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我区从1月28日开始，先后派出包括医
护人员、疾控工作人员等在内的800多名工作人员驰援湖北。
他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不畏艰险、挺身而出，带着必胜的信心和决心，用

实际行动诠释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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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呼和浩特3月12日讯 （记
者 郑学良）“清明节快到了，我们创
新火灾防控方法，在大青山前坡坟地
集中区域设置了 100 余个祭祀焚烧
桶，引导居民定点焚烧，杜绝坟头烧
纸现象，降低火灾发生率。”内蒙古大
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青山管理
站站长、土默特左旗林业总场场长陈
如告诉记者。

呼和浩特市土左旗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同时，突出重点区域，加强监测预
警，严把火源管控，在宣传、管理、培
训、防控4点发力，创新森林防灭火举
措，守护青山。

该旗大青山林场依托现有宣传手

段，通过流动宣传车、手持大喇叭、站
点扩音器等方式不间断播放森林防火
倡议书，以悬挂宣传条幅、树立宣传彩
旗、发放宣传单的方式，普及森林草原
防火法律法规和安全扑火常识。管护
人员还把以护林防火为主题的剪纸送
去居民家中，营造浓厚的防火氛围。

把火源管理作为森林防火预防
的工作核心，制定森林防火方案、火
灾应急预案，并通过与村委会签订防
火责任状，层层压实责任，层层落实

任务。各管护站、检查点全部放杆设
卡，严管严查。针对疫情期间防火卡
点也是防疫卡点的特殊情况，向各支
叉线、山沟、河槽延伸，把责任细化量
化到人头、地块、路段，切实做到横向
到边、纵向到底。

同时，成立防火工作督查组，紧紧
抓住“管林、管火、管人”关键环节，对大
青山前坡森林防火准备工作开展情况
进行检查督导、明察暗访。对督察发现
的问题，及时进行反馈整改，对落实防

火管控工作任务不力人员严肃问责。
加强实战演练，发挥各方优势，强

化协同配合，形成整体合力。防火办
各防火管护站、扑火队分别成立了业
务知识、技能培训指导组，并通过电
话、微信等手段进行学习交流、指导；
组织护林防火半专业扑火队开展防火
演练，依靠“三早”（早发现、早出动、早
扑灭）和“五快”（集结快、出动快、扑救
快、清理快、转场快），以“打早、打小、
打了”为目标，采取互动式教学，对疫
情防控知识、扑救森林火灾基本办法、
体能训练、灭火机具使用基本方法等
项目开展集中培训，提升队员的组织
协调能力和扑火应急能力。

“ 4 点 发 力 ”防 火 护 青 山

□本报记者 郑学良

“你的住院材料已经获批，可以办
理结账了。”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医
保局田新宇通过自治区社会保险信息
管理系统内网审批后，又通过电话告
知九强机械的员工云保圆。

一部手机、一台笔记本电脑、无
限流量，党员田新宇在社区疫情卡点
开启全新工作模式。

“对于患大病的职工，住院需要
花费大笔费用，我们要在网上审批医
院发回来的报销清单，通过审核后，

他们就能办理医疗报销。如果我们
的工作不到位，就会耽误大家，看病、
住院、入险、报销的事是不能等的。”
田新宇告诉记者。

疫情大考，主要在基层，难在基
层。田新宇在坚守基层防控疫情第一
线的同时，将便民服务窗口搬到了临时
彩钢房——社区疫情防控卡点上，真正
实现了疫情防控和便民服务两不误，防
控点变身成为民服务的办事“窗口”。

截至目前，田新宇共为100多家
单位、企业办理了医疗保险，审批大
型材料20余次，为群众提供各类服
务事项20多件。

防控卡点变身记

本报 3月 12日讯 （记者 张文
强）日前，为有效防止疫情输入，自治区
新冠肺炎防控工作指挥部医疗防控组
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切实做好境外来我
区人员的核酸检测工作。

通知明确，凡从境外来我区（回区）
人员，所有途经武汉市及周边地区或境
内其他有病例报告社区的境外来我区
（回区）人员，现正在进行隔离医学观察
的、未做过核酸检测的境外来我区（回
区）人员，都要进行核酸检测。

以上人员在结束医学观察前进行核

酸检测，如检测结果为阴性且无发热、咳
嗽等异常反应者可如期解除医学观察；
如检测结果为阳性，按有关规定办理。

通知要求，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要高度重视境外来我区（回区）人员的
核酸检测工作，主动与当地指挥部汇报
并积极开展此项工作。督促当地疾控
机构按要求做好检测工作，检测情况报
自治区综合疾控中心。要积极协助有
关部门和机构做好境外来我区（回区）
人员的医学观察工作，并做好汇总和报
送工作。

