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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頭城市建設

推進重點區域建設
塑造城市新形象

麻池古城是包頭悠久歷史的紀念牌，南海古渡口是
近代包頭繁榮的發祥地，鋼鐵大街和阿爾丁大街

是包頭當代發展的騰飛之翼，新都市區是包頭未來的宜
居中心⋯⋯這些重點區域，肩負 提升包頭城市建設層
次和品位的重任。
2011年9月，包頭在北京召開城市重點區域規劃設計方

案評審會，集中美國甘斯勒公司、日本三菱地所設計室
等國內外行業的精英和智慧，為鋼鐵大街與阿爾丁大街
城市設計、新都市區城市設計、麻池與小白河地區城市
設計、南海公園周邊地區城市設計，賽汗塔拉公園改造
及台地等城市重點區域進行城市設計評審，並對城區部
分重要節點和在建的標誌性建築進行單體設計。全新城
建變革藍圖整體把握了城市空間、城市形象、城市色
彩，今年包頭將依此加快鋼鐵大街中央商務區、新都市
中心區建設，有序推進濱河新區、小白河地區、昆河沿
岸和昆區南部區、東河北梁地區、石拐新區等重點區域
建設。嚴格規範城市空間開發秩序，確保建一片成一
片。實施城市景觀綠化工程，加快賽汗塔拉城中濕地草
原、友誼公園建設改造，推進勞動公園等5個公園、廣場
提檔升級，改造民族東路、黃河大橋、東興等城市出口
周邊環境，塑造城市新形象。

完善百姓安居基礎
提升城市服務功能

新一輪區域競爭將突出圍繞「服務功能」展開，新一
輪城市競爭的核心將是「城市服務功能」的競爭。2011年
包頭全年實施城建重點項目158個，完成投資320億元。一
批市政基礎設施項目先後完工，新增道路面積43萬平方
米，消除了道路「瓶頸」，新建改造44條道路，進一步提
高了道路通行能力。新增供熱面積400萬平方米，新建天
然氣加氣站3座、管網56公里。一批群眾關注的熱點問題
得到解決，治理舊小區48個、小街巷50條，完成200萬平
方米既有居住建築節能改造，建成50個街道、社區服務中
心，改善提高了43個居民小區的物業管理水平。隨 城市
承載能力的提高，城市服務功能有效提升。
今年，包頭將繼續完善城市服務功能，有針對性地加快

市政基礎設施建設，提升城市的便民水平和舒適度。新建
2座熱源廠，改造200萬平方米老舊小區供熱二次管網和10
個小區的排水管網。完成200萬平方米既有居住建築節能
改造。加快構築構建以軌道交通和大容量快速公交為骨
幹、地面公交為基礎的綜合公共交通體系，通過推進G6高
速公路包頭段擴建等項目完善市域一級公路體系，實施多
項道路暢通工程，加快推進城市輕軌項目和機場遷建前期
工作，並加快「五橫八縱」骨架路網建設，同時建設休閒
綠道。城市基礎設施功能日臻完善，將有力支撐和保障了
包頭市經濟社會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城市建設是城市旅遊業發展的前提和基礎，旅遊
業發展成為現代城市建設的新興動力。城市建設與
旅遊業發展的良性循環互動機制，促進了包頭以廣
場綠地、生態園林、工業旅遊景區為代表的「旅遊
文化休閒城市」格局的形成。
高聳的現代化建築，以及100多處城市廣場、噴

泉、水幕電影，使包頭城市品位顯著提升。據悉，
包頭市內有1萬平方米以上綠化休閒廣場近40個。其
中，位於包頭市中心黃金地段的銀河廣場，以綠
色、休閒為主題，突出銀河的「璀璨」特點，噴泉
以包頭版圖為外輪廓，是音樂噴泉、水幕電影、激
光表演「三位一體」的綜合水霧景觀，在1999年廣
場建成之初國內尚屬首家；阿爾丁廣場突出「政治
文化活動中心」主題；友誼廣場十幾尊富有濃郁民
族特色的雕塑作品是形成廣場獨特文化內涵的力
作，而樹立在友誼廣場中心的九根花崗岩文化浮雕
柱則為點睛之筆；九原文化廣場是具休閒、娛樂、
集會、演出等多項功能的綜合性文化廣場⋯⋯
包頭是草原上的城市，生態園林別具特色，以成

