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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机关报

内蒙古日报客户端

要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好经济
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关系，
努力探索出一条符合战略定位、体现
内蒙古特色，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截至2020年3月28日7时

内蒙古累计报告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9例 疑似11例
3 月 28 日，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发布消息：

□本报记者 张文强

新增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2 例、疑似病例 2 例。其中，3 月 25 日乘坐 CA856（伦敦-北京）航班分流到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的
新冠肺炎疑似病例，按照对入境人员新冠肺炎防控的相关要求进行了排查，3 月 27 日经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两级专家会诊，诊断为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3 月 26 日乘坐航班 CA934（巴黎-北京）分流到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的新冠肺炎疑似病例，按照对入境人员新冠肺炎防控的相
关要求进行了排查，经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两级专家会诊，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新闻发布 ■详见第 3 版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第54次新闻发布
就疫情防控保供稳价和应急物资保障、全面推进粮油企业复工复产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 刘向平 实习生 贾婷婷

3 月 25 日，包头市稀土高新区威
丰稀土电磁材料公司生产车间内，灯
光通明，机声隆隆。纵剪生产线上，技
术工人黄龙一边熟练地操控设备按
钮，一边检视着正在生产的硅钢卷。

这批牌号 120、宽度 1180mm 的
硅钢卷，经过流水线封装打包后，即将
发往全国各地。

“这个总投资 8 亿元、年产 10 万吨
高磁感冷轧取向硅钢项目一期工程已
经建成，二期也进入设备安装调试阶
段。届时，企业将成为全国最大的取
向硅钢生产民营企业。”总经理助理张
力钧说。

在包头，威丰稀土电磁材料公司
高磁感取向硅钢项目的实施，不仅让
自身产品实现了质的跨越，也倒逼供

应商包钢集团生产的钢材提档升级。
在项目建设中，威丰电磁院士专家团
队与包钢集团共同研发出符合生产需
要的钢材，并实现了量产。

记者又来到包头震雄铜业公司生
产车间，看到 300 余台拉丝机、400 余
名工人正在有序作业。“我们春节期间
没有停产，随着疫情的好转，目前 90%
的工人已经到岗，产能恢复基本达到
100%。”总经理杨崇伟欣喜地告诉记
者，目前，来自华北、华东、西北等地区
的订单已经陆续发货，二三月份的生
产产值实现了逆势增长。

据了解，包头震雄铜业公司总投
资 10 亿元的 10 万吨铜拉丝项目，一期
工程已经建成投产，二期年产 10 万吨
连铸连轧铜杆及铜导体深加工升级改
造项目也进入调试阶段，将于近期试
生产。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将形成
从铜冶炼到铜导体深加工产业链，实

现年产值 100 亿元，市场占有率也将
从原来的 30%提高到 45%。

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响应级别调
整以来，稀土高新区提前谋划、主动作
为，按照“领导包联、分级负责、部门联
动、阶梯推进”的总要求，重点对投资亿
元以上的促转型、补短板、利长远、带动
强的重大项目，由党工委、管委会领导牵
头，形成“一个项目、一位领导、一个部
门、一个联络人、一套方案”的“五个一”
工作机制，全力推进今年 80个、总投资
594.2 亿元的重大项目建设，切实解决
企业面临的困难，力争项目如期落地。

目前，总投资 3 亿元的新雨稀土
年产 3000 吨高纯稀土合金、总投资 3
亿元的金山磁材年产 5000 吨高性能
耐腐蚀钕铁硼电机磁钢、总投资 1.3 亿
元的英思特稀磁 A 系 3C 系列产品磁
材生产基地等 23 个项目，均已进入生
产线主体厂房建设以及设备安装调试

阶段，将于年内陆续竣工投产。
与此同时，稀土高新区将项目建

设拉出月度推进时间表，严格落实月
调度、季分析、半年总结、年终考核和
重大问题随时报告制度。深化“拿地
即开工”改革试点，采取网上办、预约
办、快递办、自助办等多种形式，加快
项目前期手续办理，确保项目审批效
率提高 60%以上。

数据显示，稀土高新区 102 家规
模以上企业中，已开复工的 101 家，达
到 99%。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基础设施、
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生态环境、教育
医疗等领域，创新招商引资方式，动态
谋划储备一批高质量项目，形成‘谋划
一批、储备一批、建设一批、竣工投产
一批'的良性循环，力争把疫情带来的
影响降到最低。”稀土高新区管委会
主任邬军军说。

