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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绿水掩映下的霸王河公园已经成为乌兰察布市民休闲活动的好去处

中欧班列为乌兰察布打开了扩大对外开放合作的新通道 华为云数据中心开启乌兰察布市计算机产业发展新纪元

□ 本报记者 于保明 黄金星

初春时节，乍暖还寒。在地处内

蒙古中部的乌兰察布市，人们感受到

的气息却和时令不同：全城涌动着大

开放、大跨越、大发展的热潮，一股股

开拓进取、攻坚克难的精神汇聚成前

所未有的力量。

乌兰察布地处蒙晋冀三省区交界

处，距首都北京240公里，位于京津

冀、环渤海、呼包银榆三大经济圈结合

处，东邻张家口、南连大同、西接呼和

浩特、北延蒙古国，是进入东北、华北、

西北三大经济圈和亚欧经济带的重要

枢纽城市。

过去很长时间以来，乌兰察布被

贴上欠发达地区中的落后地区的标签，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尤为突出。

近年来，不甘落后的乌兰察布人，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重

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和

自治区党委各项决策部署，借助独特

的区位优势，转变发展思路，实施全面

开放合作战略，携手“近邻”大同市、张

家口市，实施蒙晋冀长城“金三角”区

域合作，抱团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取

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

乌兰察布市委、市政府率领全市

各族人民，向着建设保障京津和服务

华北的绿色生态屏障、清洁能源输出

基地、有机农畜产品产销基地与休闲养

生度假基地的目标，步履铿锵地迈进。

数载拼搏，“中国薯都”“草原皮

都”“风电之都”“神舟家园”“东北亚物

流中心”等城市名片叫响全国。

这里，成为“中国创业创新博览

会”永久举办地。成功创建“国家园林

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食品安

全示范城市”创建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如火如荼，各族

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自豪感

不断提升，乌兰察布正在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大道上大步前进。

乘“开放”东风
开创合作新局面

党的十九大为乌兰察布做好新时

代的开放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开放

合作是乌兰察布的强市之策、发展之

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李纪恒强

调，“乌兰察布最大的发展优势是区

位、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开放，要打造成

为全区开放发展的新高地”。

“牢固树立‘开放带来进步，封闭

必然落后’的思想，全方位、多层次、宽

领域扩大对外开放，切实让乌兰察布

成为更加开放、更富活力、更具吸引力

的发展热土。”乌兰察布市委书记杜学军

在市委四届六次全会上郑重号召全市

各族各界干部群众进一步做好“大开

放”的文章。

实施蒙晋冀长城“金三角”区域合

作、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参与中蒙俄

经济走廊建设——“三大开放合作战

略”，以扩大开放拓宽发展新空间，是

打造开放乌兰察布的有力举措。

2013 年底，乌兰察布市与大同

市、张家口市共同倡议建设蒙晋冀（乌

大张）长城“金三角”合作区（简称乌大

张合作区），力求合作共赢，抱团融入

京津冀。

4年来，三市齐心协力深化合作，

实现抱团发展，融入京津冀，借力“一

带一路”，进入“党政推动、市场带动、

民间联动”的区域一体化进程。

回望来路，乌大张区域合作的大

树茁壮成长，且日渐枝繁叶茂。

自2014年8月，乌大张合作区首

届联席会议在乌兰察布市召开以来，

联席会议一年一度如约召开，目前已

召开了四届。正是通过这一次次的合

作联席会议，三地签署了区域合作框

架协议、协同推进合作区规划认同书、

专项合作协议和协调机构备忘录。

乌大张三地携手发展的思路从提

出到实施，再到深入推进，得到了内蒙

古、山西、河北三省区党委、政府的全

力支持，也受到中央和国家的关注，并

最终获得支持。谈到相关精神，乌兰

察布市有关部门的同志如数家珍。

据介绍，2015年5月，中共中央印

发《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

提出“支持蒙晋冀毗邻地区（乌兰察布

—大同—张家口）开展区域合作”。

2015年10月12日，国家发改委

印发《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纲要》，提

出在加强区域合作交流方面，支持内

蒙古、山西、河北毗邻地区（乌兰察布

—大同—张家口）合作区进一步深化

合作，推进重点领域互联互通和区域

一体化，打造环渤海地区新的经济增

长极，共同建设省级交界区域协调发

展试验区。

2016年1月，京津冀协同发展领

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十三五”时期京

津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再次

提出支持乌兰察布、大同等周边毗邻

地区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

