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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告

2018 年 3 月 27 日，全国“两会”刚刚结束之际，内蒙
古自治区召开了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提出要抓住
用好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的重大机遇，加快发展大数据
产业，大力培育新产业、新动能、新增长极，构建现代产
业新体系，扎实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2016 年 10 月 8 日，内蒙古正式成为国家大数据基
础设施统筹发展类综合试验区。

内蒙古立足优势，抢抓机遇，自治区党委书记李纪
恒在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上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地把
大数据、云计算产业作为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攻方
向、作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一年多来，内蒙古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以建设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统领，主动创新求变，
大力培育大数据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加速建设数字内蒙古、智慧内蒙古。

一年多来，内蒙古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加快建设，
着力打造中国北方大数据中心，为国家大数据发展及“一
带一路”倡议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设施服务保障。

一年多来，内蒙古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
入推进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

一年多来，内蒙古以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
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为目标，着力打造数据政府
先试区，不断提升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

一年多来，大数据在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明显提高，
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一年多来，内蒙古不断建立健全大数据发展保障机
制，建立大数据相关标准，切实保障数据安全，加大大数
据领域的交流合作和招商引资力度，加强大数据人才队
伍和科研能力建设，营造了大数据发展的良好环境。

强化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为大数据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大数据的创新发展，离不开强大的信息基础设施支
撑。内蒙古主动承担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创新试验任
务，加快构建新一代信息通信网、空间信息网、物联网等
基础设施，努力为建设“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重要基
础保障。

积极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升级。智能电网大大
提高了全区能源数字化联网水平；智能水网实现了供水
生产自动化调控，提高了水资源利用效率；智能交通网
提供了便捷的交通引导、智能出行等交通信息服务。

立足数字经济的发展需求，不断加快高速、移动、安
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已建成中蒙
俄国际光缆及多条省际干线光缆、进京直通光缆，设立
了区域性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按照要求，三大通信
运营商，华为、中兴、曙光等企业在内蒙古投资建成了一

批大型数据中心，已形成以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为核
心、东中西合理布局的绿色数据中心体系。截止到 2017
年底，全区数据中心装机能力突破 100 万台，位居全国
前位。阿里巴巴、苹果、华为、百度、搜狐等行业标志性企
业应用、存储和容灾备份业务纷纷落地内蒙古。

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农牧业是内蒙古的传统优势产业，农牧业大数据让
农牧民实现了从传统粗放式养殖到大数据精准饲养的
飞跃。内蒙古赛科星繁育生物技术(集团)研发了云智能
奶牛育种养殖大数据平台，牧民通过手机连接平台后就
可以随时掌握每一头奶牛的产奶、健康和配种情况，降
低了养殖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

大数据在构建内蒙古草原生态保护修复系统方面
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蒙草集团开发了草原生态系统大数
据平台，运用卫星遥感技术结合实地科研和大数据分
析，定位任意经纬度即可查看该地区的生态数据，准确
判别各类土壤的生态信息，最终实现生态的智能修复。

大数据与工业深度融合，传统产业结构逐步优化。
内蒙古建立了“信息互通、资源共享、能力协同、开放合
作、互利共赢”的工业互联网生态系统；云科再制造公司
致力于发展和促进 IT 设备的循环再利用，有效延长 IT
设备的生命周期；内蒙古网络协同制造云平台整合工业
设计与制造资源，推进加工制造领域的数字化协同设
计、制造、服务等应用，转变和创新地区工业经济发展方
式、增强发展动力。

作为中国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国家大数据战略
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叠加催生了内蒙古新的经济增
长极。2017 年 8 月，乌兰察布市开始建设横跨中蒙俄三
国的“一带一路”物流大数据平台，该平台通过建设物流
管理、物联网、电子商务、物流信息数据交易等体系，促
进“中国制造”走向世界，推动内陆与港口深度合作，建设
面向俄蒙欧的 21 世纪数字丝绸之路。