稀土高新区吹响重点项目复工复产“集结号”

本报呼和浩特 3 月 28 日讯 （记
者 皇甫秀玲）人勤春来早，复产复工
忙。当前，呼和浩特赛罕区一手抓战

“疫”，一手抓发展，全区工业、农业以
及 服 务 业 纷 纷 摁 下 复 工 复 产“ 快 进
键”，到处呈现出勃勃生机。

走进中环光伏材料产业基地，工
人们在生产线上来回穿梭，正在抓紧
时间全力完成订单。“请配合测量一
下体温，双手伸出来进行消毒⋯⋯”
在企业入口处，倒班的工人们刷卡入
厂，保安认真对入场人员核验信息、
测量体温⋯⋯

中环光伏材料产业基地总经理马
利告诉记者，在保生产、稳生产的前提
下，尽量减少员工数量，园区白班员工

从原来的 1 万多人减少到不足 1400
人。为了确保员工安全上岗、安心在
岗，保稳定促发展，中环产业基地成立
了园区应急指挥中心，并在园区内设
置党员先锋岗，划分了 76 个网格，实
施网格化管理，将人员控制在最小范
围内流动。

复岗员工就餐，由过去集中就餐改
为分餐制和小范围配餐制，就餐人数不
得超过 30人，将盒饭送到各自岗位上，
最大程度上避免交叉感染的风险。

另外，赛罕区委、区政府全力支持
帮助协调，为企业解决了一批口罩和
消毒液等防疫物资，保证了日常工作
及餐饮环境的消杀不间断。从 2 月 29
日开始，中环光伏材料产业基地的所

有员工逐渐开始返厂，到 3 月 25 日，整
个园区已全部恢复正常生产。

来到赛罕区金桥电子商务产业园，
只见员工们依次扫码登记、测温、消毒
进入园内。该产业园管委会主任奥云
介绍说：“我们园区复工不是‘齐头并
进’，员工复工需要在线上预约，管理人
员对员工的轨迹行程进行审核通过后
列入园区入园白名单，并进行线上登
录，核实本人信息及身体状况后，方可
入园。园区入驻企业有 179家，考虑到
园区属于人员密度较大的公共办公区
域，为保障复工人员安全，管委会采取

‘一批优先，一批有序，一批暂缓’，安全
有序推进整个园区复工复产”。

2019 年，赛罕区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总产值占全市总量的 35%，抓好赛
罕区工业企业复工复产，对全市经济发
展至关重要。为帮助企业尽快复工复
产，赛罕区委、区政府全体班子成员深
入 31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包联工
作，督促指导企业落实“一企一策”，积
极协助企业解决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
中出现的问题，做到战“役”、复工两手
抓、两不误。截至目前，赛罕区规模上
工业企业已全部复工，复工率100%。

赛罕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100%

本报鄂尔多斯 3 月 28 日电 （记
者 戴宏）3 月 28 日，自治区党委副书
记、自治区主席布小林来到鄂尔多斯
市，慰问正在当地休整的我区援鄂医
护人员，调研开学复课准备工作。

截至 3 月 27 日，我区已有 4 支援
鄂医疗队、2 支援鄂救护转运队和前方
指挥部共计 572 人从湖北省返回，均
在鄂尔多斯市休整。布小林与援鄂医
护人员视频连线，向大家致以崇高的
敬意和诚挚的问候。“看到大家很高
兴、很激动，向大家致敬。”她动情地
说，“在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时候，你们
主动请战、奋勇向前，顽强拼搏、舍生
忘死，不辱使命、不负重托，代表内蒙
古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全区 2500 多万
各族人民衷心感谢你们。希望大家安
心休整，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返回工作
岗位，再立新功。”她还详细询问医疗
队员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叮嘱当地热
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连线中，医护

人员代表侯明星、王彦介绍了在湖北
期间开展工作、救治患者情况。

全区高三、初三年级即将开学复
课。冒着飘舞的雪花，布小林来到东
胜区东联现代高级中学，亲自测试体
温监测设备，到留观室、教室、自修室、
学生宿舍、餐厅等场所仔细察看，详细
了解开学复课准备、防控措施落实、应
急处置以及防疫物资配备等情况。她
强调，做好校园疫情防控、安全有序开
学复课，关系到每个学生的健康成长，
牵动着每个家长的心。各级教育主管
部门和学校要以对学生负责、对家长
负责、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周密部
署落实防控措施，严格落实属地责任，
确保师生健康、教学有序、校园平安。

