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拓宽空间补齐短板

面对铁路网、公路网、航空网、市政网、水
利网、能源网、信息通信网七大网络体系与发
达地区的差距，呼和浩特市主动出击，以拓空
间、补短板为目标，统筹规划建设区域重大基
础设施，推进省际、城际、县际基础设施无缝对
接、高效运转、一体运行，融入区域基础设施

“一盘棋”。
截至 2016 年底，全市范围内铁路营业里

程 327.8 公里，在建 143.7 公里；公路里程 7729
公里（其中，高速公路 516 公里，一级公路 412
公里，二级公路 898 公里，分别占 6.7%、5.3%
和 11.6%），路网密度 44.9 公里/百平方公里；
通航城市 80 个，运营航线 151 条，旅客、货邮
吞吐量分别达到 818.5 万人次和 3.7 万吨；人
均市政道路面积 19.4 平方米，城市日供水能
力 65 万吨，日污水处理能力 52 万吨，污水集
中处理率 95%，再生水回用率 35%，生活垃
圾 无 害 化 处 理 率 98% ，集 中 供 热 率 82.6% ，
燃气普及率 96.3%；建成水库 42 座，总库容
4.9 亿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 319.8 万亩，占
总 耕 地 比 重 约 为 38%；电 力 总 装 机 1187 万
千瓦，其中火电厂 6 座，装机 906 万千瓦，太
阳能电站 24 座，装机 95 万千瓦，风电站 13
座，装机 65 万千瓦，有 110 千伏以上变电站
73 座，110 千伏以上输电线路 200 条，总长
度 3500 公里，油气长输管线 6 条，总长 390
公里；城市家庭 20Mbps 及以上宽带接入能
力占比 96%，农村家庭 4Mbps 及以上宽带接
入 能 力 占 比 100% ，固 定 宽 带 家 庭 普 及 率
68.2%，3G/4G 移动电话人口普及率 87.7%。

“七业”培育方面，围绕自治区建设六大基
地目标，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和优势资源，大力
发展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大数据等
新兴业态。截至 2016 年底，呼和浩特市七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完成工业总产值 477.4 亿元，
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 27.4 %。其中，新能源
产业实现产值 22.5 亿元，全市新能源发电装机
容量近 300 万千瓦（风电 65 万千瓦、光伏发电
95 万千瓦、抽水蓄能发电 120 万千瓦、生物发
电 2 万千瓦），占全部发电装机容量 23.6%；新
材料产业实现产值 90.4 亿元，全年生产多晶
硅 4959 吨、占全区 27%，生产单晶硅 1.39 万
吨 、占 全 区 94% ；生 物 科 技 产 业 实 现 产 值
290.5 亿元，年产谷氨酸钠 60 万吨、占全球市
场 的 30% ，黄 原 胶 10 万 吨 、占 全 球 市 场 的
15%；节能环保产业实现产值 36.8 亿元，资源
综合利用、节能建材、环保设备等产业不断壮
大；大数据云计算产业全年实现产值 76.3 亿
元，鸿盛、盛乐两个集聚区全面推进，已经建设
服务器超过 70 万台，一批服务平台、应用平台

和知名企业入驻运营；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全年
实现产值 33.6 亿元，机械装备制造业、电子装
备制造业发展加快，创维、TCL 液晶电视产能
达到 400 万台；蒙中医药产业全年实现增加值
3.6 亿元，大唐药业、凯蒙药业、兰太药业等传
统蒙中医药重点企业发展加快，“三花牌”中成
药知名品牌畅销全国。

夯实基础保障服务

呼和浩特市本着“‘七网’同建、‘七网’互
动、适应发展、适度超前”的基本原则，围绕“一
次规划设计、一次招标组织、一次征拆土地、一
次成网运行”的总体思路，按照“彰显首府优
势、突出首府特点、提高首府站位、率先实现

‘七网’覆盖”的总体目标，在全面修订完善“七
网”建设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的基础上，通过
实施五大类总投资 5000 亿元以上的重点工程
重点项目（本年度投资力争完成 700 亿元以
上），着力打造立体快捷交通网、高效智能市政
网、安全环保水利网、多元清洁能源网、宽容便
捷信息网。到 2020 年，科学化、高端化、智慧
化“七网”体系全面构建，总体水平迈入全国省
会城市先进行列。

