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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2月 23日讯 （记者 刘志
贤）日前，我区各高校纷纷制定延期开
学工作预案，调整教学计划和教学方
式，确保疫情防控期间停课不停学。

一是组织教师开展线上培训。为
帮助教师尽快熟悉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模式，各高校组织开展线上培训，及
时答疑解惑，协助已建有在线课程的教
师根据教学计划进行线上开课。二是
整合各类网络教学资源。内蒙古大学
按照一流课程建设标准，自主开发在线
课程，逐步完善本校网络课程资源；内
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
医学院等高校教务系统与相关在线教
育资源平台实现对接，提供大学英语、
计算机应用、大学体育、思政课等优质
教学资源；针对既无自有课程资源也无
校外慕课课程资源的课程，一些高校组
织教师使用相关教学平台软件或网络
平台，提前录制“速课”“ppt+语音”等

形式的资源，做好在线教学准备工作。
三是灵活机动开展线上教学。部分公
共基础课如计算机、体育、思政课等，依
托相关在线教育平台开展慕课授课；专
业理论课和研究生类课程由教师提前上
传学习资料到相关网络教学平台组织研
讨授课；英语、专业课等由教师组织在线
直播授课等。四是根据实际做好教学管
理工作。各高校由各院系、各教学部按照
专业特点，分课程、分专业、分群体制定在
线教学计划。内蒙古大学对延期开学期
间学生在线学习课程予以学分认定和转
换；呼伦贝尔学院规定师范生教育实习
待恢复上课后进行，延期开学期间学生
通过观摩优秀教师教学视频或录像、撰
写教案或教学设计等方式做好实习准
备；内蒙古化工职业学院要求教师每周
与学生至少互动4次，及时进行教学指
导；部分高校还制定了体育课教学方
案，指导学生居家锻炼。

我区各高校制定
延期开学工作预案

连日来，在落实疫情防
控措施的同时，呼和浩特市
玉泉区教育系统有序开展中
小学幼儿园校园清洁、消杀
通风、设置体温检测点，留观
室、卫生室等工作，确保疫情
过后学生顺利开学复课。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本报乌兰察布2月23日电 （记
者 皇甫美鲜 实习生 郭羽）日
前，乌兰察布中欧班列七苏木站异常

“热闹”，一边是装载44个集装箱的
汽车配件专列，由此开往俄罗斯斯博
尔纳亚梅站，一边是从俄罗斯回程的
装有42个集装箱的亚麻籽专列缓缓
抵达。这一进一出，标志着乌兰察布
中欧班列恢复运行。

乌兰察布是我国中欧班列 17
个城市中唯一地级节点城市，也是
被国家确定为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
承载城市。自2016年 11月 20日开
行首列中欧班列以来，到目前已累
计开行中欧班列 274 列，占我区开
行列数的近8成。

在疫情期间，该市防疫、复工两
手抓，积极协调相关部门为中欧班
列恢复运营创造条件。运营中欧班
列平台的内蒙古亚欧国际物流有限
公司董事长王生元说：“此次首列亚
麻籽抵达，我们在莫斯科办事处的
同志做了巨大努力，从派箱、运程、
货场及俄罗斯供货商、二连海关等，
都进行了无缝隙对接，才使这列亚
麻籽顺利回来，这列亚麻籽标志着

乌兰察布通道经济与产业经济融
合。今年，我们开行中欧班列任务
是 150 列，比去年多 30 列，去程与
回程的比例要各占到 50%，在回程
货源品类上紧紧盯住与当地产业经
济密切相关的原材料，加大组织货
源力度。作为对外开放的先锋官，
要担起发展的责任。”

亚欧公司驻莫斯科办事处的张
善杰高兴地说：“这列亚麻籽落地了，
国外许多做粮油的客商知道后，都跟
我联系呢！”

作为此次亚麻籽的购买商，北华
进出口贸易公司董事长郭利福感慨
地说：“我们公司成立于2014年，以
前一直在二连浩特做进出口生意，自
2019年与乌兰察布中欧班列运营公
司合作以来，该公司除给我们补贴
外，还时时刻刻为我们企业着想。我
们这次购买的1000多吨亚麻籽全部
供应当地油脂企业，等疫情好转，我
们将继续购进！”