调研期间，布小林还听取了鄂尔
多斯市开展煤炭资源领域违法违规专
项整治工作汇报。

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
研。

布小林到鄂尔多斯市慰问我区援鄂医护人员
调研开学复课准备工作

本 报 通 辽 3 月 28 日 电 （记 者
郭洪申）3 月 26 日零点，通辽机场新飞
行程序、新航行情报数据正式生效。
当日上午，随着国航 1687 航班 B737-
800 机型飞机首次安全降落通辽机场，
标志着通辽机场跑道延长段、新建联
络道、新建机坪转场成功，也标志着通
辽市“十三五”重点基础建设项目之一
的通辽机场飞行区改扩建项目主体工
程正式投产。该项目是通辽市复工复
产以来首个完工投产的重点基础建设
项目。

据了解，通辽机场飞行区改扩建
工程是“十三五”期间，通辽市推进战
略级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和改善地方
交通物流方式，发展和活跃地方经济，
打造“一带一路”草原名城的一项重大
举措。该项目于 2016 年被列为内蒙
古自治区、通辽市和民航机场建设“十
三五”重点项目。项目于去年 7 月开工
建设，同年 11 月完成项目主体工程部

分，12 月通过工程竣工验收和行业验
收，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该
项目于 3 月初开始复工，重点筹备项目
投产准备工作。为确保防疫、复工“两
不误”，通辽机场认真对照《民航建设
工程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技术指南》要
求，仔细梳理工程复工各环节，明确疫
情防控关键点，部署落实多项疫情防
控硬核举措，第一时间按下扩建工程
复工键，并实现疫情防控“零报告”，工
程进度“零偏差”。

此次飞行区改扩建是通辽机场建
站以来投入规模最大的一次改扩建，机
场跑道总长度由 2400 米延长至 2700
米，C 类以上停机位增至 10 个，新增垂
直联络道 1条、新建航管楼及塔台 1座，
同步配套建设了消防、通导、气象、空管
等设施设备。有效解决了制约机场发
展的关键瓶颈问题。项目正式启用投
产后，通辽机场的通航能力和安全服务
保障能力都将跃上一个新台阶。

通辽机场飞行区改扩建项目主体工程正式投产

□本报记者 刘春

3 月 27 日，第三批撤离湖北省的
内蒙古医疗队员抵达鄂尔多斯市。目
前，仍有 277 名内蒙古勇士战斗在荆
楚，为湖北省“抗疫战争”的最后胜利
倾力拼杀。

1 月 28 日，内蒙古自治区对口支
援湖北省医疗队第一批 141 名队员白
衣执甲，逆行出征，千里驰援湖北省荆
门市。此后，我区先后选派 849 名勇
士，同湖北省人民一道，打响了抗击疫
情的阻击战。

截至 3 月 18 日，内蒙古医疗队在
湖北省累计救治患者 2553 人，治愈出
院 1843 人。

勇士出征
人们无法忘记，在呼和浩特市白塔

机场，一批批英雄集结出征的感人场面。

国家有难，白衣天使挺身而出，勇
敢出征。他们当中，有抗击非典的“老
兵”，“国家召唤，舍我其谁？”；他们当
中，有人主动中断婚假，共赴国难；他
们当中，有“玩着抖音、刷着 B 站”的 90
后；他们当中，还有瞒着家人，面对媒
体不敢露出面容的“匿形者”⋯⋯

疫情汹汹，这群原本平凡的医务
工作者，脱下白衣，换上战袍，成为一
名冲锋陷阵的“战士”。告别家人时，
有的人说：“对不起爸爸妈妈，胜利了
我会回来尽孝”；有的人说：“待平安归
来，我们一起过平凡人的小日子”；有
的人说：“我一回来，咱们就结婚”⋯⋯