航空网：围绕建设服务周边引领区域的航
空枢纽，谋划实施一组机场项目、一座综合枢
纽、一个航空基地、一家航空公司等（即呼和浩
特新机场、新机场综合交通枢纽、清水河、武
川、赛罕区通用机场、通用航空基地、呼和浩特
航空公司），实现飞机、高铁、快轨、高速、公交、
出租车等多种交通方式零距离换乘，国内通航
点达 100 个以上，国际地区通航点达到 25 个
以上，建成全区通用航空网络和培训维修、展
示旅游基地，形成功能完善的民航网络运输、
运营、管理体系。2022 年，和林格尔新机场实
现首航，年旅客吞吐量 2200 万人次、货邮吞吐
量 20 万吨。并且建成清水河县、土默特左旗、
赛罕区通用机场。

铁路网：围绕建设以呼和浩特市为中心
的区域性铁路枢纽，积极服务和推动呼张客
专、呼准鄂快速铁路年内通车运行，进京时间
缩短至 3 小时以内，带动蒙西地区同步进入
全国高铁网。加快推进呼市至银川、呼市至
南宁高铁、呼市至太原、呼市至西安和呼市至
二连浩特 5 个重大铁路项目，构建向南、向
西、向北、西南方向铁路出口，形成联通东西、
纵贯南北的高速铁路网。同时，以新机场为
核心，启动市区—新机场—和林格尔—清水
河、清水河—呼准鄂既有线、武 川 — 火 车 东
客站、托县—新机场动车项目，加快筹建环城
连县轨道交通，加快构建全市域动车路网，打

造 1 小时铁路通勤网。
公路网：围绕建设四通八达、覆盖全域的

公路网，重点规划建设 S43、S27、国道 209 线
武川至市区等 14 个公路项目，进一步打通加
密由市区、新区向周边地区辐射的高等级公路
网，重点开工建设市区—新机场、新机场—清
水河城关镇、新机场—察素齐镇高速公路，加
快推进国道 209 线武川—呼市大青山隧道及
引线工程、国道 110 线呼市—毕克齐—协力气
一级公路、呼市—毛岱公路、沿黄公路托县—
老牛湾段、省道 311 线武川—杨树坝一级公路
等重点项目建设。2020 年，全市公路总里程
突破 8000 公里，其中高速公路达到 740 公里，
路网密度约 47 公里/平方公里，市区与各旗县
区、重点集镇、重点旅游区全部实现高速公路
或一级路联通。

水利网：以保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目
标，加快构建支撑有力、布局合理的水安全网
络。实施防洪减灾综合保障、水资源配置和城
乡供水保障、农村农田水利及安全饮水、水生
态修复、黑臭水体治理等五大工程、130 个重
点项目。到 2020 年，大黑河、浑河等治理河段
达到规划防护标准；中心城区防洪工程、新区

“五大水源”项目全面完工，分质分类供水目标
全部实现；引黄入呼三期工程投入使用；农村
自来水普及率全面达标；中心城区“五河四库
两湖”和新区盛乐水库、二道凹水库、什拉乌素
河、缘河、云西河、恼木其太河治理工程全面结
束，主城区新增水系 45.4 公里，新区建成水系
80 公里，防洪抗旱减灾体系进一步完善，城乡
供水安全保障水平显著提高，农村水利基础设
施条件明显改善，水生态治理与保护得到全面
加强，基本建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水安
全保障体系。

市政网：以争取联合国人居环境奖为目
标，加快构建与城市发展相适应相促进的市政
基础设施网络。持续推进地铁项目。到 2020
年，5 条地铁线路和新区连接线全部建成，首
府迈进地铁时代，通车里程达到 210.4 公里。
加快打造立体化市政道路网。建设中心城区
十字形市政道路快速改造和云中路新机场连
接线、70 周年大庆主会场连接线、白塔机场连
接线、三环路等城市快速路，实施滨河环路准
快速化改造工程，新增快速路和高架路 170.8
公里，总里程达到 236.1 公里，从根本上缓解
城市交通拥堵。加快实施城市综合管廊。重
点围绕新区和中心城区道路改造实施管廊建
设，到 2018 年，新区综合管廊与主干道同步配
套到位，基本实现核心区全覆盖；中心城区重
点区域综合管廊基本覆盖。积极推进供热管
网建设。按照“厂网分离、管热整合、竞价上
网、统一调配、分级管理、集团营运”的目标，年