并明确在产业承接、科技成果转化、农

产品供应、生态建设、大气污染联防联

控、能源资源保障、优质劳动力输送、

生活必需品供应等八个方面打造协同

发展区，实现协同共赢。

京津冀协同发展、中蒙俄经济走

廊建设等国家战略的深入推进，北京

非首都功能疏解、北京市重点帮扶乌

兰察布市政策的实施，以及自治区全

面扩大向北开放重点战略的实施，为

乌兰察布全方位扩大开放合作迎来了

千载难逢的有利条件和战略机遇。

借着开放发展的东风，乌兰察布

融入京津冀的步伐加快。乌兰察布与

北京合作建设了中关村科技园、大兴

产业园等一批重点园区。新能源、新

材料、新型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逐步发展壮大，成功引进了北京凯

达恒业、中信国安、三一重能等重大项

目。北方家居产业园19家企业开工

建设，中国新雅宝路商城入驻200多

家商户，订单总额达到2.5亿元。天津

自由贸易试验区东疆保税港进口商品

集宁直营中心和平行进口汽车集宁直

营中心已正式运营。

集宁海关复关并正式开展报关业

务，临空产业园获批，中欧班列节点城市

申报成功，在向北开放上取得了新成效。

开放就是机遇，合作就是红利。

乌兰察布乘开放东风大力推动，全面

拓展开放合作的领域和深度，开创了

全面开放合作新局面，创造了开放型

经济发展新优势。

乘“云”而上
打造草原云谷

近年来，乌兰察布将云计算、大数

据产业作为大力引进和重点支持的战

略性产业，着力将其培育为全市的支

柱产业之一，规划了占地面积为13平

方公里的信息产业园，出台了《乌兰察

布市发展云计算产业招商优惠政策》，

倾力打造“草原云谷”。

打造“草原云谷”，乌兰察布可谓

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有专家指出，北

纬42度是国际公认的云计算产业发

展的“黄金纬度”，而乌兰察布正好位

于其上。交通便利，电力供应充裕，网

络优势突出，服务功能完善，地质结构

稳定，气候寒冷适宜，加上一心谋发展

的决心，可谓占尽优势。全年平均气

温4.3℃，PUE值（数据中心消耗的所

有能源与IT负载使用的能源之比）在

没有任何措施的情况下小于1.26，运

用综合措施可达到1.1，这在全世界属

于极高效率。

2016年7月，华为云数据中心在

乌兰察布信息产业园正式投运。数据

中心一期占地面积50亩，建筑面积

2.4万平方米，可承载1500多个机柜，

2万台服务器。二期总建筑面积约10

万平方米，可承载8000多台机柜，设

计PUE为1.1。据介绍，乌兰察布华

为云数据中心将成为华为公司中国两

大数据中心之一。

乌兰察布市以华为云计算数据中

心为龙头，通过引进国内外知名的云

计算和大数据相关企业，培育具有领

先水平的应用示范，加快推进云计算

产业发展，着力将乌兰察布市打造成

为面向华北、服务京津冀的国家级云

计算示范产业基地和华北云服务承载

中心、京津大数据处理中心、京津数据

灾备中心、京蒙电子商贸服务中心。

乌兰察布华为云数据中心全部投

入运营之后，可实现由输出能源到输

出信息的转变，有利于发展以人力外

包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其形成巨大

的信息产业和信息服务集聚区和产业

园区，可辐射华北地区。云数据中心

还可承接京津地区的IT基础设施外

包、超算、GIS等业务，同时带动大型

央企、互联网企业将备份冗灾需求落

地乌兰察布云计算产业园。云数据中

心2017年产值达到5000万元，预计

2018年实现6000万元产值，将有力

推动乌兰察布市云计算产业的发展。

随着华为公司作为云计算产业龙

头企业入驻乌兰察布，吸引了一批云

计算产业上下游相关企业来到乌兰察

布并展开多项合作。

2017年5月初华唐在乌兰察布落

地呼叫中心，2017年投入运营1000

多个呼叫席位，按照三班倒计算，可提

供3000多个呼叫席位，预计到2018

年可提供1万多个呼叫席位。

乌兰察布还与中国呼叫中心与

BPO产业联盟合作，由联盟协助乌兰

察布开展呼叫中心产业招商和企业引

入，共促乌兰察布大数据与服务外包

产业的发展。

苹果、阿里、京东等一批数据中心

项目正在进行洽谈和稳步推进中，云

数据中心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

与此同时，大数据应用走入寻常

百姓家。作为“智慧小区”的示范小

区，乌兰察布集宁新区景泰花园里智

能储物柜、智能充电桩、自助洗车机等

智能硬件设备一应俱全。“现在生活比

以前方便很多，购物、进出小区一张卡

就可以办到。”小区居民王女士说。智

慧小区项目主要包含两建设12345市

民服务热线，整合各相关单位的服务

热线和信息资源，打造“一号通”非紧

急求助服务平台,以及建设智慧小区

“推送宝”云平台。

在发展云计算产业的同时，乌兰

察布市不断加强云计算在智慧城市建

设中的推广和应用。针对当前急需解

决的资源整合困难、运维成本高等紧

迫需求，以集约化模式建设乌兰察布

市电子政务云平台、数据交换及共享

平台、各类信息资源数据库，促进云计

算乌兰察布市政务、教育、医疗卫生、

交通、扶贫等各个领域的应用，进一步

推动部门间政务服务相互衔接，协同

联动，打破信息孤岛，变“群众跑腿”为

“信息跑路”，变“群众来回跑”为“部门

协同办”，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

在“大数据是未来新石油”的观点

深入人心的今天，乌兰察布抓住内蒙

古获批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契

机，抢滩布局，走在了全区大数据发展

的前列。在大数据的有力驱动下，乌兰

察布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正在发生深刻

变化，从政府到企业、从专家到百姓，学

大数据、用大数据、抓大数据的氛围、意

识和能力得到前所未有地增强，一大批

外来的、本土的大数据企业成了“智造”

