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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和林格尔新区的中国移动智算中心
（呼和浩特），载满智算服务器的一排
排黑色机柜发出嗡嗡作业声，指示灯
不时闪烁，该中心智能算力规模高达
每秒670亿亿次浮点运算次数，填补
了我国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交通、医
疗等领域所需算力的缺口。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在国家“东
数西算”工程中积极作为，全力建设
和林格尔数据中心集群这一国家数
据中心集群，在和林格尔新区落地
了中国移动智算中心（呼和浩特）等
数据中心项目 32 个。算力产业快
速发展，不仅为呼和浩特市经济高
质量发展创造了强劲的增长极，更
开辟出人工智能新发展赛道。

呼和浩特市的绿色算力产业，
盯住“全产业链”持续发力。和林格
尔新区经济发展招商服务局局长郭
菊颖介绍，在产业上游，进行了新能
源周边配套建设，并引进数据中心
设备制造企业，源源不断地提供绿
电及算力设备；在产业中游，从算
力、算力输出、数据中心建造三个方
面引进企业，提供强大算力供给；在
产业下游，建设有运营运维基地、数
据处理交易基地、人工智能模型训
练推理基地、信创适配基地，不断开
发算力产业应用场景与用户。

在位于和林格尔新区的内蒙古数字储能装备制造产
业园里，云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红忙着对接数
据中心客户，公司在和林格尔新区年产5000个数字能源机
柜，年产值约2.5亿元。随着服务器和机柜不断投入使用，
和林格尔新区目前服务器装机能力已突破150万台。

在发展算力产业中，呼和浩特市注重把新能源优势转化
为算力优势，充分利用其自身及内蒙古的新能源电力，打造
绿色算力。当地在和林格尔新区布局了36万千瓦光伏和风
力发电项目，专门为数据中心输送绿色能源。目前，和林格
尔新区已投入运营的数据中心绿电使用比例超80%。

截至今年 6月，和林格尔新区算力总规模达到 2.4万
P，其中智能算力 2.18万P，占比 91%。强大的智能算力供
给，为发展人工智能创造了稳固的基础。和林格尔新区已
引进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诚迈科技数字产业基地、澎峰
科技先进计算创新中心等算法孵化、人工智能、数据应用
项目近100个，利用强大智算能力，发力人工智能。

呼和浩特市正在推动的科大讯飞“全场景”智慧教育
项目，就是发展人工智能的一个缩影。走进和林格尔新区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云谷学校的教室，教师可以随时用语
音唤醒“智慧黑板”，调取课本外相关知识。同时，“智慧黑
板”还实现了批改作文、智慧化录课等功能。“我们的这款
产品让黑板从板书工具跃升为教师AI助手。”科大讯飞股
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大区交付服务部总监郑成龙说，“这背
后离不开和林格尔新区的数据中心在提供智能算力。”

中国电信呼和浩特分公司副总经理王宝云说，公司依
托和林格尔新区的数据中心，为人工智能模型“星辰大模
型”提供强大的智能算力。他说：“目前，我们的‘星辰视觉
大模型’正在探索赋能呼和浩特市奶业，在实时清点牛数、
监控草量等方面发挥人工智能作用。”

“我们将率先将绿色算力和人工智能运用到经济社会
发展‘全领域’，赋能社会治理，赋能产业发展，赋能场景应
用。”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市长贺海东说，当地将加快发
展以绿色算力为引领的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做强基础“硬
件”，厚植产业“沃土”，开拓应用“蓝海”，用绿算绘就新质
未来。

新华社武汉7月21日电 截
至7月15日，全国碳市场碳配额累
计成交量达4.65亿吨，累计成交额
近270亿元。在21日举行的“中国
碳市场大会 2024·武汉”上，生态
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致辞中表示，
碳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有序，将稳步
扩大行业覆盖范围，加快将钢铁、
水泥、铝冶炼等重点排放行业纳入
全国碳市场。

2021 年 7 月启动上线交易的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顺利完
成两个履约周期建设运行，覆盖年
二氧化碳排放量 51 亿吨，占全国
排放总量的40%以上，是覆盖排放
量最大的市场。

会议同期发布的《全国碳市场

发展报告（2024）》显示，全国碳排
放权交易市场第二个履约周期碳
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和成交额较
第一个履约周期分别上涨 47.01%
和 125.26%。2024年上半年，月均
成交量达 366.82 万吨，同比上涨
174.90%。2023 年全国火电碳排
放强度相比2018年下降2.38%，电
力碳排放强度相比 2018 年下降
8.78%。