内完成城区现有供热企业和管网整合，组建成
立市供热集团公司；到 2020 年，完成京能盛乐
热电厂等三大热源入呼、入新区工程，全市集
中供热能力达到 2.2 亿平方米，中心城区和新
区核心区全部实现热电联产集中供热或清洁
能源供热。加大给水、雨水、污水管网建设力
度。“十三五”期间，铺设给水管网 355 公里，再
生水管网 287 公里，雨水管网 465 公里，污水
管网 418 公里，污水日处理能力提高到 60 万
吨，出水标准全部为一级 A+，基本实现中心
城区和新区建成区范围内集中供水全覆盖、
全保障，雨污水全分流、全处理。提升垃圾处
理水平，生活垃圾日处理能力达到 6600 吨，
建成年处理建筑垃圾 1000 万吨的再利用处
理场。不断提高供气安全和运营水平。启动
建设绕城高压管线、液化天然气应急储备基
地等城市天然气供应保障体系，积极引进天
然气新气源，推进城市燃气供应双气源保障，
并切实加快老旧供气管网改造和 60 万户液化
气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到 2020 年，全市日供气
能力达到 800万立方米。完善空间地理信息数
据库建设。力争年内全面完成区范围内地下管
网定位普查和数据收集，新建管网数据及时入
库，逐步形成翔实可靠、查询快捷的三维立体
管网数据信息平台。

能源网：以建设全国重要的能源输出基地
为目标，加快构建保障首府、服务全国的能源
网络。积极完善电力网。谋划建设电力外
送 通 道 1 条 ，新 增 外 送 电 能 力 300 万 千 瓦 。
新建 500 千伏变电站 2 座，220 千伏及以下
变电站 50 座。实施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 。
到“ 十 三 五 ”末 ，全 网 供 电 可 靠 率 达 到
99.91％ ，综合电压合格率达到 99.99％。持
续推进电源点建设。推动托电五期、和林格
尔电厂投产发电，争取京能二期、国家电投等
热电联产项目启动实施。稳步推进风电供热
和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项目，可再生能源
装机占比达到 30%。到 2020 年，全市发电总
装机容量力争达到 1700 万千瓦（火电装机容
量达到 1200 万千瓦以上，风电装机容量达到
120 万千瓦，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230 万
千瓦以上）。加快推进油气管网建设。完成
陕京四线、大和支线管道和蒙西煤制气管道
项目建设。新建输气管道 190 公里，旗县城关
镇实现长输管道气源全覆盖。

信息网：以培育“中国云谷”为目标，加快
构建适度超前、覆盖广泛的基础信息网络。持
续巩固全国最大的数据存储基地地位，实施大
数据发展工程，组建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成立
大数据发展公司，争取年内服务器装机能力达
到 100 万台，2020 年超过 300 万台。着力强
化大数据应用产业发展，以“一个中心、四大数

据库、五大平台”为基础的智慧城市建设全面
完成，新区智慧感知城市主框架全面形成，实
现地下地上空间立体联通、多平台应用。大数
据推介会签约项目全面落地，一批新的应用项
目启动实施。不断加强通信基础设施建设。
全面完成“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创建，光纤到户
网络覆盖城市家庭，所有行政村通宽带，固定
宽带家庭普及率达到 72%，城市 4G 信号良好
覆盖率达到 85%以上。大力推动物联网应
用。积极开展技术攻关和应用集成创新，形成
完善的物联网技术体系。重点通过推进企业
产品质量追溯体系、物流管理应用平台、效能
过程管理与环境监测智能管理平台、网货生成
园区的打造建设，带动全市农业、工业、商贸流
通、能源、公共安全等多领域多平台物联网技
术开发应用，打造较为完善的物联网产业链。

做大做强新兴产业

按照自治区“七业”同兴要求，呼和浩特
市紧盯高端、高质、高新、高效方向，围绕“造
链、补链、强链”目标，多维打造、多业融合，
加快推进“七新”产业技术领先、模式创新、集
聚发展，培育形成以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
新业态为主要特征的新经济，将七大战略性新
兴产业打造成为首府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支
撑、创新驱动的重要引领和跨越式发展的重要
引擎。到 2020 年，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
值 年 均 增 长 15% 以 上 ，占 工 业 总 产 值 比 重
36%以上。

新材料产业：进一步健全完善从硅材料、
组件到下游光伏电站的完整光伏产业链条，到
2020 年，多晶硅产能达到 3 万吨、单晶硅产能
达到 6 万吨、太阳能电池片及组件产能达到
500 万千瓦，新材料产值年均增长 20%左右；
重点加快石墨烯、富勒烯碳纳米等产业基地建
设，推进中环四期、晶环蓝宝石二期、三期及勤
达碳纤维、内蒙古碳烯石墨新材料有限公司石
墨烯、内蒙古爱迩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3GW 电
子材料产业园、神舟硅业三期等项目建成投产，
积极引进碳化硅、富勒烯碳纳米材料、稀土新材
料、石墨烯新材料等项目。

