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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考报记者刘伟王靖哈丽娜程迪

300毫秒，不过是人眨一下眼睛的瞬间，却足
以让数据在和林格尔数据中心集群与京津冀枢纽
节点之间完成约40次的穿梭往返。如此高效的数
据传输背后，是强大的绿色算力支撑，为国家“东
数西算”工程奠定坚实根基。

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枢纽节点，内蒙古
枢纽节点凭借新能源发电量全国第一的优势，全
力构建绿色算力全产业链，打造全国绿色算力保
障基地。绿色算力源源不断“进京入沪下湾区”的
同时，也为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能，为北
疆草原点亮数字经济星星之火。

绿能筑基智算织网

近年来，内蒙古将东部算力需求有序引入当
地，坚持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
发展新路，绿电使用与节能降耗工作有力提升了

“东数西算”工程的“含绿量”。
横跨“三北”的独特区位，让内蒙古成为“东数

西算”工程的关键枢纽。其拥有的和林格尔数据
中心集群，涵盖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新区、乌兰察
布市集宁大数据产业园，以绿色算力为鲜明特色。

走进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新区京蒙智算中
心机房，整齐排列的黑色机柜与闪烁的服务器
灯光，彰显着科技力量。年均 7 摄氏度的适宜气
候，可保障这里的数据中心每年有 6 个月实现自
然冷却；每度约 0.35 元的到户电价，加上 80%的
绿电使用比例，让项目用电成本相比北京降低
约三分之二。

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局长曹思阳介绍，2024
年，内蒙古新能源累计装机规模突破1.35亿千瓦，
超越火电装机量，新能源总装机、新增装机、发电

量等多项指标稳居全国首位。
数据中心是算力产业的核心，而用电成

本占其运营支出的大头。内蒙古充分发挥
绿电供应优势，通过绿电直供和构网型储能
等方式，提升数据中心绿电占比，降低用电
成本，打造全国绿色算力保障基地和大模型
训练推理基地。今年一季度，集群内数据中
心用电 12.2 亿度，绿电占比高达 84.57%，领
跑全国。

内蒙古的绿算产业，不仅能源清洁，更
构建起全流程低碳体系。呼和浩特市和林
格尔新区的内蒙古百川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的超聚变全液冷服务器，制冷 PUE 低
至 1.06，从源头端有效降低了数据中心能
耗。优刻得乌兰察布市智算中心负责人冯
永成说，中心将机房产生的热量进行回收，
用于供暖，整个冬季无须交供暖费。“每年
可回收废热 78000GJ，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约 7380吨。”

绿算产业正重塑北疆经济版图。截至今
年一季度，内蒙古算力规模达 12.6万P，其中
智算11.6万P，规模居全国第一。为推动绿色
算力产业发展，内蒙古出台专项政策，从产业
布局、电力保障等六个方面发力。同时，内蒙
古正有序淘汰高耗能数据中心，严格控制新
建数据中心能耗，并着力解决算力与电力协
同发展难题。

目前，内蒙古已建成国家级互联网骨干
直联点和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以呼和
浩特市和林格尔新区为圆心，信息传输到呼
包鄂乌城市群 2 毫秒以内，到京津冀枢纽节
点 4.53毫秒，到长三角枢纽节点 14.33毫秒，
为绿色算力流通形成“信息高速公路”。

链动北疆数绘新卷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新区数字储能装备制
造产业园内，机械臂划出银色弧光。内蒙古百
川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万台服务器，直供
本地数据中心集群，年产值达 10亿元，折射出
算力产业的澎湃动能。

内蒙古已构建起涵盖上游、中游、下游的绿
色算力全产业链，覆盖通算、智算、超算的多元
算力体系，79 个数据中心项目落地生根，2800
亿元投资构筑起数字时代新基座。

内蒙古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数字
经济发展处处长张蕾介绍，在产业上游，内蒙古
进行新能源周边配套建设，引进算力设备制造
企业，其中包含服务器、半导体、通信设备、传感
器、电子专用装备等生产制造项目18个。上游
企业源源不断地提供绿电及算力设备。

在和林格尔数据中心集群中，占地相当于
150 个足球场的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
心，是全球运营商最大单体液冷智算中心，正以
每秒 670亿亿次浮点运算能力改写科研范式。
工程师张磊戴着防尘帽穿梭在服务器“丛林”
中，手指划过一排排精密设备说：“这里能在 10
分钟内完成过去传统计算机30年的工作量。”

