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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辽市位于自治区东部、科尔沁
草原腹地。全市现有户籍人口 318.9
万人，是自治区第二大人口城市；区域
面积 59535 平方公里，辖 8 个旗县市
区和 1 个经济技术开发区。

通辽市天穹高远，牧草丰美，历史
悠久，民族特色浓郁，素有“中国安代
艺术之乡”“中国民族曲艺之乡”“中国
马王之乡”和“中国版画艺术之乡”“中
国蒙医药之都”“国家卫生城市”等诸
多美誉。这些荣誉不仅是通辽市厚重
历史文化的积淀，更是通辽市委、市政
府团结和带领全市各族人民奋发向
上、砥砺前行的真实反映。

近年来，为全面提升计划生育家
庭发展能力，通辽市以家庭为核心，以
家庭健康幸福为目标，党政统筹，卫计
牵头，部门协同，群众共建，多措并举，
全力构筑家庭发展能力支持体系，大
力实施“新家庭计划——家庭发展能
力建设”项目，着力推进以“家庭幸福
健康、社会和谐共进”为宗旨的幸福家
庭建设进程。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新
家庭计划”项目点 157 处，全市累计投
入各类资金 3500 多万元，惠及人群
30 多万人，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一 . 党政重视，建立机制，确保项
目有序实施。

2015 年，科尔沁区、库伦旗被确
定为自治区级“新家庭计划”项目试
点。在试点地区运行良好的基础上，

2016 年通辽市下发了《关于全面开展
“新家庭计划——提升家庭发展能力
项目”的通知》，市、旗两级制定工作方
案，成立领导机构，广泛宣传，高标准
启动，分级分类开展培训。为确保项
目有效实施，通辽市不断加大网底建
设，在市、旗、苏木（乡、镇）、嘎查（村）
级设立家庭健康指导中心、家庭健康
服务中心、家庭健康服务室，增加家庭
健康教育、家庭健康服务和管理等职
能，具体指导项目实施。目前，全市
145 个乡（镇、苏木）、2543 个嘎查（村）
家庭健康服务机构实现全覆盖。同
时，将“新家庭计划”项目列入各级党
政和卫计部门考核内容，加大考核权
重，确保项目健康有序开展。

二 . 整合资源，凝聚活力，丰富项
目活动形式。

在“新家庭计划”项目推进实施过
程中，通辽市卫计委注重协调，联动发
展，充分发挥各类资源优势。一是整
合社会资源，建立公益培训主讲团队，
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项目实施以
来，全市共开展各类培训 470 余次，参
训人数 54000 多人（次）。二是开展特
色配套活动，推动家庭发展能力提速
增效。按照“主题一致性，形式多样
性”要求，全市各项目点利用“健康大
讲堂”“幸福微课堂”“专家讲座”“社区
小剧场”“日间照料室”等各种平台组
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
动。三是与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紧密

融合，借力进行。紧紧抓住“双城同
创”、精准扶贫、自治区成立 70 周年等
有利契机，将“新家庭计划”项目与各
项工作统筹结合，组织开展各类主题
实践活动。

三 . 多头并进，宣传引导，优化项
目实施环境。

为推进项目顺利实施，全市各地
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式的开
展宣传教育活动，为家庭健康发展营
造良好的环境。通辽市卫生计生各级
部门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站、
QQ 群、微信等各种媒体，向群众贴身
宣传科学育儿、青春期教育、中老年保
健等科普常识，弘扬养老敬老尊老等
传统美德。3 年来，累计发布各类信
息 4600 多 条 ；制 作 宣 传 图 版 800 多
块、书写标语 3000 多条、修建主题公
园 45 处；印发内容丰富的入户宣传册

（单）50 多万份，制作万年历、毛巾、围
裙、纸巾盒、购物袋等精美实用的宣传
品，实现目标家庭全覆盖，提升群众的
知晓率和参与率。

四 . 试点示范，彰显实效，打造项
目全新品牌。

通辽市各地按照“一县一精品、一
镇一特色、一村一示范”的工作思路，
充分发挥试点示范、典型带动作用，高
层次、宽领域、大力度推进“新家庭计
划”项目有序、有力实施，从而催生了
一大批“新家庭计划”项目品牌。

暖民心，顺民意，丰富家庭保健

新内涵。全市为 310.4 万人建立居民
健 康 档 案 ，家 庭 医 生 签 约 219.28 万
人，投入 395.4 万元为全市 60 周岁以
上贫困人口进行免费体检。开通计
生特殊家庭就医“绿色通道”，发放亲
情联系卡，让全市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成员享受挂号、就诊、住院等优先政
策 。 各 地 全 面 启 动“ 健 康 家 庭 行
动 ”。 库 伦 旗 开 展“ 关 爱 女 性 健 康
远 离 两 癌 ”“ 生 殖 健 康 服 务 进 家 庭 ”

