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上链接优质资源 向下普惠千家万户

包头市民“家门口”享受名家医疗服务
本报包头3月4日电 （记者 吕

学先）有病去北京，过去是很多包头人
的选择，如今这种状况正在改变。向上
链接优质医疗资源，向下普惠千家万
户，不断提升的医疗水平和服务让越来
越多包头人选择在当地就医。

在新建成的包头市儿童医院儿童
泌尿科病房，男孩刘田树刚做完手术。
他的手术是通过远程会诊，由北京儿童
医院的专家主持的。

“远程会诊在儿科已是常态。”包头
市第四医院儿科主任王冬梅介绍，“我
们和北京儿童医院形成京蒙帮扶关系，

遇到疑难危症，借助远程平台就可以把
一些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解决在当
地。对我们不具备诊疗条件的病人，也
会转诊到北京儿童医院得到及时治
疗。”

随着中小学开学，包头医学院第二
附属医院携手北京同仁医院免费为包
头市的中小学生进行眼健康检测并建
立眼健康档案。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
外科医院副院长马继光、北京口腔专家
谭包生教授等也在3月上旬相继来这
家医院坐诊。

全国知名医院优质医疗资源不断

向包头延伸，让鹿城百姓足不出户就
能享受“院士级”医疗服务。全市现
已建成包医二附院消化道肿瘤临床
研究院士工作站、包钢医院肝胆胰脾
外科院士工作站等 16个医疗院士工
作站、9 个博士工作站。院士工作站
作为提高全市医疗科研创新能力的
重要平台，对集聚和培养高层次人
才、建设创新型团队、提升全市医疗
卫生诊疗能力和急救水平正发挥重要
作用。

把人民群众的健康摆在优先发展
的战略地位，包头市通过大力推进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让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更
加健全，让医疗卫生服务越来越均等
化。

一大早，九原区沙河街道办事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田林就来到
沙河街道花园小区居民窦秀兰家上门
诊疗。窦秀兰血压有点儿高，田林叮嘱
她加上5毫克的依那普利，如果半小时
后，血压下降就不用再吃了，如果不下
降再吃5毫克。窦秀兰很满意：“这多
方便啊，现在有个小病小灾也不用往医
院跑了。”

田林介绍说，九原区沙河街道家庭

医生签约率已达65%，不仅帮助医院分
流了普通患者，也成为辖区居民贴心的
医疗管家。

随着“包头市签约式家庭医生服务
规范和制度”的制定，2018年，包头市
推出家庭医生团队+上级医院+各科专
家的组合式签约服务，组建家庭医生团
队 838 支，家庭医生人数达到 1274
名。目前，全市所有基层医疗机构均通
过医联体、医共体、专科联盟、远程会
诊、名医工作室、包片支援等形式，与上
级医疗机构建立技术帮扶协作关系，大
大促进了基层医疗机构提高诊疗水平，

保障了医疗质量的安全。
在包头市，一批卫生健康重点工程

正在实施，医疗卫生基础设施越来越先
进。2018年 7月刚刚投入使用的包头
市儿童医院一期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12.3亿元。目前小儿外科、小儿骨科、
小儿内科等科室已经入住，宽敞的病
房、先进的设备和优秀的医疗团队，让
前来就诊的患者享受到更加优质的医
疗服务。此外，包头医学院国际医院等
3个医疗重大建设项目正稳步推进，建
成后全市医疗布局和医疗服务水平将
得到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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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群

■新思路新动能

■重头戏

本报乌海 3 月 4 日电 （记者
郝飚）近年来，乌海市立足区域耕地少
的实际，因地制宜大力推进设施农业
发展，围绕“菜篮子”工程建设，着力引
导大田作物种植向反季节蔬菜和特色
水果等种植转移，不断延伸产业链条，
加快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春节刚过，记者来到位于乌海市
乌达区的乌海市绿色生态农业产业
园，尽管室外气温依旧寒冷，但在园区
绿农永胜农业合作社的一栋栋温室大
棚内却暖意融融，种植户正悉心打理
着已经开了花的秧苗。“桃树、樱桃树、
杏树都开花了，今年4月中旬果子就

能上市。”合作社理事长郭永胜说。
据郭永胜介绍，目前他们合作社

经营着100多栋温室大棚，年纯收入
达到100余万元，带动周边100多农
户走上了致富路。经过多年的摸索，
合作社从种植吊瓜找到了突破口，同
时开始大规模种植温室草莓、樱桃、
杏等高附加值作物，结合观光采摘，
实现产业融合发展。“温室种植和传
统的大田种植相比产量会更高、效益
会更好，我们的蔬菜瓜果最多一年可
以种植3到5茬。”郭永胜说。如今他
们的合作社不仅是乌海市的“菜篮
子”，而且成为乌海市民闲暇时体验