据悉，目前与乌兰察布中欧班列平
台运营公司洽谈、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
企业越多，包括中国外运、中远海运等国
企在内共有8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

乌兰察布中欧班列恢复运行

本报 2月 23日讯 （记者 张文
强）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感染控制
科主任、医学博士刘卫平带领团队连续
奋战两昼夜编撰的全区首部新冠肺炎
防控科普图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防控问答》日前正式出版。

该书由新冠肺炎概述、个人防护、手
卫生、医疗机构环境清洁与消毒、实验室
生物安全、医疗废物与处理、居家防控指
引等12个章节组成，对医院、社区、居家
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均有专业的权威指引。

“为助力疫情防控，内蒙古自治区
人民医院感染控制科与内蒙古人民出
版社通力合作，抢抓时间，紧急推出了
这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问答》。”
刘卫平表示，普及防控知识，提高公众
的防控意识和能力，是打赢新冠肺炎疫
情阻击战的重要保障之一。只要我们
坚持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应对处置方
法，把应对举措做细，让每个防控环节
都无懈可击，就一定能遏住疫情蔓延势
头。

全区首部新冠肺炎防控
科普图书出版

□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走进定点救治医院
进入隔离区，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能
与家人相聚。这对于一位两个孩子的妈妈，尤
其小女儿才27个月的年轻妈妈来讲是一个挑
战。兴安盟医院神经内二科护士长张晓慧不但
接受了这个挑战，而且期间两次主动请缨，走进
隔离病房，请战驰援武汉。

2月1日，作为兴安盟医院疫情防控应急队
第二梯队护理组组长，张晓慧和13名护理队员
进入了观察病房工作。在即将结束观察病房任
务时，她带领护理队员主动向医院提出，想继续
去确诊病房护理患者。

在护理确诊患者期间，护士们每隔4个小
时换班一次。而作为护理组组长，她没有参与
轮班，因为她必须24小时紧盯每一班护士穿脱
隔离服，还要经常走进隔离病房查看护士们的
工作状态，了解病人的康复情况。“穿脱隔离服

是防护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尤其是出来时安全
脱好隔离服最为关键。”张晓慧说，护士们为了
节省一次性防护服，进去之前常常一两个小时
内不喝水。因此，她总会在办公室备足凉白开
水，让脱下隔离服的护士们能及时补水。

顺利完成任务后，张晓慧和队员们进入了
14天的隔离整修期。这段时间，最让她放心不
下的就是小女儿。自己不在身边，孩子哭闹不
睡觉，让她特别揪心。因此每天晚上，张晓慧总
会抽出十几分钟给小女儿唱唱歌、说说话，哄她
睡觉。除此之外，张晓慧更多的时间都在关注
着疫情的发展。“只要国家有需要，我还会请缨
上前线！”张晓慧说，她时刻准备着奔赴武汉。

2月18日，当她得知医院再次吹响集结号，
选派第三批医护人员驰援武汉时，张晓慧再次
递交了请战书：“我在护理岗位已经工作了18
年，先后在急诊科、呼吸内科、神经外科、神经内
科工作过，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作为一名
党员，一名白衣战士，疫情面前，理应冲锋在
前。”

张晓慧：两次请缨 时刻准备

本报巴彦淖尔2月23日电 （记
者 韩继旺）这段时间，磴口县蒙牛乳业
有限公司生产线开足马力生产，满负荷
稳定运行，一车又一车包装好的产品整
齐码放，准备发往全国各地。

磴口县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两条战线，2月17日出台下发了《关于
做好新冠肺炎防控期间企业复工复产工
作的通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

做好防护是企业复工的首要前提。
在磴口县蒙牛圣牧乳业有限公司，企业
员工需凭胸卡进入厂区，进出工厂的人
员和车辆都要先进行测温、消毒、扫码和
登记。

“从复工前的准备阶段，县里的工作
人员已多次上门服务，帮助我们落实防
控工作、恢复生产。”磴口王爷地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白蕾说。