内蒙古正在围绕大数据与农牧业、工业、能源、服务
业和多方数据融合创新五个方向，加快传统产业的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推动企业生产技术更新、商业
模式创新和产品供给革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快经
济发展变革、效益变革、动力变革，深入推动数字经济发
展。

创新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

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

2017 年，内蒙古政务信息资源整合成效明显。目前
全区电子政务外网已实现四级纵横贯通并走在全国前
列。人口、法人等基础信息资源库已建成，全区统一的信
用、多证合一、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等政务服务平台已发
挥重要作用，呼和浩特、鄂尔多斯、乌海等政务服务平台
已投入运行，有效地解决了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

自治区政务信息资源目录已完成第一期编制工作，政务
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建设有序推进，自治区本级“互联网+
政务服务”网站 2017 年 12 月 25 日上线。自治区正在按
照“三融五跨”的原则，加快建设“云上北疆”大数据云平
台，着力实现政务数据和社会数据的有效融合，打通数
据资源壁垒。

内蒙古纪检监察系统把 2018 年作为大数据应用
年，重点从公车使用、扶贫资金流向、公款消费等领域形
成多方数据融合、比对分析，把廉政建设落到实处。

内蒙古聚力大数据、打造云党建，以抓实“三会一课”
等具体工作为抓手，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融合，切
实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工作质量，真正把党章要求落实为
实际工作内容，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运用大数据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

增强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近年来，内蒙古不断拓展民生领域大数据应用的广
度和深度，让更多的老百姓享受到数据红利。

内蒙古率先在全国建成省级“人社云平台”，小小社
保卡就能将人社、医保、公安身份、银行信用、工商登记
等信息汇集整合，所有参保人员通过一张社保卡就可以
享受到便捷高效的精准服务。

“智慧交通”大数据建设，让内蒙古的社会治理更加
精准高效。在包头市白云鄂博智慧城市展示体验中心，
通过平安白云大数据防控平台，抓取 667 路高清信号
源，对所有进入白云鄂博的车辆进行跟拍，提供车辆轨
迹查询等。

“绿色北疆”大数据助力内蒙古打造我国北方重要生
态安全屏障。中蒙俄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将纳入国
家“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加强与周边国
家生态环保合作，防范生态环境风险，践行绿色丝路，支
撑和服务中蒙俄经济走廊生态建设。

一切工作以人民为中心。内蒙古重点建设了健康、
教育、水利、智慧城市、智慧旅游、气象等大数据平台，在
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的同时，还增强了
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建立健全大数据保障机制，

全面优化大数据发展环境

注重顶层设计，强化体制机制保障，努力形成大数
据发展强大合力，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成立了自治区
大数据发展领导小组，指导成立了自治区大数据产业联
合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大数据与云计算技术标准委员
会、数据科学与大数据学会等一批研究咨询机构和行业
组织。推动大数据分析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工业大数
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内蒙古分中心和“一带一路”
国际科学家联盟院士工作站等科研机构落地内蒙古。起
草制定、印发一批相关大数据标准规范。

加快大数据人才队伍建设，鼓励区内高校大数据人

才培养机制创新。推进内蒙古大数据应用技术学院建
设，内蒙古大学、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等 10 所院校开
设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开展大数据专业人才学
历教育，培育数据分析师、数据咨询师等专门人才。阿里
巴巴、东方国信、青软实训等国内知名企业与内蒙古师
范大学、农业大学、工业大学等高校合作建立教育实践
或实训基地。

积极开展大数据安全保障工程，注重大数据安全管
理机制建设。逐步明确数据采集、传输、存储、使用、开放
等各环节保障网络安全的范围边界、责任主体和具体要
求。不断完善大数据安全标准体系和评估体系，加强关
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防护，提升大数据平台及服务商的
可靠性及安全性评测、应用安全评测、监测预警和风险
评估能力。

春风化雨润草原，万物生长竞芳华。内蒙古将紧紧
抓住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的重大机遇，乘云而
上，借数升级，加快发展大数据产业，为内蒙古经济高质
量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把祖国北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
更加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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