在产业中游，数据中心运转不息，智算力已
渗透金融风控、AI诊疗等领域，超算支撑的物
理模拟精度达纳米级。

“我们加快布局通算、智算、超算以及量子
计算数据中心。其中，智算在金融、医疗、教育
等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超算在气象预测、基因
测序、物理模拟等领域发挥出日益重要的作
用。”呼和浩特市大数据局数字经济发展科科长
张越说，“除企业自用算力外，数据中心还采用

云服务、租赁与托管、联合研发与合作、定制化服
务等模式，为东部需求提供丰富算力供给。”

下游应用生态枝繁叶茂，呼和浩特市和林格
尔新区建设有数据产业基地、运营运维基地、算
力应用基地、模型训练推理基地、信创适配基
地。目前，20家数据加工企业开发出智慧矿山、
生态监测等场景，中国云谷正蜕变为数字创新的
试验场，不断开发算力产业应用场景与用户。

安全堤坝同步筑牢。内蒙古采取建立政府
主导、多方参与的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健全
数据隐私保护和安全审查制度，完善数据安全技
术体系等“连环招”，在发展绿色算力全产业链过
程中，注重以高水平数据安全保障高质量数据发
展。

走进位于乌兰察布市的内蒙古政务云大数
据灾备中心主机房内，乌兰察布市30个部门的政
务数据在防篡改蓝光光盘矩阵中安全流转，构建
起数字时代的“诺亚方舟”。“我们使用自主研发、
拥有完整知识产权的全国产化设备。这些光盘
虽小，却具有 50年以上的保存时间，具备不可篡
改、防潮防霉、抗电磁辐射等独特优势，确保了信
息数据资产的安全完整。”运营该灾备中心的内
蒙古中弘紫晶科技公司负责人李焱说。

数智赋能千业焕新

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海东路社区卫生院，人
工智能疾病早筛系统正改变传统诊疗模式。市
民张女士通过血常规报告分析，意外发现乳腺结
节风险并及时干预治疗。“这套系统依托内蒙古
算力资源，基于医学检验大数据和AI技术，仅需
血常规数据即可筛查多种疾病。”内蒙古卫数数
据科技公司总经理张永刚介绍，该方案已在全国
多地医疗机构落地。

教育领域、社会领域同样迎来智能创新。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云谷学校的“智慧+教育”
集虚拟人辅教、智能批改作业等功能于一体。
乌兰察布市农牧民则通过AI法律咨询终端享受
24小时专业服务。内蒙古正推动数字技术与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在农业、工业、新能源等领域
形成规模化AI应用。

走进双良硅材料（包头）公司车间，自动导
向小车在华为F5G全光网支撑下高效运转。公
司数字化总监孙鹏程表示：“通过人工智能系统
构建的生产控制平台，不仅帮助企业实现了提
质增效，还加快了工厂数据流转，达成节能降
耗、绿色生产目标。”

内蒙古多措并举推进算力要素市场化配
置。据张蕾介绍，当地建成内蒙古数据交易中
心，通过汇聚内蒙古以及周边省份特色行业数
据资源，激发数据交易市场活力。同时，内蒙古
投运和林格尔数据中心集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
与调度平台，实现与京皖黔渝等地的算力调度
平台互联互通，为算力交易创造便捷环境。

位于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的市数据标注基
地，已引入百度、抖音等 20余家企业，形成千人
专业团队。新城区副区长白亚红说：“新城区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系统谋划算力、数据、算
法、应用全产业链发展。去年，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服务业对GDP增速贡献率达 24.7%。”位
于乌兰察布市的内蒙古中研智达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人员进进出出，业务繁忙。公司为互
联网巨头企业提供数据标注服务，带动 500 余
人就业。

当前，“算力+产业”模式正推动东数西存、
东数西训等场景加速落地，进一步激活内蒙古
高质量发展活力，助力国家数字经济提档加速。

□内蒙古日报记者 韩雪茹

乌兰察布市丰镇市菜农刚摘下的沾着露水的蔬菜，中
午就已摆上北京超市的货架；兴安盟科右前旗兴安北京幼
儿园的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北京老师带来的生动课
堂；在呼伦贝尔市第二人民医院，当地患者通过远程会诊
就能获得北京专家的诊疗方案……这些温暖的画面，正是
京蒙协作29年来结出的累累硕果。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一条条通衢大道缩短了地理
距离，一项项民生工程温暖着百姓心田，一个个产业项目
激活了发展动能……从“牵手”到“共进”，京蒙两地跨越山
水、情谊相连，不断将协作推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京蒙
协作花红果硕。