磴口县严格落实主体责任，成立
了13个防控工作小组，推进企业实行
分类分批复工复产，优先支持关系到
百姓民生的企业恢复产能。对社会经

济影响较大的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建
立政企直通的联络员制度，由县委、政
府职能部门的党政领导班子直接挂钩
联系企业，深入了解企业受疫情影响
情况，“一企一策”及时协调解决职工
返岗、用工需求、原材料供应、物资运
输、资金缺口及防控物资保障等问题，
优化政府服务，使企业市场不丢，订单
不减。

要求企业详细摸排登记员工情况，
建立返岗职工“花名册”，实行健康状况

“一人一档”管理，对于从外地返回或与
疑似感染者有接触的职工，配合所在社
区严格执行隔离观察措施，待确认健康
后方可返岗。对从事运输的人员采取集
中住所专人检测、及时发放通行证、集中
安排伙食、建立行踪信息管理平台等措
施，确保县内无输入型疫情。

截至目前，磴口县累计复工工业企
业已有 40 家，约占全县工业企业的
62%，总复工人数突破3000人，17家规
模以上重点企业100%复工。

磴口县规模以上重点企业
全部复工

□本报记者 郑学良

“企业复工都做了哪些准备和预案？”
“春耕备耕方面存在什么困难吗？”
“对返岗工作人员实行了哪些隔离

措施？”
2月18日，呼和浩特市纪委监委监

督检查组来到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河镇
根堡村、舍必崖村和后白庙村等地，围绕
当地春耕备耕、企业安全生产和后勤保
障，对企业疫情防控主体责任是否落实、
复工复产方案是否完备、防疫物资准备
是否充足等开展监督检查。

眼下，像赛罕区金河镇这样复工的
企业有很多，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按
照中央、自治区和呼和浩特市关于“统筹
做好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的要求，
立足自身职责，一手抓疫情防控监督，一
手抓企业复工复产，充分发挥检查的再
检查、监督的再监督作用，多向发力助推

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同时，为全力保障企业注册登记办

事等相关渠道畅通，进一步提高服务效
率，呼和浩特市纪委监委派驻该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纪检监察组督促有关单位采
取“非急缓办、急事网办、必办约办”的方
式，畅通企业注册登记办事渠道，方便企
业和群众办事需求，确保企业稳妥有序
复工复产。

截至2月21日，企业注册登记服务
共接听电话咨询1512人次；电话指导业
务714人次；电话预约业务107件；网上
全程电子化128件，线下登记办理业务
111件，现场特办47件。

疫情发生以来，该市纪委监委派出
10个监督执纪工作组在严格做好疫情
防控基础上，强化对与民生紧密相关企
业逐步开工复产，以及企业消杀、测温、
防护、后勤保障等相关工作的督导检查，
积极协调相关职能部门解决企业在复工
复产中面临的困难。

呼和浩特纪检监察机关帮助
企业解决复工复产难题

本报阿拉善2月23日电 （记者
刘宏章 实习生 戚雅茹）疫情发生以
来，在阿拉善高新区的内蒙古庆华集团有
限公司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安全生产的
前置条件，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以党
组织为引领，联防联控、严密防线，安排专
款用于防疫和员工关爱，“暖心”举措既保
障广大干部职工人身安全和健康，也确保
生产经营持续正常运转。

孙兵兵是内蒙古庆华煤化有限责任
公司化产一车间的工程师，年前回甘肃老
家过年。疫情发生后，集团公司紧急部
署，召回了部分骨干员工，孙兵兵就是其
中一个，经过隔离检查，他顺利返回工作
岗位。住在单位宿舍，进出要测量体温、
登记，房间里每天会有专人消毒3次，食
堂增加了菜品和餐后水果，不时地还会分
发一些牛奶、奶茶等，这让和孙兵兵一样
返岗工作的员工们安心了不少。

在防疫情、抓生产“两不误”的特殊
时期，企业安排疫情防控专款300多
万元，及时采购了一批防疫物资，为生
产一线员工和特殊岗位发放一次性口
罩1650个、呼吸器530个、滤棉14430

个，体温计 50个，消毒液 1500公斤。
并为生产一线职工发放伙食补贴，一
日三餐安排专人、专车统一配送。所
有在岗员工安排宿舍、规范管理，合理
调配留宿人员，定时定点消毒，有效地保
证了员工的身体健康。

