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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云谷”迈向“世界算谷”
—— 呼 和 浩 特 推 进 绿 色 算 力 及 人 工 智 能 产 业 发 展

走进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和林

格尔新区的京蒙智算中心建设现场，工人们

正在进行室内装修的收尾工作。“目前高性能

的 GPU 已经购置到位，将于近期安装并投入

使用。”内蒙古中科超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李凯萌介绍，这些年，呼和浩特绿色算力、

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势头良好，随着技术的

更 新 和 客 户 需 求 的 变 化 ，公 司 于 今 年 3 月

份启动了京蒙智算中心建设，中心建成后公

司的算力水平有望再上新台阶。

资源赋能

呼和浩特地处北纬 40°到 42°之间，这

里地质结构稳定，气候冷凉且空气干燥，可有

效减少数据中心的散热成本。依托相对独立

的蒙西电网，可实施电力多边交易，电价低廉

稳定，是建设数据中心的理想之地。早在

2011 年 12 月，中国电信云计算内蒙古信息园

便落户呼和浩特市。2017 年，内蒙古和林格

尔新区挂牌成立，呼和浩特的云计算和大数

据产业发展从此驶上了快车道。

数年间，尤其是“东数西算”工程启动后，

作为内蒙古枢纽节点的数据中心集群所在

地，呼和浩特出台系列政策措施，加快布局新

兴数字技术产业，在项目用地、用电、创新、财

税、投融资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将培育

以大数据、云计算为特色的电子信息技术产

业集群，作为呼和浩特市重点培育的“六大产

业集群”之一，全面加速“中国云谷”建设。

在科拓生物食用乳酸菌制品生产基地项

目现场，项目一期工程外立面已接近完成，这

里将要打造国内领先的乳酸菌产业化智慧工

厂。“我们还同步建设了乳酸菌菌种资源库及

共性技术研发中心项目，计划 2025 年投入使

用。”内蒙古科拓生物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石

磊告诉记者，智慧工厂的建设离不开人工智

能平台的助力。

石磊介绍，过去传统技术筛选菌株，一株

就需要 3 个月到 6 个月时间，如今搭建的乳酸

菌人工智能平台，能有效提高筛选效率。预

计未来 3 年到 5 年，最快能够实现 24 小时筛

选 10 株菌株。

经过多年不懈努力和持续培育，呼和浩

特市开通了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入选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内蒙古枢纽节点和林

格尔数据中心集群”，获批了国家级互联网骨

干直联点，成为全国首批“千兆城市”。截至

今年 6 月底，呼和浩特已投用标准机架达到

26.6 万架，服务器装机能力达到 150 万台，总

算力规模达 2.4 万 P，其中智算算力规模 2.18

万 P，形成了包括运营商、金融机构以及互联

网头部企业在内的算力基础设施与产业平台

的数字产业生态。

6 月 29 日，在 2024 中国绿色算力（人工

智能）大会上，呼和浩特市被中国通信工业协

会数据中心委员会正式授予“中国云谷”称

号。当日，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在呼和浩特

市启动运营。

高效配置

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副总经理樊宇雄介

绍，算力资源交易是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的

核心业务。呼和浩特作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络国家枢纽节点城市，算力产业蓬勃发展，算

力资源丰富多样，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将积

极发挥平台功能，通过市场化手段，实现算力

资源的高效配置，为呼和浩特算力产业发展

提供强劲牵引力。

“我们将积极与呼和浩特算力产业相关

企业合作，加强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拓展数据

服务领域，优化交易流程和机制，为数据交易

提供更加多样化、个性化且高效快捷、安全可

靠的服务支持，推动呼和浩特乃至整个自治

区的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樊宇雄说。

这段时间，在内蒙古匠成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的培训教室里，几十名来自内蒙古大学

的学生正在学习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课程。

该公司的运营总监邓飞龙介绍，公司运营一

年多来，已组织 3000 多人次参加相关培训。

“数字经济发展的一大挑战是人才培养

和产业发展脱节的‘两张皮’问题，我们打造

的产教融合基地就是致力于解决这类问题。”