的主力军，医疗、教育、工业、农业、生活

服务随处可见大数据的身影。

乘“一带一路”之势
蓄力新航程

乌兰察布是一座四通八达的枢纽

之城。是内蒙古距首都北京最近的城

市，是自治区东进西出的“桥头堡”，是

中国通往蒙古国、俄罗斯和东欧的重

要国际陆路通道，同时也是国家“一带

一路”发展规划和中蒙俄经济走廊的

节点城市。

今天的乌兰察布，正以前所未有

的开放姿态，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

设，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

“道路通，百业兴。”一直以来，乌

兰察布坚持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

对外开放的优先领域和重点方向，着

力推进铁路、公路、民航等基础设施建

设。随着集宁机场投运、中欧班列节

点城市成功获批、呼张高铁加紧建设，

铁路、公路、民航互为支撑的立体交通

体系逐渐成形，为落实“一带一路”倡

议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设施保障。

“十二五”期间，乌兰察布市完成

交通运输重点建设项目68项，建设总

规模8200公里。全市公路总里程达

到1.36万公里（含农村牧区公路），全

市高速公路达783公里，一级公路达

586公里，二级公路达到1680公里，

全市高等级公路里程达3000公里。

公路网密度达到25.24公里/百平方公

里，高速公路里程跃居内蒙古自治区

第一位，逐步打通与周边省市的高速

公路出区通道，形成南联北开、承东启

西的路网格局。

“十三五”期间，乌兰察布市交通

建设由“通”向“畅”转变，由单一交通

向综合路网转变，由纵向延伸向横向

拓展转变，由就交通抓交通向抓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转变，由传统管理模式

向智能化管理模式转变。预计到“十

三五”末，全市11个旗县市区通高速

公路，在中心城区实现环城高速的基

础上，旗县市区政府所在地建成环城

快速路，全市形成“六纵十二横十二联

网”的高等级公路网布局。

打通空中通道，连接四面八方。

2016年4月25日10时许，随着由天

津起飞的庞巴迪CRJ900NG飞机稳

稳降落在乌兰察布集宁机场停机坪

上，集宁机场正式通航，成为乌兰察布

立体交通网络形成的里程碑。

2017年，乌兰察布机场开通航线

10条，通达20个国内主要城市，年旅

客吞吐量突破30万人次。

“十三五”期间，乌兰察布市正全

面建设国内、国际航空网络。目标是

将集宁机场升级为国际机场，实现联

通蒙古、俄罗斯、东欧及港澳台、东南

亚的国际航空网络布局。

2017年，张呼客专乌兰察布至呼

和浩特东段正式开通，乌兰察布迎来

高铁时代，乌兰察布的铁路运输翻开

了新的篇章。

乌兰察布市境内现有京包、集二、

集通、大准、集张、集包6条干支线铁

路，营运里程约810公里，覆盖9个旗

县市区。到“十三五”末，国家及地方

铁路干支线将达到8条，营业里程达

到约1066公里，新增快速客运铁路里

程256公里。

2017年，乌兰察布全力推动集宁

至大同高速铁路项目建设。乌大铁路

将打通内蒙古西部地区和山西省快速

高效的对外通道，全面提升华北地区

快速铁路运行效率。同时，这条快速

铁路还将成为二广综合运输通道的重

要组成部分，和集宁至二连浩特铁路

一起，构成我国向北开发开放的重要

国际铁路干线和欧亚大陆桥国际通道

的重要连接线。

建设乌大铁路是落实国家“一带

一路”倡议、促进环渤海经济圈合作发

展、优化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重要举

措，也是构建呼和浩特——南宁高速

铁路通道、完善国家“八纵八横”高速

铁路网、建设蒙晋冀（乌大张）长城金

三角合作区的现实需要。

在乌兰察布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中，中欧班列的开通可谓神来之笔。

2016年10月17日，国家发改委

发布了《中欧班列建设发展规划

（2016—2020年）》，该规划中明确提

出，“乌兰察布（集宁）列为中欧班列主