记者在内蒙古庆华煤化有限责任公
司炼焦二车间看到，工人们正在进行巡
检，检查生产设备运行情况，及时更换维
修设备配件，保证企业安全生产运行。

“生产经营上，我们积极采取相关措
施，安排专人、专款每天对生产所需原
（辅）料、备品备件、产品销售、物流运输情
况进行统计和集中采购。目前，集团下属
各企业均稳定运行，实现疫情防控和生产
经营双赢。”内蒙古庆华集团有限公司党
委副书记 、副总经理吴文斌说。

据悉，阿拉善高新区为有序推动企
业复工复产，进一步加强与周边地区信息
互通共享，发挥好盟市间疫情联防联控机
制作用，开辟了员工返岗绿色通道，优先
保障重点企业核心员工、技术骨干及时到
岗，有序组织工人返岗，推进了工业企业
复工复产和生产经营秩序。

庆华集团实施
“暖心”举措保生产

本报2月23日讯 （记者 宋爽）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内蒙古出入境边
防检查总站第一时间发出“献爱心、援
战‘疫’”捐赠倡议，全体民警积极响应，
主动伸出援助之手，截至2月19日，累
计捐赠105.86万余元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内蒙

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严格贯彻自治
区党委政府和国家移民管理局工作部
署，第一时间响应，高度重视、勇于担
当。5000 余名民警始终坚守北疆国
门口岸和边境地区防控一线，确保国
门口岸安全畅通，助力防疫物资快速
高效通关，全力做好边境辖区疫情防
控工作。

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
民警捐款105.86万余元

助力疫情防控

本报赤峰2月23日电 （记者 徐
永升 实习生 刘晓冉）2月22日，来
到赤峰市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开发试
验区，原来寂静的街路又响起了车辆
的鸣笛声。在赤峰天华机械有限责任
公司，车间的3条生产线已全部复工生
产。这家以机械加工、矿山机械配件
制造为主的企业，每年能产钢球2000
吨、衬板3000吨、钢轮4000套。

经济转型开发试验区副主任隋玉
峰，是区里派驻到企业的疫情防控指导服
务工作组组长。他一边查看生产线的运
转情况，一边询问企业疫情防控情况。“现
在企业的防疫物资够不够？工人的上岗
情况怎么样？”企业副总经理张建广介绍，
现在企业准备了4000只防护口罩，200
只防毒口罩，100公斤医用消毒酒精，
300副橡胶手套，基本能满足生产需要，
生产线上的70名工人已全部返岗上班，
进入了满负荷生产状态。

向企业派驻疫情防控指导服务工作
组，是元宝山区推动工业企业复工复产
的重要举措。如今，元宝山区像隋玉峰
一样的复工复产工业企业疫情防控指导
员就有100多个，这些指导员分23个工

作小组，派驻到各企业，督促企业严格落
实防疫措施，实现安全生产。工作组的
主要职责是指导企业制定和落实疫情防
控预案，建立疫情防控的快速反应机制；
督促企业强化生产车间、办公场所、食堂
及休闲活动场所的防控防疫工作，落实
疫情防控物资的供应保障；指导企业与
疾控部门和重点医院建立沟通协调机
制；推动企业全面抓好疫情防控重点环
节，助力企业疫情防控期间复产复工
的顺利开展。

隋玉峰介绍，工作组重点指导企
业做好“一方案、一名册、一承诺”的复
产复工准备工作，即企业要有疫情防
控方案、有务工人员名册、有疫情防控
承诺书，同时要随时了解掌握企业生
产中的困难和关键问题，及时向有关
部门反映，并努力帮助协调解决，全力
做好为企业服务的一切工作。

据了解，春节期间，元宝山区有14
家工业企业未停产，疫情防控期间先
后有15家工业企业复产复工。截至2
月22日共有29家企业在产，其中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22家，占全区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的54%。

元宝山区派驻指导组
助企业恢复生产

中欧班列在车站卸货。

做好复课准备

张晓慧（中）在观察病房给护理人员讲防护要点。

抗疫英雄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