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之
后，2024年 1月，全国温室气体自
愿减排交易市场正式启动，成为我
国推出的又一助力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的重要市场政策工具。
两个碳市场既各有侧重、独立运行
又互补衔接、互联互通，共同构成

了全国碳市场体系。
黄润秋表示，未来将加快推

进全国碳市场各项建设工作，加
快将钢铁、水泥、铝冶炼等重点排
放行业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持续强化数据质量管理，逐步
推行配额有偿分配，不断丰富交
易主体、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研
究探索碳金融活动的可行路径，
充分发挥碳市场推动低成本温室
气体减排功能，助力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

据悉，本次大会由湖北省人
民政府、上海市人民政府和生态
环境部共同主办，聚焦“深化碳市
场交流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主题。

罕见病，患病人数占总人口
0.065%到 0.1%之间的疾病或病
变，近年来备受社会各界关注。
2024罕见病合作交流会20日至21
日在京举行，与会嘉宾以“健康中
国，一个都不能少”为主题，从罕见
病的防治、用药等方面深入交流，
展望未来。

确诊难、治疗方法少、可用药
品少且贵等难题交织，让罕见病群
体身陷困境。

罕见病防治，以预防为主。专
家介绍，罕见病多为先天性遗传因
素导致，与出生缺陷关系密切。目
前已知的出生缺陷有 8000 多种，
其中相当一部分为罕见病。做好
出生缺陷防治工作，对加强罕见病
诊疗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三级预
防策略防治出生缺陷，采取健康教
育、婚前医学检查、孕前检查、补服
叶酸等服务，加强产前筛查、产前
诊断与干预，扩大新生儿疾病筛查
病种等措施，不断健全出生缺陷防
治网络。

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与
5年前相比，全国因出生缺陷导致
的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
率均降低30%以上。神经管缺陷、
唐氏综合征等严重致残出生缺陷

发生率降低23%。
“针对罕见病多为先天性、遗

传性疾病的特点，要实现关口前
移，降低罕见病发生率和远期健
康损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第一医学中心儿科副主任医师孟
岩说。

由于缺少相关流行病学数据，
我国对一些罕见病发病患病情况
了解仍然有限。《2020中国罕见病
综合社会调研报告》显示，42%的
罕见病患者都曾被误诊，常常需要
辗转多家医院。

“诊断罕见病所需的技术门槛
较高是罕见病确诊难的一大关键
因素。”国家卫生健康委罕见病诊
疗与保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兼办公室主任、全国罕见病诊疗协
作网办公室副主任李林康说，研究
这一“小众”群体，需要临床医生、
科学家等投入更多努力和精力，支
持更多罕见病诊断和治疗方法产
出，不断完善罕见病诊疗协作网，
提升罕见病识别诊断能力。

罕见病用药难也是横亘在患
者面前的一座“大山”。部分罕见
病药品价格昂贵，不少患者止步于
用药“最后一公里”。

为此，最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
录调整新增 15个目录外罕见病用

药，覆盖 16个罕见病病种，一些长
期未得到有效解决的罕见病，如戈
谢病、重症肌无力等均在其列。目
前超过 80种罕见病治疗药品已纳
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名单。

清华大学药学院研究员、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创新药物研究与
评价重点实验室主任杨悦认为，要
从罕见病药物的国内需求出发，聚
焦创新药研发本质，推动相关政策
改进。同时，要鼓励我国制药企业
积极投入罕见病药物研发，建立持
续研发机制，而不仅仅是依赖跨国
制药公司研究药物。

一些社会组织也在积极行
动。比如，北京病痛挑战公益基金
会与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等发起
罕见病医疗援助工程，搭建“多方
参与”的罕见病“多方共付”平台。
截至 2023 年底，罕见病医疗援助
工程项目共援助患者超 3200 人
次，累计拨付善款超 3770万元，覆
盖全国30个省份，涉及病种88个。

“罕见病患者及其家庭诉求多
元且迫切，回应罕见病群体需求和
建立系统性解决问题的长期机制
至关重要。”北京病痛挑战公益基
金会创始人王奕鸥呼吁更多人关
注罕见病群体，多方携手合力推动
罕见病防治工作。

健康中国，一个都不能少
——来自2024罕见病合作交流会的观察

新华社记者 李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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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碳市场
累计成交额近27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