产业协作有力度

夏日的农家小院绿意盎然，兴安盟科右中旗巴彦茫哈
苏木哈吐布其嘎查的村民陈玛正在给院子里种植的豆角
浇水。“去年我在庭院里种了2亩豆角，就近卖给了豆角加
工企业。这小小的豆角还帮我挣了 2000多元。”陈玛高兴
地说。

在科右中旗，像陈玛这样靠“小豆角”增收的农民不
少。得益于兴安盟吉祥爱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与中国农
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共同完成的“预制豆角产品生
产新技术应用”项目，周边超1000户农户参与豆角种植，户
均年增收至少2000元，让“小豆角”成就“大产业”。

这只是京蒙产业共振的一个缩影。乘着京蒙协作的
东风，京蒙两地密切配合、同向发力，不断创新合作模式、
深化产业协作，助力内蒙古重点产业延链、补链、强链，为
内蒙古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合作产业园内的内蒙古薯
都凯达食品有限公司，充分发挥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优
势，把先进的装备、技术、管理与当地马铃薯、冷凉蔬菜种
植优势相结合，生产薯条、薯片、脱水蔬菜等休闲食品，马
铃薯年加工能力达 67万吨；兴安盟突泉县整合京蒙协作、
中央定点帮扶等资金建设紫皮蒜加工创业产业园，形成种
植、仓储、物流、加工一体化全产业发展链条，生产的黑蒜、
蒜米、蒜蓉酱、腊八蒜等系列产品广受好评……

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百姓富。京蒙两地依托内
蒙古独特资源健全产业链条、融合农文旅、贯穿产加销，推
动特色产业发展壮大。目前，两地共建鄂伦春自治旗现代
农业产业园、昌平·阿旗现代农业产业园、宏福现代农业产
业园等78个产业园区，共同认定20个环京蔬菜保供基地，
共建77个“直采直供基地”。引进首农、新发地等300余家
北京企业落地内蒙古，提升农畜产品供给能力。

依托京蒙产业对接平台，常态化精准对接内蒙古产业
供应链与北京需求链，“京蒙百企情”产业对接活动持续发
力。2024年以来，先后在赤峰市、乌兰察布市、乌海市、北
京市举办“京蒙百企情”产业对接活动，涉及农牧业、商贸
流通、文旅、能源、物流等多个领域，全区新增落地企业和
新增投资企业144家，实际到位投资175.1亿元。

交流合作有深度

清晨的阳光透过智能温室大棚的棚膜，洒在一片翠绿
的芹菜苗上。在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土城子乡三层店村
的智能温室大棚内，工人们忙碌地穿梭其间，浇水、施肥、
检查苗情，一派繁忙有序的景象。

智能温室大棚种植基地是察右中旗利用乡村振兴衔
接资金和京蒙协作项目重点打造的现代农业示范项目。
近年来，察右中旗立足产业特色和地理优势，通过京蒙协
作机制持续拓宽销售渠道，把更多乌兰察布农畜产品送上
了北京市民的餐桌。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依托与北京紧邻的
区位优势，乌兰察布市积极与北京市各区联动、前后方协
同，助力特色农畜产品生产、销售、流通等领域提档升级，

构建起面向首都的“净菜工厂”和“中央厨房”。
不仅是“绿品”，“绿能”“绿算”源源不断出蒙进京。从

农畜产品到能源资源，内蒙古聚焦资源禀赋和优势产业，
多角度、深层次与北京市开展务实合作，两地携手打造跨
区域绿色协同发展的示范样板。

2025年 2月，随着 3.5亿千瓦时的内蒙古送北京年内
最大单笔绿电交易成交，今年内蒙古通过特高压电网外送
北京的绿电已超10亿千瓦时，是2024年全年交易电量的2
倍，相当于近3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2025年4月，和林格尔新区与北京市海淀区等四地共
同启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平台生态网络建设，标志
着和林格尔新区的绿色算力深度融入首都人工智能产业
发展，“中国云谷”的绿色算力为京津冀地区的科技创新
赋能。

所能所需对接、区域优势互补推动京蒙协作持续深
化。内蒙古农畜产品销售额从 2018年的 16.2亿元跃升至
2024年的 308亿元，促进了农牧民增收，丰富了首都市场
供应；京能等企业在蒙已建成新能源装机规模932万千瓦，