邓飞龙介绍，当时选址的时候考察了许多城

市，之所以落地呼和浩特，正是看到了当地发

展数字经济、培育数字人才的决心和前景。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

研究员史主生表示，在发展电子信息技术产

业过程中，要加大技术研发、设备制造、软件

开发等方面的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为产业

发展提供人力支撑。

截至目前，呼和浩特市已经吸引百度、阿

里、腾讯等110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入驻；教育

部、国家信息安全中心等国家各个部门数据存

储等业务入驻；中科曙光、中兴能源、华为等一

批大型数据中心和灾备中心入驻，共注册云计

算、大数据科技企业390余家，初步形成了产业

上下游一体化的大数据产业链条。

绿电加速

在实现量的提升同时，呼和浩特致力于

实现数字产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围绕打

造最强绿色算力供给者这一目标，大力推进

算力绿色化进程。

一段时间以来，和林格尔数据中心集群

绿色能源供给示范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

总投资 16.63 亿元，规划总装机规模 360 兆

瓦，配建 64.8 兆瓦时的储能系统。”华电智慧

运营指挥中心工作人员介绍，项目年底运营

后将会为中国移动等四家数据中心提供绿电

直供服务，预计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63.5 万吨。

内蒙古“天上有风光、地下有煤炭、手里

有电网”，电力供应充足，绿电占比位居全国

前列。近年来，呼和浩特在发展电子信息技

术产业集群的过程中，持续提高绿电比例，加

强节能降碳技术创新应用，全面提升算力网

络基础设施的算效和能效。目前，通过多边

交易体系，呼和浩特数据中心绿电使用比例

已超过 80%，电力到户交易价格稳定在 0.32

元/千瓦时左右。为进一步支持绿色算力发

展及人工智能产业跨境交易，呼和浩特率先

启动建设绿电直供示范项目。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

会副主任张学军表示，这些年绿色算力的建

设对于上下游产业发展带动作用明显。数据

中心建设带热了土建、电力设备以及服务器

等市场。丰富的绿色算力资源还吸引了一批

人工智能应用企业落地。“当前在呼和浩特进

行训练推理的大模型总数已达十多个。这些

大模型的训练需要大量的语料，带动了数据

处理企业发展，并带来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张学军说。

内蒙古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数字经

济专业负责人李琪建议，在不断做大绿色算

力规模的基础上，呼和浩特应积极构建完整

的算力生态，注重创新与研发，不断深化绿色

算力和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以绿色算力、人

工智能和产业深度融合为主线，高水平赋能

千行百业。”李琪认为，呼和浩特还应关注跨

区域合作问题，加强与其他地区的连接，实现

算力资源的区域调度和结算，同时在跨区域

合作中需重视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推进绿色算力及人工智能产业，呼和浩

特目标明确、路径清晰，就是要打造‘最强绿

色算力供给者’。”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市

长，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党工委书记贺海东

表示，下一步呼和浩特市要做好“储、造、算、

输、研、用”六篇文章，推动呼和浩特“中国云

谷”向“世界算谷”“世界智谷”迈进。

高水平更新建设宜居城市

吴

浩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发布消息，全国已实施城

市更新项目超过 6.6 万个，完

成投资 2.6 万亿元。这些项

目涵盖既有建筑改造、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

设等多个方面。城市更新是

拉 动 投 资 和 就 业 的 重 要 举

措，更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途径。当前，城市

更新要持续提升城市功能与

品质，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

在 更 高 水 平 上 赋 能 城 市 发

展，努力打造出更多宜居宜

业、精致精美的现代化城市。

城市更新不是“面子工

程”，要坚持百姓需求导向。

城市更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是满足百姓美好生活需求。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城