要铁路枢纽节点城市……集二铁路为

中欧班列中部干线运输通道”。

乌兰察布市作为唯一的非一二线

城市，凭借其独特的交通区位优势跻

身中欧班列枢纽节点城市之列，意味

着乌兰察布的区位优势将在国内能够

延伸涵盖京津冀、中原腹地和华中、华

东广大地区，带动这些地区的日用消

费品、农畜产品、皮件、五金机电等在

乌兰察布集结分装转运；在国外，将辐

射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

斯、波兰、德国等国家，更多的“中国制

造”将通过这里走出国门。

截至2017年年底，由乌兰察布始

发的中欧班列已经开行70列，返程15

列。中欧班列不仅仅是一辆简单的货

运列车，它是开放的载体、合作的桥

梁、发展的引擎；它是欧亚商贸往来的

枢纽；它是中西经济融合发展的平台；

也是乌兰察布市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

“助力器”。

班列的开通间接带动了该市木

材、皮件等产业迅速发展，外贸进出口

备案企业达到375家。凭借中欧班列

这只经济杠杆，让乌兰察布市从名不

见经传的内陆小城走向对外开放最前

沿有了无限可能。

打造通往俄蒙欧国际通道的区域性

商贸物流中心，乌兰察布已迈出了坚实

的一步，引来商贸物流项目频频落地。

位于集宁区北部现代物流园区的

“七苏木中欧班列枢纽物流基地项目”

正在加紧施工。该项目主要是发展以

国际货物贸易、中转、保税、加工、集

散、配送以及国内货物对外出口集散

为主的对外贸易基地。

该项目总体占地2600亩，分3期

建设，初期工程占地242亩，主要利用

呼铁永晖铁路，建设包括海关监管作

业区、仓储区、综合办公区及货车停车

场等配套设施；近期工程占地782亩，

主要建设两束四线铁路物流作业区、

集装箱作业区、成件包装作业区、保税

物流作业区、综合服务区等，前两期工

程总投资9.763亿元。

近年来，乌兰察布市积极响应国

家“一带一路”倡议，以更加积极的姿

态，抢抓新机遇，充分发挥交通区位优

势，优化物流业和进出口贸易环境，打

造现代化区域性物流中心，融入“一带

一路”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乌兰察布市相继出台了《乌兰察

布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业的实施意见》

《乌兰察布市完善与俄蒙合作机制实

施意见》《乌兰察布市参与中俄蒙经济

走廊建设实施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

策措施，为全市现代物流业和对外贸

易发展营造了利好政策环境。

2016年 10月，乌兰察布市第四

次党代会上明确提出推进“物流+”，

进一步描绘了加快现代物流业发展的

蓝图。按照此次会议部署，当前乌兰

察布正以创建“全国综合运输服务示

范城市”为抓手，以发展生产性物流业

为重点，积极引进培育物流龙头企业，

提供高效便捷服务。

加强物流园区、标准化仓储库建

设，发展多式联运、冷链物流、物流金

融，打造区域性物流中心，推动“乌兰

察布制造”“乌兰察布生产”进入京津

冀、走向全国。

加强检验中心和电子交易平台建

设，做大煤炭、马铃薯、皮革3个交易

中心，打造“北方海宁”、打响“中国薯

都”、打造西北地区重要煤炭集散地。

抓住被列为中欧班列节点城市的

机遇，逐步增开中俄、中蒙、中欧货运

包机和客货航线；发挥好海关服务地

方经济的作用，加强与天津自贸区、京

津海陆空港的合作，让国际商品在乌

兰察布集散，促进“中国制造”走向世

界，打造京津港口的合作区、面向俄蒙

欧的国际物流节点城市。

目前，乌兰察布汇聚国际物流、人

流、信息流、资金流的条件已经具备，

货通天下、物走四方就是该市发展大

物流的最好注脚。

乌兰察布通过着力厚植开放优

势，创新丰富开放合作平台，拓展国际

国内开放合作空间，以开放的主动赢

得发展的主动，“开放乌兰察布”的步

伐坚实而稳健！

（本版配图均由王俊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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