农业采摘的“知名景点”。
在草莓大棚内记者放眼望去，簇

簇绿叶间一颗颗鲜红欲滴的草莓十
分显眼，几名游客正在采摘。“趁着周
末和父母来到这儿采摘草莓，不但可
以感受到冬季里的一抹绿色，还可以
体验到采摘的乐趣，这里的草莓又香
甜又好吃，大人、孩子都喜欢。”市民
郭磊一边采摘一边说。

据了解，乌海市绿色生态农业产
业园所在的位置以前是一片荒芜的
沙漠。2014年，乌海市投资 1亿余
元，整理土地 1700 亩，建成温室近
400栋。目前，产业园已有3家农业

企业和2家农业合作社入驻，发展反
季节果蔬种植，种类涉及 20多种。
同时园区还帮助附近农区居民、返乡
大学生、贫困户近150余人实现创业
就业，并实现年产果蔬2800万吨，年
销售收入1700万元。目前，该园区
已成为乌海市集科技示范、创业孵
化、利益联结、脱贫攻坚等功能为一
体的示范项目，也成为了乌海市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实现小农户与
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一个缩影。

“园区90%的温室已投入使用，
所产的水果蔬菜畅销乌海各大超市
和小区蔬菜店。每逢周末，前来采摘

的人流如织，非常火爆。”园区工作人
员魏乘秋介绍道。

近年来，乌海市坚持以产业化思
维经营农业、以市场化手段营销农
业，走“生态、高效、特色、精品”的现
代农业发展道路，而发展设施农业已
成为乌海市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渠
道。通过各级政府政策支持、资金补
贴，乌海市已建成温室大棚5000多
亩，平均亩产值可达到 3800 多元。
这些温室大棚在极大提高土地产出
率的同时，也带动了农区就业，促进
了农户增收，并不断推动乌海市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

乌海：让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本报阿拉善3月4日电 （记者
刘宏章）近期，第六届中国民生发展
论坛在人民日报社举行。论坛上发
布了《2018 中国民生发展报告》及

“2018 年中国地级市民生发展 100
强”，阿拉善盟在 100强中排名第 7
位。

《2018 中国民生发展报告》及
“2018 年中国地级市民生发展 100
强”是北京师范大学民生发展研究

团队根据开发的民生发展指数，连
续8年对中国地方政府民生发展进
行测度评选出来的。该评选运用民
生基础、收入消费、居住出行、文化
教育、安全健康五大一级指标和 25
个二级指标，对全国36个省会城市
和计划单列市、260 个地级市的民
生发展状况进行测度，最终得出结
果。

据悉，近年来，阿拉善盟深入贯

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
不懈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民族团
结和社会安全稳定，全盟人民安居
乐业，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各
族人民获得感、幸福感显著增强。
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基本实现
城乡低保、养老保险一体化，各类社
会保障标准保持全区前列。全盟城
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由1980
年的562元和209元增加到2017年

的 37585 元和 16608 元，城镇和农
村牧区常住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
别降到 25.8%和 25.7%。城乡居民
人均居住面积分别达到37.2平方米
和 39.8 平方米，城乡居民每百户家
庭拥有家用汽车分别达到 73 辆和
75辆。教育事业全面发展，实行了
从学前到普通高中的15年免学费教
育，建立了从学前到大学全覆盖的
教育资助体系，在全区率先实现义

务教育均衡达标，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人口覆盖率100%，普通高中入学
率 95%。卫生事业不断进步，基本
建成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公
共卫生服务、医疗保障服务和药品
供应保障服务体系，城镇职工和城
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率分别达到
98.6%和 98.7%，每万人拥有床位数
增加到 55.7 张，各族群众健康水平
明显提高。

阿拉善盟跃居中国地级市民生发展百强榜第七位
■定格

本报赤峰3月 4日电 （记者 徐永
升 见习记者 冯雯雯）2月底，赤峰公交
集团有限公司与美团共同推出“用美团乘
公交”服务。从当日起，赤峰市民可登陆美
团客户端领取“美团电子公交卡”实现手机

“刷码乘车”。此举标志着赤峰市在自治区
内率先实现公交卡多卡种电子化。

据了解，此次服务推出之后，赤峰地区
的乘客只需登录美团APP选择“乘公交”
图标，免费领取美团“电子公交卡”，无须缴
纳押金，即可在赤峰市所有公交线路实现

“刷码乘车”，并可以在美团平台上直接领
取电子发票。目前，已经推出的美团电子
公交卡包括普通公交卡、成人月票卡及学
生月票卡等，其中，普通卡享受公交实体卡
长期9折优惠，成人月票卡及学生月票卡
享受实体卡乘车次数优惠。此外，使用美
团“电子公交卡”，还能获赠外卖、电影、景
区、酒店等各种优惠券。