“慢病防治进家庭”等活动，切实提高
群众的保健意识。扎鲁特旗格日朝
鲁苏木整合卫生计生资源，开展“新
家庭计划”项目与北部牧区“小药箱”
进游牧民家庭行动。截至目前，全旗
累计发放 1451 个小药箱，覆盖 43 个
嘎查。

重家教，传家风，弘扬家庭文化新
风尚。2017 年，通辽市开展了“全市
首 届 幸 福 家 庭 示 范 苏 木（乡、镇、街
道）、示范嘎查（村、居委会）、示范户评
选活动”，按照“自愿申报、逐层评选、
公示评议、颁奖授牌”的程序，全市评
选出 10 个示范苏木（乡、镇、街道）、20
个示范嘎查（村、居委会）、50 个示范
户。为传播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文
化，借助各个重大纪念日开展不同形
式的主题宣传服务活动，仅 2017 年

“国际家庭日”，全市就举办大型宣传
服务活动 54 场次，参与人数近 5 万人

（次）。科尔沁区由心理咨询师、礼仪
师、营养师等优秀讲师组成公益主讲

团队，巡回举办“心理健康知识”等公
益讲座 55 期，开展了“幸福家记忆”

“传承好家风”座谈等活动；开鲁县、奈
曼旗开设了家庭礼仪课堂，举办了家
庭风采大赛和“幸福家庭”评选表彰活
动；霍林郭勒市举办了“品味端午，传
承文明”百家宴活动、“好媳妇、好婆
婆”表彰大会，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弘扬
家庭美德、倡导文明家风的良好社会
风尚。

重投入，细服务，提升科学育儿新
水平。霍林郭勒市作为自治区级“科
学育儿”项目试点，确立了“政府买单、
卫计主管、家庭参与、公益促进”的工
作机制，通过开设科学育儿微课堂、家
长课堂、流动课堂、亲子课堂等形式，
构建起了科学、规范、专业的育儿服务
链条，实现了“零收费、全覆盖”，2010
年以来，累计受益儿童 15244 名。其
它旗县也均在幼儿园设立了科学育儿
基地，利用节假日广泛开展亲子活动、
育儿知识培训等活动，提高家长科学
育儿的认知率。

接地气，探新路，探索养老照护新
模式。通辽市各旗县区通过采取社区
日间照料、增设家庭病床、提高医保报
销比例等不同模式不断探索新形势下

的养老照护模式。科左后旗建立了
“家庭病床”养老服务新模式，有效解
决了居家养老因病卧床生活不能自
理、完全失能老人的医疗问题，同时也
减轻了患者家庭的经济压力。截至
2016 年底，全旗新农合“家庭病床”累
计建床救治人数 18319 人次，新农合
补偿 634 万元。科左中旗成立了医养
服务中心，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创
造性地打造了“12349”便民养老服务
平台，为老年人提供了 10 大类百余项
现代化、人性化、科学化的养老服务。
霍林郭勒市成立沙尔呼热康复养老
院，推行养老、医疗、护理、康复四位一
体的医养模式，并为 60 周岁以上老年
人进行阿尔茨海默症筛查和跟踪随访
服务。

建基地，重教育，促进青少年健康
发展。扎鲁特旗建立了法制安全教
育、军民共建精神文明、健康发展“三
大教育基地”，开展了“中国梦·爱国
情·成才志”、中华经典诗词大型诵读
比赛等活动，注重提高青少年的知识
受众面。其它旗县区也在中小学建立
了“青少年健康发展示范基地”，广泛
开展健康教育科普活动,累计邀请专
家开展青春期教育 120 多场次。

美丽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草原我的家
——通辽市“新家庭计划”项目实施情况纪实

□李志云

□本报记者 郭俊楼

中秋节早晨 5 时 30 分，阿拉善盟
交警支队民警刘娜、梁晶晶和同事们
早早来到通往阿拉善梦想沙漠汽车航
空文化主题公园道路沿线上岗执勤。
左转弯、右转弯、直行⋯⋯他们用标准
的交通指挥手势指挥疏导车流，一天
身体要转动上千次，左右手要交替抬
起上千次，这样的动作要坚持十几个
小时。

这是“十一”长假期间阿拉善盟交
警们工作的缩影。长假期间，一年一
度的全球性越野 e 族阿拉善英雄会、额
济纳旗国际金秋胡杨节、巴丹吉林沙
漠旅游节等活动如期而至，为维护道
路交通的安全与畅通，阿拉善盟公安
交管部门全员上岗，坚守在重要交通
枢纽和游客出行集中道路。

