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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建平 富丽娟

3 月初的首都北京，开启了一年
一度的全国两会时间。此刻，呼和
浩特市呼和塔拉万亩草原，大片的
冰草正在蓄积力量，等待破土而出。

这片草原正是著名的南北朝诗
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
四野”描述的所在。经过蒙草生态
集团（以下简称蒙草）生态修复工
程，这里再现了当年“风吹草低见牛
羊”的自然风光。如今，蒙草正在构
建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就像人体基
因库的作用一般，用来解读各个地
区的生态“基因”密码，从而还绿草
原、还绿家园。

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李纪恒用“发展大数据、
云计算，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
首，最佳就在内蒙古”来推介内蒙古
的大数据产业。他指出，内蒙古发
展大数据产业具有得天独厚、不可
替代的优势，面向未来，内蒙古自治
区党委、政府坚定不移地把大数据、
云计算产业作为培育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主攻方向，作为经济社会发展
的新引擎。

在这样的政策指导下，大批新
生代力量汇聚大数据、云计算产业，
年轻创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大数据产业成为经济社会
发展新引擎

在呼和浩特市金桥电子商务产
业园，我们见到了创客郝刚。毕业
于内蒙古农业大学的大学生郝刚，
于 2013 年带领着一群有志于创业
的年轻人创建了大白鲨网络服务有
限公司——“大白鲨具有极其灵敏
的嗅觉和触觉，我希望我们的团队
也能够灵感不断、创意无限。”这个
平均年龄只有 27 岁的电商团队，在
成立不到 4 年的时间里创下了一系
列令人称赞的好业绩。

郝刚告诉我们：“大白鲨公司现
运营三大电商平台，阿里巴巴淘宝
网·中国质造羊绒产业带、阿里巴巴
淘宝网·特色中国呼和浩特市馆、京
东内蒙古羊绒产业带。大白鲨公司
是淘宝、京东在内蒙古唯一的服务
商。合作电商客户电商平台销售额
过亿元。”

“我们懂得互联网，有电商从业
经验，懂得如何利用大数据平台为
销售服务。”郝刚自豪地介绍，一家
年营业额不足 300 万元的农畜产品
企业，当时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找到
我们，合作第一年拿下全网牛肉类
销 售 第 一 ，第 二 年 实 现 年 营 业 额

1500 万元。
作为全国最大的云计算数据中

心，近年来呼和浩特市相继引进了
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三大
运营商建设大型云计算数据中心，
投资规模近 500 亿元。目前，中国
联通、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三大运
营商在呼和浩特市累计完成投资近
60 亿元，建成机房楼 12 栋，安装机
架 3.4 万个，签约或入驻百度、阿里
巴巴、腾讯等知名 IT 企业 70 多家，
引入各类应用企业 302 家，预计三
大数据中心全部建成后，服务器数
量可达 368 万台。

位于呼和浩特盛乐现代服务业
集聚区的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数据
中心，冷却设备都处于关闭状态。
负责这里云计算数据中心工程建设
管理的员工刘星星介绍：“目前机房
的温度在 7℃左右，完全不需要开冷
却 设 备 。 按 照 呼 和 浩 特 当 地 的 温
度，我们一年当中有一半的时间都
可 以 自 然 冷 却 ，省 去 了 很 大 的 成
本。”

呼和浩特市全年平均气温 8 摄
氏度，一年有 6 个月能够利用自然条
件进行数据中心设备冷却，地质结
构稳定；距离首都北京 440 公里，航
空行程不到 1 小时；而且，呼和浩特
是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延伸西北、
连接俄蒙以及辐射京津冀的枢纽城
市，为大数据、云计算的发展提供了
巨大市场和广阔空间。

除 了 适 宜 的 气 候 及 地 理 条 件
外，内蒙古电力装机容量超过 1 亿千
瓦，大型数据中心的用电价格仅为
0.26 元/度。近年来，一个个数据中
心 纷 纷 在 呼 和 浩 特 落 成 并 投 入 运
营。

正是这些独特优势，为呼和浩
特发展云计算、大数据产业奠定了
坚实基础，目前，呼和浩特已初步形
成了“两大产业园区、三大数据中
心、一批应用和服务”互补互动发展
格局。

下一步，呼和浩特市将把打造
“中国云谷”作为转型发展的重要战
略支撑，以自治区成功获批国家级
大数据基础设施统筹发展综合类试
验区为契机，尽快形成立足内蒙古、
服务京津冀、辐射全国的云计算数
据中心和国家级云计算产业基地。

大数据推动地区主导产业
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在蒙草大数据操作平台上，用
经度和纬度锁定地图上的一个点，
该地的土壤情况、原生植物物种、畜
牧业发展状况便会自动生成。

数据中心项目负责人王宝林告

诉我们，目前整个平台整合 20 年积
累的数据，实现了自治区境内的全
覆盖，最小单位可以辐射至自然村。

2016 年 6 月，蒙草将扎鲁特旗
和四子王旗作为试点，在四子王旗
巴音嘎查，通过蒙草大数据的精密
分析，为当地牧民制定了草原保护
和开发利用的技术路线；在扎鲁特
旗进行草原生态状况调查，通过采
集野外数据、标本分析等，制定适合
本区域生态修复措施。

