全空间可
视化，所建模型和实际建
筑实现零误差。和林格尔
新区智能制造产业园就
是通过搭建BIM云平台、
招商展示平台和运维管
理平台，实现了全过程数
字化管理。

……
随着技术和理念的

普及深入，大数据正逐渐
渗透到传统产业的核心
环节———生产制造，帮助
提高生产制造的自动化、
信息化水平，插上“智造
翅膀”的传统产业已不再
传统！

为城市发展植入“智

慧大脑”

生态修复“云”说了
算。在和林格尔新区的和
信园蒙草抗旱绿化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蒙
草），有一个草原生态产
业大数据平台，通过点击
可以清晰地看到各种植
物的“身份信息”。

“依托20余年的生态
科研实践，我们收集乡土
植物种质资源信息近2.7
万种，入库储存的乡土植
物种质资源3000余种、植
物标本3.3万余份、土壤样
本近100万份。现在，这些
信息都在这朵生态‘云’
上。”蒙草执行总裁高俊
刚介绍，应用大数据平台
可查询我区任意经纬度
地理坐标点近 20年的

“水、土、气、人、草、畜”等
生态数据指标及变化，也
可搜索任何一种植物适
宜生长的地区，查询该地
区的生态环境变化等科
研数据及科学合理的生
态修复治理方案。

扎赉诺尔露天矿历
经百年开采，植被破坏严
重，在当地有“火焰山”之
称，一直成为生态修复的
难题。但随着草原生态大
数据平台的应用，研究人
员通过取样勘探，将结果
上传到平台，然后参照实
验结果，由大数据平台生
成修复方案，最终破译了
露天矿环境综合治理的
密码。

同样，在距离呼和浩
特 市 最 近 的 一 片 草
原———呼和塔拉草原，在
2012年以前还是一片砂
石遍地的荒地。如今，结
合大数据平台，通过两年
的生态修复，重现绿草如
茵的美景。

尊重生态、师法自
然，让荒芜回归绿色。在
这朵生态“云”的指导下，
蒙草累计修复生态总面
积近2000万亩。

除了生态修复，大数
据还在城市里担当各种
各样的角色。每秒超万
次身份证人脸识别、十
字路口根据各向车流量
自动调控红绿灯时间、
医疗“云”让远程医疗更
普及……不管是智慧管
理、智慧交通、智慧生活
还是智慧环境，因为有了
大数据，城市不再只是楼
宇和道路的集合体，而是
一个“智慧的大脑”，城市
运营由此变得更高效、更

科学、更节能。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

挂云帆济沧海。从印象中
的“牧马城市”到现在“中
国云谷”，和林格尔新区
正凭借大数据，在转型跨
越中不断积蓄能量，奋力
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蹲点手记：

对和林格尔新区而

言，大数据正在从概念、

理念走向产业实业，成为

新的大事业。在这项事业

中，发展创新是动力，而

人才是核心。

“BIM技术对未来建

筑行业至关重要，这是在

学校里学不到的。”应届

毕业生谢晓宇是BIM专

业人才培养基地的第一

批学员，现为内蒙古东方

国信BIM运维和管理部

高级工程师。

BIM专业人才培养

基地由和林格尔新区、内

蒙古工业大学、北京东方

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方合作开展，是开创我

区大数据人才培养新模

式的重大举措，标志着和

林格尔新区与高校、企业

开展协同培养高层次人

才迈出了关键一步。

早在2017年，和林格

尔新区就设立了和林格

尔新区大数据产业人才

培养基金，首期注入资金

1000万元。今年，本着政

府引导、企业主体、产业

吸纳、政策鼓励的人才工

作思路，和林格尔新区采

取“项目引才、靶向育才、

平台聚才”3大行动打造

特色人才队伍。

发展大数据产业、构

建现代产业体系，海量的

机遇让逐梦者看到希望；

完善人才政策、优化发展

环境，强劲的支撑力让人

才免去后顾之忧……眼

下，众多高精尖人才和创

客精英从全国各地汇聚

于此，他们因“数”而来，

为“数”而来，和林格尔新

区的聚才成效已初步凸

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