市公共基础设施陈旧、老旧

小区“脏乱差”等问题凸显，

城市更新就是要推动城市存

量空间的改造提质增效，解

决“城市病”，提升百姓幸福

感。各地在城市更新中重点

实施老旧小区改造、推动街

区建设等项目，在这一过程

中 要 注 重 听 取 百 姓 意 见 建

议、切实解决百姓急难愁盼

问题，让城市环境更优美、功

能更完善、百姓更满意。

城 市 更 新 要 注 重“ 里

子”，提升城市安全和韧性。

城市可持续发展，必须强化

底线思维，补齐安全短板，增

强抵御各类风险的能力。比

如，城市更新要坚持问题导

向、目标导向，对城市进行“全方位体检”，推进城市生命

线工程建设，实现对城市燃气、桥梁、隧道、供排水、综合

管廊等全覆盖；针对汛期暴雨袭击多个城市暴露出的城

市排水防涝突出“短板”，要进一步提升城市排水防涝体

系建设等。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更好应对洪水

内涝等自然灾害，不断提升百姓安全感。

城市更新要赋能发展，推动城市产业升级。老建筑

改造不是要大拆大建，而是要发掘其中蕴含的乡愁，在功

能上进行“翻新”赋能。比如，不少城市通过完善基础设

施建设、优化升级公共空间、盘活闲置资源、引入新经济

业态和多元消费场景等举措，打造创意街区、发展文旅产

业，使老街区焕发新生机、老房子拥有新作为，城市的乡

愁寄寓其中，城市的历史在流淌，吸引了游客、增长了人

气，推动了产业发展、激活了区域经济，推动城市实现“二

次生长”。

城市更新要更智慧，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现代化城

市发展，离不开先进技术手段的应用。城市更新要做好

“精细”文章，智慧化手段少不了。在城市更新中，要注重

运用好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城市运

行的智慧大脑，注重城市数据的收集、分析、应用，用数字

赋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让城市变得更“聪

明”，让城市管理者更能精准把脉，推动城市发展更健康，

这也是建设宜居、韧性、智慧城市的关键所在。

深加工提升农产品产业化水平
本报记者 刘 成

在山东青岛平度市，“一热一冷”技术正让当

地农产品深加工走得更好。

“不添加一滴水和其他物质，胡萝卜素丰富，

价格也提高了多倍。”青岛普诺米斯果蔬深加工公

司总经理董长青说，经过清洗、粉碎、研磨、发酵等

程序，胡萝卜变身“原浆”，经过 138 摄氏度高温灭

菌，保质期可达 9 个月。

“超高温 4 秒极短时间内灭菌，再迅速恢复到

常温，这样能最大限度保证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

破坏。经过‘熟榨’工艺生产的产品更易被人体吸

收。”董长青说，公司采用“卧式离心”技术，出汁率

可达 70%以上。

“这条生产线上的酶解罐、均汁机、清洗线、超

高温灭菌设备，都是国内领先的。”董长青说，公司

每年可生产 1400 吨胡萝卜汁，带动周边农户种植

面积上千亩。同时，充分利用当地西红柿、芹菜等

特色农产品规模化种植的优势，生产番茄汁、芹菜

汁饮品以及胡萝卜泥等产品。

“胡萝卜残渣富含膳食纤维，销售到面包生产

企业，每吨 1400 多元；芹菜渣、西红柿皮等则是附

近沼气企业所需要的。”董长青介绍。

在平度，既有熟榨工艺，也有冷冻科技。平度

尚好科技公司是专门从事冻干果蔬精深加工的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山东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山东省“瞪羚”企业，生产冻干果蔬、航空航天

食品、体育运动功能性食品等 100 多个品种，每年

转化鲜果蔬 100 万吨，产品 70%以上出口。

“公司建有十万级 GMP 洁净标准车间，采用

FD 冻干技术，能够很好保持果蔬原有口感。”该企

业负责人郁东兴说，原料放入冷冻仓，在零下 40

摄氏度环境中迅速急冻，再进入冻干仓真空脱水，

能很好保留果蔬的色、香、味、形。

果蔬深加工是平度以农业产业化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的一个缩影。作为首批全国农业现代化示

范区，平度市以农产品深加工为抓手，从政策、资

金扶持等方面培育壮大农业产业化企业、创新型

中小企业。目前，全市植物油生产、肉制品加工等

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达 150 家，营收 350 亿

元，累计培育青岛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

企业 89 家，数量居青岛各区市首位。

近年来，平度通过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的带动，

大力推行“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等多类型利

益共享、生产服务模式，带动农民致富增收。“种了

100 亩胡萝卜，一年收获两茬，产量高、收入高。”

崔家集镇农民孙志磊通过与普诺米斯公司合作订

单式种植，收入有了保障。

“平度有大泽山葡萄、马家沟芹菜、旧店苹果

等 20 种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农产品，过去以鲜食

为主，产品附加值较低。发展名优果蔬深加工，

可以带动农产品产业化，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下

一步，我们将在农产品深加工方面持续发力，提

高农业科技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水平，为农业发

展 拓 展 新 空 间 。”平 度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局 长 兰 大

彭说。

□ 本报记者 陈 力 余 健

本版编辑 周颖一 韦佳玥 美 编 倪梦婷

7 月 30 日，在湖北宜昌拍

摄的三峡电站外送输电线路。

随着由乌东德、白鹤滩、溪洛

渡、向家坝、三峡、葛洲坝 6 座

梯级水电站构成的世界最大清

洁能源走廊 110 台机组全开运

行，截至 7 月 23 日，2024 年梯

级水电站单日发电量超 10 亿

千瓦时天数达 35 天，最高单日

发电量达 15 亿千瓦时，全力协

助电网迎峰度夏。

郑家裕摄（中经视觉）

图为内蒙古显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图为内蒙古显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余余 健健摄摄

7 月 31 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向塘镇的南昌国际陆港货运场站，龙门吊在装运进出

口货物集装箱，一派繁忙有序的景象。近年来，南昌国际陆港大力发展中欧班列、铁海联运班

列，目前已覆盖欧洲、美洲、东南亚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朱海鹏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