送行的场面，深情而悲壮。他们
的勇敢担当和义无反顾，赢得了全社
会的极大尊重，内蒙古用尽可能多的
方式，尽可能高的规格，表达着对他们
的敬重之情。

医疗队成员列队进入候机室。再

走一步，就要踏上“战车”了，一双双流
过泪水的眼睛更加明亮，一颗颗奔赴
国难的赤子之心更加坚强，一个个即
将拿起“武器”的战士更加勇敢⋯⋯

在飞往武汉的航班上。已经含泪播
报过几次的机长，又一次含着送别的眼
泪，哽咽地播报：“⋯⋯还有30分钟，我们
就到达武汉天河机场了，请你们务必照
顾好自己，千言万语，只希望你们早日凯
旋，春暖花开时，我们接你们回家！”

飞机平稳地降落在武汉市天河机
场。玄窗外，机场显得冷冷清清，没有飞
机起落。这座机场，在 2019 年 1 月 24
日，曾首次突破600架次起降大关，打破
了启用24年来最高纪录。如今，却因为
疫情，除了运送物资和前来支援的医护
人员，已经没有飞机起降、没有乘客了。

在机场，139 名战友各自乘坐大
巴车，赶往真正的“阵地”：47 名队员
赶往钟祥市，37 名队员赶往京山市，

29 名队员赶往沙洋县，20 名队员赶往
荆门市，6 名队员赶往屈家岭管理区。

湖北鏖兵
生命的仪器在滴答作响，生死的

良方在谨慎酝酿。
在钟祥同仁医院 ICU 病房。一名

54 岁危重女患者情绪紧张，出现人机
对抗。内蒙古医疗队医生朱淑芬一边
调试着呼吸机，一边缓和患者的情绪：

“我是内蒙古来的重症科专家，你的情
况非常正常，不要紧张，按照我的要求
做⋯⋯”在护目镜后沉静的眼神里，女
患者读懂了什么是必胜的信念。

在武汉市优抚医院，白衣天使在
守护着病人。他们背后，有一群 70 后
主班护士，戴着帽子，捂着口罩，穿着
防护服，小心翼翼地在为他们做着院
感防控，防护服上写着她们的名字云
妙珍、孟宪峰、马改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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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 疫 ”湖 北 爱 无 疆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系列综述（三）

本报 3 月 28 日讯 （记者 张文
强）我区自 3 月 20 日启动首都机场部
分国际航班分流到呼和浩特白塔国际
机场工作，至 3 月 27 日已完成 11 架次
航班、2539 名旅客的分流任务。

3 月 17 日，接到首都机场部分国
际航班分流到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
的通知后，自治区党委、政府站在“两
个维护”高度，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
院部署，严格落实联防联控机制，第一
时间进行了统筹部署。

为切实做好分流航班处置工作，
自治区成立了由自治区副主席欧阳晓
晖任总指挥、公安厅厅长衡晓帆任副
总指挥的前线指挥部，制定了应对处
置总体方案和若干分方案，明确了各
环节工作流程、标准要求，开展了两次
全院、全流程、全要素演练，建立了日
会商、日调度、日复盘制度。

此外，在原有 8 个职能组的基础
上，指挥部又成立了两个由公安、海关、
边检、机场和呼和浩特市等相关部门、
地区组成的“现场指挥五人小组”，负责
航班处置保障具体指挥工作，呼和浩特

市政府派出 3 名副市长直接参与指挥
部工作，有力提升了现场调度效率。

据介绍，针对发热、咳嗽等存在异
常状况的乘客，经应急出口直接上救
护车转运至定点收治医院进行留观排
查。经医学检测和专家会诊后的确诊
病例和疑似病例则由救护车转运至内
蒙古第四医院进行隔离救治。

其他无发热、咳嗽等症状的乘客
下飞机后，经专用通道至机场指定地
点进行测量体温、采血取样、流行病学
调查，之后统一乘坐大巴到指定酒店
进行集中医学观察。

在酒店进行隔离医学观察的乘客
实行封闭式管理，活动范围只限房间，
一日三餐由专人取送，每天由专门的
医护人员为其测量 2 次体温，第 12 天
还要为其进行一次核酸检测。期间，
如发现乘客有异常症状，将被送往指
定医院进行进一步核查。

“对于首都机场分流呼和浩特航
班的旅客，我们全程实行‘闭环式管
理’，敬请市民放心。”呼和浩特市副市
长、公安局局长傅彬表示。

全程“闭环式管理”，敬请市民放心！

指挥部工作人员介绍“闭环式管理”具体情况。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于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