新能源产业：到 2020 年，新能源产业占工
业总产值比重超过 20%，新能源产值年均增
长 15%以上，风电装机要达到 120 万千瓦以
上，光伏发电装机达到 230 万千瓦以上；启动
环聚二期、联合新能源等项目建设，持续推进
光伏扶贫工程和光伏发电常规指标、光伏扶
贫、光伏发电前沿技术依托基地建设项目，着
力打造清水河、武川光伏产业应用基地。

高端装备制造业：“十三五”期间，高端装

备产业产值年均增长 20%左右，打造西北地
区重要的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基地。重点是全
面建成沃特玛新能源汽车产业园一期项目，引
进沃特玛创新联盟企业 20 家。开工建设蓝海
华腾电机控制器、10 万吨三元锂电池制造、中
车生一伦电机有限公司稀土永磁电机等 18 个
二期项目。

生物科技产业：“十三五”期间，生物医药
产业产值年均增长 10%左右，打造西部地区
领先的生物制药产业基地、干细胞产业基地和
世界一流的动物疫苗生产基地。重点加快金
宇生物科技产业园、银宏干细胞生物技术产业
基地、内蒙古金河生物佑本疫苗生产线项目建
设。推进生物医药产业从原料药、医药中间体
到半成品、成品药的完整医药产业链转型升
级，实现制药产业系列产品生产一体化的产业
格局，全力打造世界一流动物疫苗生产基地、
西部地区领先的干细胞产业基地。

节能环保产业：“十三五”期间，节能环保
产业产值年均增长 15%左右，打造以资源综
合利用、节能建材、环保设备生产服务为代表
的现代节能环保产业体系。积极推进锦江高
铝粉煤灰综合利用项目，深入发展广银、光太、
华唐等铝深加工项目，构筑节能环保全产业链
发展新格局；加快坤瑞玻璃、豪邦隔热材料等
重点企业项目建设，推动大唐再生资源公司继
续加强技术改造，进一步提高消纳呼和浩特市
火电企业产生的硅钙渣等固体废物能力，延长
产业链，提升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发展水平。

蒙中医药产业：“十三五”期间，蒙中医药
产业产值年均增长 18%左右，打造中药饮片、
粉剂、口服液、蒙中医药保健品、大健康服务等
多方位产业化发展体系。重点是积极推进和
林格尔、托县等地建设一批蒙药中药材种植基
地和生产加工基地，加快实施内蒙古大唐药业
有限公司新产区及药材示范种植园、内蒙古蒙
肽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内蒙古道地动植物生物医
药产业化、世纪福康药业有限公司年产 2 亿支
中药口服液生产线、内蒙古盛健生物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盛健生命科学营养保健产业创新示范
园区项目建设 。支持蒙医院中医院制剂室建
设，推动蒙医药临床研究基地建设。

大数据云计算产业：“十三五”期间，大数
据云计算产业产值年均增长 30%左右，打造
立足内蒙古、服务京津冀、辐射全国的云计算
数据中心。重点认真落实 11 月 7 日内蒙古北
京大数据产业推介大会签约项目建设。实施
大数据发展工程，全力打造“中国云谷”。在加
快推进盛乐、鸿盛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建设的同
时，加快引进大数据清洗、挖掘、分析企业。服
务器装机能力达到 100 万台，组建大数据发展
管理局，成立大数据发展公司。

□本报记者 郑学良 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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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七网”，培育打
造“七业”，是自治区党委、政
府在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
于经济工作的重大判断、重要
原则、重点要求、重大举措的
基础上，针对当前经济发展新
常态特征更加明显的实际及
全区的发展形势，对经济社会
发展提出的具体任务要求。

呼 和 浩 特 市 认 真 学 习 贯
彻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和自
治区党委十届二次全会精神，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自
治区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上
来，抢抓机遇，立足长远、着眼
当前，以更加清醒地认识、更
为务实地作风、更有力度地推
动，全面加强“七网、七业”工作
的组织实施。为此，通过充分
调研和征求意见，呼和浩特市
制定了具体的、高质量的、可操
作性强的工作方案，明确目标，
分解任务，落实措施，分清责
任，为下一步工作提供了遵循；
进一步密切与自治区相关部门
的联系对接，主动融入全区的
发展大局中，做好具体项目的
谋划、融资、建设等工作。

正如自治区党委常委、呼
和浩特市委书记云光中所说，
呼和浩特要实现新常态下的
经济转型腾飞，必须基础设施
先行、科技创新引领、实体经
济支撑。呼和浩特正在用“七
网”同建、“七业”同兴，跑出发
展的“加速度”，构建起新时期
发展的“四梁八柱”。

呼和浩特：“七网”同建“七业”同兴跑出发展新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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