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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行动：沿黄高速交警开展“美丽乡村行”
交通安全宣传工作

沿黄高速大队深入农村以“美丽乡村行”活动为载体，借助交通安

全宣传栏的辅助作用，广泛开展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宣传工作。民警以发

生在身边的交通事故案例现身说法，劝导广大群众遵章行驶，文明出

行。 文/闫欣茹

沿黄高速大队持续开展防范“养老诈骗”宣传活动

近日，沿黄高速大队深入辖区农村持续开展“养老诈骗”宣传活动。通

过常见的养老诈骗形式及如何预防养老诈骗知识等进行讲解。告诫老年

人不信陌生电话，短信、不透露个人信息，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切实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文/陈红燕

新报讯（草原全媒·北方新报

首席记者 王树天） 9 月 7 日，记

者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获悉，为推

进医疗机构间检验检查结果互认

共享，提高医疗资源利用效率，改

善人民群众就医体验，自治区卫生

健康委组织制定了《内蒙古自治区

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工作方案》。本

月起，内蒙古公立医疗机构检查检

验结果开始互认，自治区三级公立

医院间、二级公立医院间实现检查

检验结果互认。

《方案》中所指的检查结果，是

指通过超声、X线、核磁共振成像、

电生理、核医学等手段对人体进行

检查，所得到的图像或数据信息；

检验结果，是指对来自人体的材料

进行生物学、微生物学、免疫学、化

学、血液免疫学、血液学、生物物理

学、细胞学等检验，所得到的数据

信息。检查检验结果不包括医师出

具的诊断结论。

自治区同级医疗机构之间的

医学检查检验结果项目逐步实现

互认；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对上级

医疗机构的检查检验结果，原则上

应予认可；上级医疗机构认可下级

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由本盟市

探索开展，暂不在盟市间开展。医

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在不影

响疾病诊疗的前提下，对互认标识

的检查检验结果予以互认。对于患

者提供的已有检查检验结果符合

互认条件、满足诊疗需要的，医疗

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重复进行

检查检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不列入

互认范围或不受互认限制：因病情

变化，检查检验结果与患者临床表

现、疾病诊断不符，难以满足临床

诊疗需求的；检查检验结果在疾病

发展演变过程中变化较快的；检查

检验项目意义重大的（如手术、输

血等重大医疗措施前）；患者处于

急诊、急救等抢救生命的紧急状态

下的；涉及司法、伤残及病退等鉴

定的；患者或其亲属要求做进一

步检查的；出具医学检验结果的

医疗机构实验室未能通过自治区

实验室室间质评或国家卫生健康

委临床检验控制质量中心室间质

评的；医学检验的时间与现就诊

时间差距较大，已无参考价值的；

诊治医师认为有必要进行再次检

查的；其他符合诊疗需要的不可

预测情形。

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
“奶牛繁育与养殖技术研究中心”揭牌

新报讯（草原全媒·北方新报记者 刘 惠 实习生 韩艳妮 张子

椒） 9月7日，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奶牛繁育与养殖技术研究中心”揭

牌仪式暨成果发布会在内蒙古农业大学举行。

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于今年 1 月 15 日获科技部正式批复，按照

“一个协同创新网络、四个研究中心、三个服务平台”的模式进行建设

布局。“奶牛繁育与养殖技术研究中心”是四个研究中心之一，由内蒙

古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共同牵头建设，优然牧业和赛科星作

为成员单位参与建设。中心围绕牧草种植与加工、奶牛繁育与养殖等

乳产业链上游关键技术问题，开展科技创新与技术成果转化应用研

究。

在成果发布环节，相关专家介绍了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取得的高

产奶牛性控胚胎生产与应用、奶牛种用胚胎切割及植入前基因组检测和

遗传评估、奶牛高产高效养殖等技术成果，其中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赛

科星公司等单位联合开展的奶牛繁育技术研究项目，突破了奶牛体外胚

胎生产技术瓶颈，性别控制准确率和生产效率达到了国内顶尖水平；由内

蒙古农业大学和优然牧业等单位联合开展的奶牛养殖技术研究项目，开

发出新型营养调控技术，实现奶牛平均日单产41公斤以上，处于国际先进

水平。目前上述技术成果均已转化应用。

据介绍，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聚焦科学到

技术转化全链条创新，着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乳业科技中枢。“奶牛

繁育与养殖技术研究中心”作为专业的乳业上游技术研究中心，肩负着解

决“种好草、养好牛、产好奶”等环节关键技术瓶颈的重要使命，以技术驱

动我国乳业高质量发展。

呼和浩特：
30日内3次测温不达标退还1个月热费

新报讯（草原全媒·北方新报记者 郑慧英 实习生 张子椒） 9月

6日，呼和浩特市住建局召开全市2022~2023年供热工作动员会，要求各供

热企业要全力做好供热保障工作。

呼和浩特市住建局要求，各供热企业要重点推进金山电厂二期长输

供热工程、供热管网互联互通、老旧管网改造工程以及燃煤散烧整治“清

零”工程，做好施工组织和质量安全管理，确保按期完工，具备取暖条件。

各旗县区要组织供热企业在签订用煤合同的基础上，继续与煤炭企业紧

密对接，提前做好煤炭运输和储备，确保采暖季供应充足。各旗县区政府

要督导供热企业提前做好注水、起炉等各项供热准备工作，必须保证供热

之日零时起用户室温达到 18 度以上。供热企业连续停热超过 24 小时，自

停热之日起按日退还用户热费。30日内3次测温不达标，退还1个月的热

费。

内蒙古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7例
无症状感染者81例

新报讯（草原全媒·北方新报首席记者 王树天） 9月7日上午，内蒙

古自治区卫健委通报：9月6日0~24时，内蒙古自治区报告新增本土确诊

病例57例，其中赤峰市55例（含4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红山

区2例，均在隔离点检出；松山区13例，其中10例在封闭管理人员筛查中

检出、2例在隔离点检出、1例在主动就诊中检出；翁牛特旗40例，其中38

例在隔离点检出、2例在社区筛查中检出）、锡林郭勒盟2例（均在锡林浩特

市，其中 1 例在主动就诊中检出、1 例在社区筛查中检出）；无症状感染者

81例，其中赤峰市74例（松山区1例，在社区筛查中检出；翁牛特旗73例，

其中 72 例在隔离点检出、1 例在高风险区筛查中检出）、锡林郭勒盟 7 例

（均在锡林浩特市，其中4例在社区筛查中检出、3例在隔离点检出）。境外

输入确诊病例1例、无症状感染者2例、确诊病例治愈出院1例，均由首都

机场国际航班分流至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

截至9月6日24时，内蒙古自治区现有本土确诊病例150例，其中呼和

浩特市5例（均为落地检出人员及密切接触者）、呼伦贝尔市7例（均在满

洲里市）、赤峰市107例（红山区3例、松山区15例、翁牛特旗89例）、锡林郭

勒盟 26 例（锡林浩特市 6 例、二连浩特市 20 例）、鄂尔多斯市 5 例（准格尔

旗1例、伊金霍洛旗4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97例，其中呼和浩特市3例

（均为落地检出人员及密切接触者）、赤峰市139例（红山区1例、松山区1

例、翁牛特旗137例）、锡林郭勒盟54例（锡林浩特市17例、二连浩特市37

例）、阿拉善盟1例（在阿拉善左旗）。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5例，无症状感染

者8例，在呼和浩特市。以上人员均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所有密切接触者

都在指定场所集中隔离医学观察，严防疫情扩散蔓延。

内蒙古公立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开始互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