你行路我服务，你有难我相助 。

长假期间，一辆外出旅游的宁 A 牌照
小型轿车在通古淖尔路 K32+100 米
处掉头时，车辆陷在了沙子里无法移
动，正在附近巡逻的执勤民警钢锁发
现情况后，立即招呼一起执勤的民警
尤 佳 、莫 日 根 等 人 帮 助 游 客 脱 离 困
境。民警们一边用手扒开前轮胎的沙
子，一边用警车在前方用力拉车，路过
的游客也加入救援队伍。十几分钟
后，小轿车终于驶出沙丘，驾驶人感动
地一个劲地夸赞阿拉善盟交警“真靠
谱”！

长假期间，老伴和儿子都放假了，
57 岁的潘万平每天从早 7 点半到晚上
10 点坚守在巴彦浩特城区土尓扈特北
路站岗执勤。“我要站好岗、服好务，以
实际行动向祖国 68 华诞献礼。”潘万
平的话道出了交警们的心声。

节日我在岗，安全不放假。这个
长假，正是因为他们的坚守，才有了道
路交通的安全和畅通。

“以实际行动
向祖国68华诞献礼”

□本报记者 宋爽

今年中秋节，赤峰学院附属医院
泌尿外科护士荆晶是在医院里度过
的。

像平时上班一样，荆晶早上 6 点
起床，7 点出门，保证在 7 点 40 之前到
单 位 ，一 天 的 工 作 有 条 不 紊 地 开 始
了。“跟夜班同事交接以便全面掌握患
者的身体状况，有的人血压高，有的人
可能突然感觉身体不舒服，对这些细
节 护 士 都 必 须 及 时 记 录 ，供 医 生 参

考。”荆晶告诉记者，早上 8 点上班后，
护士首先需要对照医嘱，核对前一天
晚上夜班同事配好的药，科室每次配
药，都必须经过 2 次核对，尽可能的避
免差错。一整个上午，她需要为 10 个
左右的患者配药、打点滴。一旦有刚
做完手术的患者回来，她需要进病房
讲解注意事项。中午简单吃过饭后，
又开始查房、询问患者的情况⋯⋯一
天下来，有时忙得水也顾不上喝，更别
说坐下来歇会儿。

国庆节是举国欢庆、全家团圆的
日子，也是外出旅游的好时节，但对医

务人员 来 说 ，节 假 日 意 味 着 要 担 负
起 更 大 的 责 任 ，“ 进 医 院 下 病 房 ，每
逢 假 日 分 外 忙 ”是 他 们 真 实 的 生 活
写照。对于这样快节奏的工作和不
完整的长假，荆晶坦言，她和同事早
已 习 惯 了 ，不 值 班 的 时 候 在 家 安 静
的 休 息 就 很 幸 福 了 。“ 一 旦 我 休 了
假，其他的人就可能更加辛苦，为祖
国庆祝生日最好的方式就是做好我
们的本职工作。”

秋夜凉风起，荆晶在食堂匆忙吃
完晚饭，伴着团圆的月亮，快步走回科
室继续工作。

节日的忙碌

□本报记者 张文强

10 月 8 日上午，在内蒙古自治区
人民医院儿科病房，为患儿整理床铺、
打点滴，护士们进进出出，穿梭于各个
病室。和夜班护士交接班之后，护士
长贾崇玲走进办公室，开始书写护士
长值班日志。

每天早晨 7 点半上班，从晨间护
理开始、查看患儿病情、整理病室、组
织晨会、交接班⋯⋯这就是贾崇玲的
工作节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在贾崇玲的脑海中，国庆长假只
是一个概念，因为她从来没有完整地
休过一个假期 ，大 多 数 是“7 天 长 假
值 5 天班”。虽然科里也出台了假期
轮 流 值 班 制 度 ，但 为 了 那 些 回 家 探

亲 的 护 士 能 在 家 里 多 呆 上 几 天 ，她
往 往 会 放 弃 自 己 的 休 息 时 间 ，顶 替
同事们值班。

“孩子们都不容易，我多付出就多
付出点吧。”贾崇玲说，在医院，儿科是
个比较特殊的科室，风险大、护理工作
繁琐、奖金不高、发展空间又小，所以
不好留住人才。

“护士长，明年您就要退休了，今
年国庆节您就不要值班了，我们替您
上。”对于贾崇玲常年替班不休假，同
事们也觉得亏欠她挺多。“十一”前夕，
她们都表示愿意顶班，希望护士长能
过上一个完整的假期。

“假期挺平静的，没有什么突发情
况。”虽然为了不让同事们失望，贾崇
玲答应在家休息，可她还是不放心科
里的工作，时常悄悄来到病房，走一

走，看一看。
贾崇玲是 1992 年被任命的儿科

护士长，那年她才 34 岁。在当时，她
也 是 全 院 年 龄 最 小 的 护 士 长 之 一 。
岁 月 如 梭 ，如 今 ，她 已 鬓 染 白 发 ，在
儿科护士长这个岗位上干了整整 25
年 ，也 是 目 前 医 院 里 年 龄 最 大 的 护
士长。