吉思汗草原生態園、阿爾丁植物園和新世紀青年生
態園最具代表性。成吉思汗草原生態園是全國乃至
亞洲城市中絕無僅有的「城中草原」。阿爾丁植物園
集科普、科研、文化、休閒、健身等多種功能於一
體，體現的是傳統的造園雅致風情與現代城市生態
環境景觀的設計理念。新世紀青年生態園融藝術、
科學和民族文化為一體，園內有草原區、紀念林、
餐飲區、篝火台、別墅區、駝鹿苑、科技農業示範
區、兩棲動物爬行館、卡丁車遊樂場、自由燒烤區
等。三鹿城碑承載 包頭崛起的傳說，也是包頭最
富盛名的城市標誌。
作為工業名城，包頭市發展工業旅遊得天獨厚。稀

土高新區內，包頭軟件園、內蒙古留學人員創業園、
韻升科技園和黃河工業園、北方工程機械科技園、稀
土應用產業園、希望工業園區等諸多高新技術企業鼎
立。北方兵器城是我國西部地區最大的軍工旅遊景
區，展示了北重集團幾代人為國防事業作出的突出貢
獻，也展示了包頭市工業強市的亮麗風采。
2011年，包頭推動文化與旅遊的有機融合，結合

國家旅遊局「中華文化年」號召，相繼推出了包頭
旅遊文化節——「第二屆中國．包頭南海黃河鯉魚
節」、「感恩母親節．千人春遊梅力更」等形式多
樣、內容豐富的系列旅遊文化活動。今年，包頭將
加快發展旅遊業，建設五當召、美岱召、沿黃濕地
等旅遊文化精品景區，立足城市特色，大力發展工
業旅遊、民俗風情旅遊，豐富形式和業態，提升旅
遊業檔次。

城市內涵托底 打造旅遊文化休閒城市

城鄉一體化是我國現代化和城市化發展的一個新階段，城市建設在城鄉一體化進程
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促進作用。2011年，包頭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基礎不斷夯實，工業
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力度逐步加大，全年用於「三農」方面的財政支出達到
21.4億元，增加6.1億元。扶貧開發工作取得新成績，落實專項扶貧資金1.5億元，實施
各類扶貧項目145個，1.2萬戶、3.5萬貧困人口直接受益。全市牧區實現草原生態保護
補助獎勵政策全覆蓋。城中村、城中企、城鄉結合部改造等工程項目不僅使城鄉居民
工作和生活環境質量得到改善，也成為全市城鄉一體化的精品工程，
包頭將按照「規劃先行、政策引導、重點突破、梯度推進」的要求，進一步完善城

鄉一體化發展的制度體系和配套政策。城中村、城邊村改造仍是重點，在沿呼包銀主
軸線和山北交通幹線有計劃有選擇地建設一批新農村示範村，加強縣城和中心集鎮規
劃建設，增強發展二三產業和集聚人口的功能。同時，農村牧區安全飲水工程、農村
牧區公路建設將進一步加強城鄉公共服務體系。

城鄉一體 聯動發展
園林城市，是分佈均衡、結構合理、功能完善、景觀優美，人居生態環境清

新舒適、安全宜人的城市。
包頭憑借城市生態綠地系統贏得了全國園林綠化先進城市、全國優秀旅遊城

市、國家園林城市、第三屆中華環境獎、國家森林城市等多種讚譽。2011年，
包頭全力推進城市園林綠化建設，保護和拓展城市綠地，不斷提高市區園林景
觀水平，2011年全市新植大規格樹木37.2萬株，新增綠地面積150萬平方米，建
成區綠地率達到38.5%，綠化覆蓋率達41%，人均公園綠地面積達12.2平方米。
今年包頭開始 手「包頭市綠道網建設規劃」。根據現有資源的生態條

件、交通連通程度、土地利用現狀及建設實施的可操作性等多種因素，確
定全市範圍內綠道分為市域綠道和中心城區綠道兩個層次，市域綠道構建
「一縱兩橫」生態型為主的綠色開敞空間，中心城區綠道構建「四橫四縱」
相互貫通連接的網狀綠色開敞空間。

園林城市 拓展城市綠容

城市是人類文明和進步的重要標誌，城市規

劃、建設與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反映出一個

城市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建設與發展水

平。「十二五」開局之年，包頭立足長遠發

展，進一步完善城市規劃和設計，邀請諸多知

名專家和知名院所為城市規劃、設計、建設獻

計把脈，城市建設力度進一步加大，城鄉統籌

取得積極進展，城市建設項目數量及投資額，

均創歷史最好水平，為優化城市佈局、規範空

間開發秩序、提升城市品位奠定了基礎。

今年，包頭將以建設生態宜居城市和區域性

中心城市為目標，以提升城市品位和素質為重

點，堅持高起點規劃、高標準建設、高強度投

入、高水平管理，組織實施176項重點城建項

目，估算總投資高達901.6億元。在 力加快

城鄉建設步伐，提高城市綜合服務和承載功能

的進程中，包頭將成為更通暢、更綠色、更平

安、更宜居，群眾生活更加便利、舒心和幸福

的現代化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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