内蒙古魔镜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开发的“中国乳业大数据平台”系统
显示屏上，有国内大型奶源分布图、
各地奶源的日均鲜奶乳蛋白含量、
各省乳制品进出口贸易量等，全国
乳 业 各 种 数 据 一 目 了 然 ，便 于 查
询 。 该 公 司 还 与 内 蒙 古 的 牲 畜 育
种、草业企业合作，开发畜种和草业
大数据产品。

今天的呼和浩特市正全面发力
打造云计算和大数据产业，乳“云”、
肉“云”、粮“云”、农产品“云”、工业
品“云”、政务“云”和房“云”，“祥云
朵朵”开新宇，古老的“云中郡”和林
格尔县，如今成为新兴产业的集聚
地。

据介绍，呼和浩特市要在“十三
五”期间，以大数据，云计算产业为
牵引，打造和林格尔新区，着力培育
打造包括巩固提升“中国乳都”核心
地位、全力打造“中国云谷”、打造

“中国光伏材料之都”、打造“中国草
业之都”、打造中国肉羊产业第一品
牌在内的“五个中国第一”——这些
既定目标的实现，都需要通过大数
据产业的应用和挖掘，然后集中世
界上的大数据要素和平台，推动几
大主导产业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从
而 把 大 数 据 产 业 发 展 不 断 向 前 推
进。

在有着“马铃薯之乡”美誉的呼
和浩特市武川县，种植大户范埃柱
告诉我们：“我们武川土豆上了北京
奥运会餐桌，成了上海世博会展品，
现 在 已 经 成 了 全 国 叫 得 响 的 品 牌
了。”提起武川土豆，老范的自豪之
情溢于言表。

“有了好产品，还需要好销路。”
中国薯网网络部总监李子铨说。中
国薯网是一家服务于马铃薯全产业
链的电商企业，在内蒙古大数据产
业推介会上，中国薯网宣布将斥资
1.3 亿元，大胆进军互联网+马铃薯
标准化示范基地项目，并与内蒙古
五 一 种 畜 场 现 场 签 署 战 略 合 作 协
议。

“我们会通过大数据平台为范
埃柱这样的农牧民种植马铃薯提供
信息资讯，通过专业化的服务，从而
吸引中国乃至世界的马铃薯产业链

主体集中参与到马铃薯产业发展中
来。”李子铨介绍说。

大数据应用、信息惠民让
城市更智慧

3 月份的呼和浩特气温还很低，
上下班出行高峰期，在寒风中等待
公交车的滋味并不好受；而家住呼
和浩特市回民区的刘阳却不担心这
个问题。在他的手机里安装着一款
名为“掌上青城”的手机 APP：“上下
班前，提前在 APP 里输入乘坐的线
路号、乘坐站点，就可以查询到公交
车的到站时间，计算好时间再出门，
不用挨冻，节省时间。”

一款手机 APP 就能解决出行大
问题，而这只是智慧城市的一个小
小的体现。呼和浩特市作为国家智
慧城市的试点城市，智慧呼和浩特
的建设作为一项惠民工程，2016 年
的工作重点共计 22 个，包括一个中
心、四大基础数据库、五大平台和一
批应用。

截至目前，呼和浩特市已成功
引进了阿里巴巴、百度、腾讯、搜狐
视频、搜狗等数十家知名企业，同时
着 力 打 造 了 一 批 大 数 据 的 应 用 平
台，在智慧城市、电子商务、信息惠
民、乳业草业等领域开展了大数据
深度应用。

目前，呼和浩特市城市管理监
督指挥中心系统已经形成了面积达
190 平方公里的城市数字管理网络，
覆 盖 市 四 区 、如 意 和 金 川 工 业 园
区。信息采集员将市民通过 12319
热线、微博、微信反映的非警类问题
进行汇总，将问题分析、反馈到相关
职能部门，让问题尽快得到解答，城
市管理变得智能、高效。

2013 年浪潮集团与呼和浩特市
政府就共同构建中国西部浪潮云计
算基地、建设呼和浩特市政务云中心
等签署了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目前呼
和浩特市政务云中心共享交换平台
已搭建完成，已经具备委办局数据共
享和交换能力。“‘一站式’的政务云
平台，解决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的问题，让数据真正惠民、便民。”

作为整个“智慧呼和浩特”的基
础软件和数据支撑平台，共享交换平
台能够打通数据交换链路，实现数据
精准交换，为“智慧呼和浩特”各类业
务应用提供数据支撑，真正实现跨部
门、跨业务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下
一步重点工作是逐步推进部门数据
开放，完成与共享交换平台的数据接
入工作，真正实现全市各部门间非涉
密数据信息的共享。

为进一步深化京蒙科技合作，促进两地优势资源
对接，有效利用北京科技创新资源优势，实现两地优
势互补和合作共赢，赤峰市元宝山区科技局利用“京
蒙科技合作推动创新发展赤峰对接会”在赤峰召开的
有利时机，经多方协调和努力，2 个京蒙科技合作赤
峰工作站在元宝山区落户。