25 年中，她也曾经有过想离开儿
科的念头，但历任主任都不放她走。

“儿科护士长非你莫属！”她先后和 6
任儿科主任搭过班，这几乎是历任儿
科主任都曾和她说过的话。

“这是大家对我的信任，我不能辜
负大家对我的期望。今年国庆节也是
我护理生涯中在医院里度过的最后一
个长假，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贾崇
玲说

站好最后一班岗

本 报 兴 安 10 月 9 日 电 （记 者
胡日查 高敏娜）国庆中秋双节，阿尔
山层林尽染，五彩斑斓，前来赏秋的游
客明显激增。

阿尔山旅游景区为迎接“十一”旅
游黄金高峰期，提前备战，积极做好接
待准备，并制定了相关应急预案，在游
客购票、入园、乘车、游览过程中，平稳

有序，未发生游客滞留现象，实现了
“零投诉”，游客满意度较往年相比有
了大幅度的提升。

今年，阿尔山景区智慧化程度不断
提高，实现了线上、线下购票方式的多样
化、入园方式便捷化，虚拟体验真实化、
服务热情人性化、客流管控智慧化，为游
客提供周到服务，提高了游客的体验度。

阿尔山景区人气旺

本报 10 月 8 日讯 （记者 皇甫
秀玲）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8周年，延续
迎接党的十九大重点电视纪录片《辉
煌中国》营造的浓厚氛围，中央电视台
财经频道 10 月 1 日推出总时长超过
10小时的“厉害了我的国”十一直播特
别节目。呼和浩特市等33个重要城市
参与到“为祖国祝福”的主题灯光秀活
动中，17路记者分赴多地连线，央视新
媒体平台和全网平台同步直播。

节目从天安门广场升旗直播开
始，以“为祖国祝福”线上活动贯穿全
天内容，网友通过实时定位，在地图上
标记属于自己的闪光点，为祖国献上
祝福。19 点 30 分到 21 点 50 分，以

“辉煌中国”和“厉害了我的国”为主题
的城市灯光秀在全国 33 个城市展开，
这 33 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用各自独
特的方式，跨越距离，点亮华灯。

从创作阶段开始，就形成全民参
与、全民互动、全民拍摄、全民接力的

“讲辉煌”“赞辉煌”的互动传播，这种
润物细无声的传播方式使得《辉煌中
国》和“厉害了我的国”迅速成为了口
口相传、家喻户晓的 IP，成为全民展
现爱国情、表达获得感的标识之一。

听众普遍反映，用这种很接地气，
也很新颖的传播方式，让人们感受到
祖国的巨大变化，对祖国的自豪感油
然而生。

“厉害了我的国”
很接地气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今年中秋佳节与往年有所不同的
是在锡林浩特有一种用奶食作馅儿的
月饼受到了众多消费者的青睐。

节日期间，在锡林浩特市“嘎拉
泰”蒙餐饭店，面点间成了最忙碌的地
方，因为订单比较多，面点师傅们都在
加班加点做奶食月饼，要说这奶食月
饼最特别的地方当然是这馅儿料了。
记者看到，馅儿里的主料是奶豆腐、奶
皮子，还有奶嚼口，再配上果仁或炒
米，就制成了这种特有的馅儿料。

饭店负责人安妮娜告诉记者，她
看到一些大城市里有些人别出心裁地
用当地特产作馅儿，并且大受欢迎后，
受到启发，试着用奶食作成馅儿，烘烤
成月饼，没成想一经推出就得到了大
家的认可。

在随后的采访中了解到，除了“嘎
拉泰”蒙餐店，锡林浩特还有好几家制
作 这 种 月 饼 的 作 坊 ，并 且 生 意 都 很
好。安妮娜说，这几天每天大概要卖
500 到 600 块儿奶食馅儿月饼，其中，
最远销到了云南，还有青岛、呼和浩特
等地的订单也很多。

奶食馅儿月饼
中秋市场走俏

节日色彩

国庆期间，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不时传来阵阵的欢歌笑语。古老神秘又灿烂多彩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文
化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观赏驯鹿，参与桦树皮工艺制作和猎刀打制，了解猎民生产、生活的变迁，体验猎民独特的民俗风
情。截至目前，已有 50 多户发展家庭游，37 户开设特产工艺品商店，11 户利用网络经营旅游产品，日子过得幸福而美满。

本报记者 李新军 摄

敖鲁古雅民族乡的欢歌

呼和浩特市民
在内蒙古科技馆里
体验趣味科技。国
庆节期间不少市民
选择在科技馆里体
验各种趣味科技项
目，尽情享受假期
带 来 的 温 馨 和 快
乐。

本报记者
李文明 摄

国庆期间
科技馆里
欢乐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