近年来，赤峰市中心城区公交事业取
得了飞跃式发展，308辆环保舒适的新能
源公交成为城市一道靓丽的风景线，7个
崭新的公交场站建设为公交进一步优化发
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赤峰掌上公交、手机
App智能公交查询软件和云闪付支付功
能的开通让市民享受到了“互联网+”带来
的人性化、智能化服务。此次赤峰公交与
美团的合作，是“互联网+城市服务”的一
次深度尝试，它提升了公交智能化服务水
平，为提高城市绿色出行率、缓解城市交通
压力提供了科技支撑。

赤峰市

率先实现公交卡
多卡种电子化服务

■镜观

本报通辽 3 月 4 日电 （见习记者
薛一群）日前，2018年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

“四个100”先进典型名单公布，通辽市公益
事业发展中心“平安校园·星光护航”大型公
益项目被推选为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据了解，通辽市该项目于2015年3月
启动，面向全市 50所中小学进行应急救
护、食品药品卫生安全、禁毒知识、消防知
识、交通知识、心理健康、环保、普法等安全
知识普及。项目课程的设置遵循内容多元
化、形式多样化等原则，利用ppt等多媒体
软件与学生提高互动，活跃课堂，得到了师
生的一致好评，各大校园纷纷将校园安全
知识培训列入教学计划。截至目前，授课
已覆盖师生近1.5万人，“星光爱心联盟”向
相关学校捐赠了价值40万元的“科普智慧
墙”和1万元的“爱心图书”。

据调查，我国中小学生每年因交通事故、
建筑物倒塌、食物中毒、溺水、治安事件等非正
常死亡达14000人之多。提高广大青少年的
自救互救技能，对促进社会安全体系建设和
教育事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平安校园·星光护航”
入选全国最佳
志愿服务项目

本报乌海3月 4日电 （记者 于海
东） 日前，乌海市妇联部门为7名患病妇
女发放了“贫困母亲两癌救助”专项公益金
7 万元，让她们感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关
爱。截至目前，乌海市已累计为73名“两
癌”患病妇女争取救助款73万元，极大地
缓解了病患家庭的经济压力，增强了她们
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决心。

据了解，“贫困母亲两癌救助”中央专
项彩票公益金是全国妇联、中国妇女发展
基金会设立的专项公益救助项目。其救助
对象是经过有检查资质的医疗机构确诊、
患有宫颈癌2B以上或乳腺浸润性癌的农
村牧区贫困“两癌”患病妇女。该项目在乌
海市实施以来，各级妇联组织把落实“两
癌”救助政策与巾帼脱贫行动紧密联系起
来，通过宣传、入户走访调查，认真做好“两
癌”贫困妇女各个环节的工作，严格把关，
让救助金真正发挥作用。

“两癌”救助金
温暖乌海贫困母亲心

□文/图 本报记者 皇甫秀玲

3月3日，在南二环路的玉泉区工友之家，百名环卫工人
吃着热乎可口的早餐，有说有笑好不开心。只见墙上张贴着
周一至周五的早餐食谱：花卷、鸡蛋汤、油条、豆浆、油饼、红
豆粥、蒸饼、金瓜粥、炸馒头、奶茶……可容纳200多环卫工
人就餐的餐厅宽敞明亮、干净整洁，还可看电视。“早餐花
样多，天天不重样，免费吃还管饱，吃的都不好意思啦！”“过
去，我们每天早晨基本不吃早点，饿了就随便吃点，花5元钱
买份早餐对于我们环卫工人来说有些‘奢侈’，现在不用自己
花钱，免费吃这么丰富的早餐，暖胃更暖心啊！”大家你一言
我一语地说。

据了解，呼和浩特市从今年1月1日起，免费为环卫工人
提供每人每天5元标准的爱心早餐，按照干净卫生、经济实
惠、就近就餐的原则，呼和浩特市环卫部门与餐饮企业合作，
在市内设置了107处早餐点，免费为全市一线作业的4300
名环卫工人提供早餐。目前，该市环卫部门仍在不断完善此
项工作，逐步从与餐饮企业合作走向自建环卫工人食堂，努
力将环卫工人“暖心暖胃”免费早餐工程落到实处。

免免费早餐暖胃更暖心

环卫工人开心地吃着丰盛的早餐。
拿早餐票能就近到指定连锁快餐店就餐。

领到热乎的早餐心里暖洋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