2 个工作站分别是：北京技术市场协会赤峰工作
站，在赤峰世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落户；京蒙合作现
代农业技术转移赤峰工作站，在元宝山区赤峰国家农
业科技园区核心区赤峰和润农业落户。这 2 个工作
站将依托两地资源优势，搭建良好的合作交流平台，
推动元宝山区经济社会发展。

（赤峰市科技局）

橡胶草栽培技术项目获得新进展

多伦县教育科技局自 2013 年列入国家 5 个研究
实验区后，组成科研团队，与北京化工大学弹性体研
究中心和中国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湛江试验站开展
科技合作与交流，承担《新型产胶作物橡胶草品种选
育与配套栽培技术示范》项目，并获自治区科技计划
项目支持。

项目开展了不同土壤质地橡胶草生长适应性对
比试验；行距 8 至 20 寸、株距 2 至 6 寸不同方式栽培，
测定单位面积根的产量及种籽产量的对比试验；氮、
磷、钾肥料施用量与单位面积根产量对比试验；橡胶
草不同播种期与生物产量的对比试验；橡胶草病害发
生类型及防治措施研究；橡胶草虫害、鼠害发生规律
与防治应对措施研究等，都有了一定的进展。

（唐怀东 杨虎利）

2个京蒙科技合作赤峰工作站落户元宝山区

□李慧来

“咩、咩⋯⋯”一群羊在棚圈里吃着草料，还有一
些羊围在水槽旁喝着水，牧民扎那和他的妻子忙乎在
羊群中，不停地撒着草。蓝天白云下，这样的场景给
春日的鄂托克草原增添了几分生机。

“这些白绒山羊是我家的命根子，虽然市场价格
不如往年，饲养成本提高，但我们始终精心地繁育它
们，通过运用科技手段增收，钱一年比一年挣得多。”
扎那说。

扎那是鄂托克旗阿尔巴斯苏木敖伦其日嘎嘎查
牧民，也是该嘎查的科普带头人。1998 年初中毕业
后，扎那回到家乡，看着破旧的房屋、退化的草场，他
暗下决心，一定要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改变贫困的生
活面貌。在旗农牧业局和科协的支持下，扎那刻苦学
习畜牧科学知识和技能，订阅了 10 多份报刊杂志，购
买了科技图书。通过学习，扎那认识到，单纯通过扩
大养殖数量来增加收入，不仅破坏了赖以生存的草
原，而且不符合国家政策。只有通过改良品种，减少
养殖数量，提高个体生产能力，才能既不破坏草原，又
增加收入。

为此，扎那自学了阿尔巴斯白绒山羊精液大倍稀
释人工配种、人工诱情、同期发情、营养调控等技术。
经过多年实践，他探索总结出了阿尔巴斯白绒山羊“1
年 2 茬或 2 年 3 茬产羔技术”繁育方法，改变了当地阿
尔巴斯白绒山羊 1 年只产 1 茬羔的历史。目前，扎那
家自养的 240 只阿尔巴斯白绒山羊基础母羊，1 年产
2 茬羔，每茬羔繁殖率达到 150%，年繁育羔羊 500 多
只，且平均个体产绒量达到 850 克，羊绒细度达到 15
微米以下。2016 年，扎那家全年纯收入 40 万元，他
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科技带头人。

扎那多次受到鄂托克旗委、政府的表彰奖励，
2007 年，鄂尔多斯市农牧业局授予他“全市家畜改良
优秀人工授精员”；2013 年被鄂尔多斯市科协、财政
局评为全市基层科普行动计划先进个人；2015 年，被
中国科协和财政部授予“中国科普惠农兴村带头人”
称号。

作为嘎查科普带头人，扎那还积极带领周边农牧
民共同致富。为了普及阿尔巴斯白绒山羊“1 年 2 茬
或 2 年 3 茬产羔技术”，造福父老乡亲，扎那自建了阿
尔巴斯白绒山羊配种站，购置配种器材和药品，利用
自学的知识给周边农牧民养殖的阿尔巴斯白绒山羊
进行人工授精配种。几年来，在他的示范带动下，全
旗有 300 多户农牧民采用“1 年 2 茬或 2 年 3 茬产羔技
术”发展阿尔巴斯白绒山羊产业，收入成倍增加，辐射
带动当地 3500 户农牧户依靠科学发家致富。同时，
扎那还先后为当地贫困户无偿或低价提供优质种羊
500 只，帮助贫困农牧民发展阿尔巴斯白绒山羊养
殖，使他们依靠科学技术脱贫致富。

牧民扎那：

科学养羊收入 40 万元

呼和浩特

：大数据产业

﹃
祥云朵朵

﹄

科技一线

扎那动手做实验。 刘博仑 摄

短波

在去年 11 月在北京召开的内蒙古大数据产业推介大会上，内蒙古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
正式启动。作为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成为自治区大数据产业发展的主战场。如今，大批新生
代力量汇聚大数据、云计算产业，年轻创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大数据正推动首府地区主导产业
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数据中心机房。 陈立庚 摄

年轻创客们在认真工作年轻创客们在认真工作

。。陈立庚陈立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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