“绿电进京”每年超 100亿千瓦时；推进实施 37个“京数蒙
算”重大合作项目，内蒙古生成的算力50%以上供给北京。

民生帮扶有温度

6月 12 日，北京一零一中呼和浩特分校正式揭牌，
这意味着更多学生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北京的优质教
学资源。

据悉，加入北京一零一中教育集团后，呼和浩特分校
将依托“六个一体化”建设原则，在管理、师资、课程、评价
等领域持续发力，并借助一零一中学术指导委员会打造高
水平师资团队。在京蒙协作“加持”下，双方将深化优质资
源共享、教育数字化转型、人才联合培养等领域合作，全力
打造京蒙教育协作样板。

从“组团式”对口教育帮扶到“融铸式”教育协作，京蒙
教育协作不断升级。

内蒙古智慧教育平台与京蒙教育协作智慧平台账号
实现一站式登录，内蒙古与北京市优质学校开展“同步课
堂 同步教研”等主题活动，辐射带动 7000余位教师参与；
引入“近光讲堂”等北京市教育品牌资源，围绕科学、艺术、
体育等领域邀请专家学者开展系列主题活动……

在京蒙教育协作框架下，通过优质资源共享、教育数
字化转型、人才联合培养等方面的深度合作，京蒙教育协
作不断取得新突破：内蒙古12所高校、31所职业学校、525
所中小学校与北京市学校建立结对关系，京津冀蒙高校联
盟组建运行；10个重点帮扶旗县 18所学校与北京市 26所
学校建立结对帮扶关系；京蒙智慧教育平台、“驼铃杯”教
学大赛成为教育协作响亮品牌。多层次、多元化的沟通协
作模式构建完成，京蒙教育协作大格局基本形成。

民生的另一个关键词，是医疗。京蒙医疗协作犹如一
座桥梁，连接着资源与需求，传递着希望与关怀。

投入帮扶资金修建基层卫生院业务用房及购置附属
设备，改善乡镇卫生院的就医环境和医疗条件；帮助推广
先进治疗技术，开展教学讲座、义诊、下乡巡诊、健康宣传；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搭建远程会诊、远程教学等平台，
实现北京与内蒙古医疗资源的有效对接。一幕幕暖心的
诊疗画面构筑起京蒙医疗协作向深向好发展的生动实践。

目前，京蒙两地初步形成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
古医科大学附属人民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
院—巴彦淖尔市中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赤峰
市医院4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7家“组团式”帮扶医院，11
个协作重点专科，300多家医院结对的“4+7+11+N”京蒙
医疗协作体系。

从教育医疗的民生保障到产业协作的发展动力，从文
旅协作的情感交融到联合创新的科技赋能，北京和内蒙古
双向奔赴，共同书写新时代东西部协作新篇章。

绿色算力大基地是怎样炼成的
——内蒙古奋力答好“东数西算”工程“算”“数”题

双向奔赴亲上加亲
——京蒙携手谱写协作新篇章

黄河“几字弯”地跨我国华北、西北地区，是影响京津冀地区
的风沙源区和路径区。内蒙古境内的黄河“几字弯”沙化土地总
面积 2.27 亿亩，是沙化土地分布较为集中、程度较为严重的地
区，是生态治理攻坚战的主战场。

近两年来，内蒙古把防风固沙和减少入黄输沙作为攻坚重
点，加快构筑锁边林草带、防风绿化带、光伏治沙带、拦沙淤地坝

“四道防线”，推动黄河两岸 620 公里林草带全线贯通。同时，内
蒙古对乌梁素海流域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塞外明
珠”成为百鸟乐园。 新华社记者李志鹏 连振摄影报道

黄河黄河““几字弯几字弯””美丽新生态美丽新生态

这是这是66月月77日拍摄的黄河内蒙古达拉特旗段日拍摄的黄河内蒙古达拉特旗段。。

这是位于磴口县的奈伦湖国家湿地这是位于磴口县的奈伦湖国家湿地
公园公园（（66月月55日摄日摄）。）。

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防沙治沙和光国营新华林场防沙治沙和光
伏一体化工程建设已初具规模伏一体化工程建设已初具规模（（66月月55日摄日摄）。）。

66月月44日日，，游船行驶在乌拉特前旗乌梁游船行驶在乌拉特前旗乌梁
素海湖面上素海湖面上。。 这是这是55月月2929日拍摄的国营新华林场里的沙生植物苗圃日拍摄的国营新华林场里的沙生植物苗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