切实做好境外来我区人员的
核酸检测工作

战疫情保六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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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洪申

在通辽市开鲁县就业局门口，
工作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为前往天
津富士达科技公司的务工人员量体
温、发口罩、消毒，这也是该县对
外输出的第26批务工人员。工作人
员为他们准备了面包、水等物品。
开鲁县小街基镇兴隆堡村村民邹继
刚兴奋地说：“这次通过开鲁县就业
局介绍，我决定去天津的自行车厂
打工，月工资四五千元，包吃包
住，还有大巴车免费接送，条件很
不错，等我安顿好了再把媳妇接过
去一起干。”

为确保农牧民工安全复工返
岗、有序流动、稳妥就业，开鲁县
建立了农牧民工返岗复工“点对
点”用工对接服务机制，采取“一
企一策”方式做好用工保障服务工
作。积极与各地复工企业确定用工
人数及时间，利用快手、微信等平
台，及时发布用工信息，打造“就
业服务不打烊、网上招聘不停歇”
的全天候线上服务模式。在包车运

输过程中，严格按照载客人数50%
控制客座率，落实务工人员全程佩
戴口罩、防疫人员全程跟车监测等
措施。组织驾驶员接受专门培训，
定时对车辆进行通风和消毒处理，
切实加强疫情防控。

开鲁县就业局局长李晓峰介
绍：“根据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现状，
开鲁县就业局高度重视农牧民工返
岗复工‘点对点’服务保障工作，
由 县 人 社 局 牵 头 协 调 公 安 、 交
通、卫健委和企业，精准摸排农
牧 民 工 返 岗 需 求 和 企 业 用 工 需
求，组织开展对用工集中地区和
集中企业‘点对点’的农民工专
车运输服务，保障成规模、成批
次外出农牧民工安全有序返岗复
工，认真做好输入地和输出地有
序有效对接。”

截至目前，开鲁县已为县内外
26家重点企业招工950人，通过组
织专车和购买火车票的方式输送外
出务工人员 794人，通过线上招聘
为县内 12 家企业招聘务工人 156
人，切实为招聘企业和外出务工人
员搭建起了高效、便捷的平台。

开鲁县：
招工服务“点对点”

本报3月12日讯 （记者 阿妮
尔） 据呼和浩特海关统计，1—2月自
治区外贸进出口171.5亿元人民币，同
比 （下同）增长2.9%，同期全国外贸
下降9.6%。其中，出口45.9亿元，下
降 21.9% ； 进 口 125.6 亿 元 ， 增 长
16.3%。

1—2月，蒙、俄为主要贸易伙伴
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小幅增长。对蒙古国进出口 33.4 亿
元，下降 19.6％；对俄罗斯进出口
25.8 亿元，下降 20.1％。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外贸进出口 86.1 亿元，
下降 16.3%。同期，对新西兰进出口
15.8亿元，增长57.5%；对澳大利亚进
出口 13.4 亿元，增长 15.7%；对美国
进出口7.4亿元，增长24%。

民营企业为主力军，国有企业快
速增长。民营企业进出口111.1亿元，
下降 1.5%；国有企业进出口 47.2 亿
元，增长10.6％。同期，外商投资企
业进出口12.6亿元，增长18.3％。

一般贸易比重提升，贸易结构不
断优化。一般贸易进出口126.1亿元，
增长 18.8%，占同期自治区外贸值

73.5%，较去年提高9.9个百分点。同
期，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 32.5 亿元，
下降 18.6%；保税监管场所进出境货
物8.6亿元，下降38.2%；加工贸易进
出口2.4亿元，下降58.4%。

呼和浩特市外贸值30.9亿元、增
长 27.7%，二连浩特市外贸值 30.2 亿
元、增长 1.1 倍，巴彦淖尔市外贸值
26.8亿元、下降29.5%，三者占同期自
治区外贸值的51.2%。

主要出口商品降幅明显，其中出
口农产品8.9亿元，下降14.4%；出口
钢材7.4亿元，下降38.2%；出口高新
技术产品5.2亿元，下降46.1%。进口
以资源性商品为主，其中进口农产品
21.8 亿元，增长 22.8%；进口煤 17.3
亿元，下降25.2%；进口木材及其制品
10.5亿元，下降33.2%。

呼和浩特海关分析认为，国家
和自治区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稳外贸
的政策措施，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
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以
及各项政策措施逐步落实，自治区
外贸进出口正逐步回归正常的发展
轨道。

前2个月自治区外贸进出口额
171.5亿元 逆势增长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