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实习生 赵洹

黑红的脸庞、简单的马尾辫、黑色运
动鞋上沾满泥土……日前，见到兴安盟
突泉县永安镇扶贫办主任姜中秋时，她刚
下乡摸排走访了庭院经济户落实情况，又
匆匆忙忙回到镇里整理扶贫材料。

“为了脱贫摘帽，也顾不上梳洗打
扮了。”姜中秋笑着说：“只要老百姓的
日子红红火火，我们扶贫女干部的脸
晒黑了也没事。”

自 3 年前成为一名扶贫干部至
今，脱贫攻坚工作几乎成了姜中秋生
活的全部。

一部24小时开机的手机，即使已
经变得卡顿，里面的扶贫信息却从来
不敢删除。两把随身携带的钥匙，每
天迎着朝霞打开办公室的门，开始一

天的忙碌，直至深夜，拖着疲惫打开宿
舍门，躺到床上还在思考未完成的任
务。“我还好”“你们呢”“这周加班，不
回去了”3句日常问候，是姜中秋周末
忙到回不去家的写照。

脱贫攻坚，乡村两级是“主阵地”，
乡镇扶贫干部是“排头兵”。面对扶贫
工作纷繁复杂的任务，姜中秋耐住性
子，细致学习研读各级脱贫攻坚工作
方针、政策，多次在镇召开的各类动员
推进会上做布置工作，准确传达上级
工作要求。加班加点辅助扶贫分管领
导制定全镇扶贫工作规划，做好扶贫
资料汇总、更新完善扶贫档案，严格扶
贫监测、统计、宣传、信息交流工作。

“秋姐说，既然这个担子由她来挑，
就不能辜负组织的信任。为了健全全镇
贫困户一户一档扶贫档案资料，秋姐靠止
痛贴坚守了3个月，大家伙儿在她的带领
下工作更努力了。”同事何红颖平价说。

永德村未脱贫户靖国才2019年
突遇重大车祸，卧床不起，妻子必须
人不离身的照看，而年幼的儿子正上
初中，由于意外事故医疗费用较高，
有返贫风险，2019年末被识别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姜中秋多次入户走访，
掌握最真实的贫困状况、分析脱贫退
出的难点短板。根据靖国才养殖意
愿，除产业奖补资金支持外，姜中秋
还积极为他们家协调了三阳牧业有
限公司的企业帮扶。

乡镇扶贫办工作虽杂必实，开展扶
贫工作以来，姜中秋始终恪守把贫困户
的事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在行动上
的初衷，夯实督导责任，严抓细节，纵深
推进，确保产业施策、危房改造、健康扶
贫、教育扶贫、政策兜底、京蒙帮扶、致
富带头人以先富带后富充分落地落实。

“我们村特别欢迎小姜来，有疑难问
题都找她，每次来帮忙修改过的档案都很

完善。”永久村驻村第一书记肖艳军说。
在工作中，姜中秋还积极发挥“救

火排头兵”作用，打主动仗。协助村
“两委”和驻村工作队细化工作开展，
帮助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开发性的生
产建设和产业发展，指导帮助贫困村
组，以资源开发为基础，积极调整产业
结构，开展多种经营，增加农民收入，
加快脱贫步伐。并以扶贫全局工作情
况为衡量标准，及时协助完善村级档
案管理和迎检材料，培训村“两委”和
驻村工作队自查和迎检应对能力，做
好成效考评和“回头看”工作，坚决走
好脱贫攻坚工作“最后一公里”。

忠于选择，无怨无悔，扶贫工作使
姜中秋在担当和使命中成长。她以包
容面对不理解与抱怨，以舍得的豁达
态度面对困难与烦恼，以强大的精神
力量坚决打好“第二个家”的脱贫攻坚
战，为老百姓幸福生活踏实努力。

姜中秋：扶贫路上的巾帼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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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11月1日7时

内蒙古现有境外输入确诊病例20例

11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发布消息：

□本报记者 张文强

10月31日7时至11月1日7时，内蒙古报告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3例、治愈出院2例（均由首都机场国际航班分流至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
场）。

截至11月1日7时，现有境外输入确诊病例20例，均在定点医院隔离
治疗，所有密切接触者均在指定场所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全程实行闭
环管理，严防疫情扩散蔓延。

截至10月31日24时，内蒙古报告无症状感染者0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本报记者 郑学良 实习生 张晓琴

俯瞰浑河，一湾清水宛如蓝色丝
带；漫步石咀子河畔，野鸭、天鹅戏碧
波；驻足古力半几河，水光潋滟韵味盎
然……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积极推动
“河长制”从全面建立到全面见效，从有
名到有实，全县河湖面貌明显改善，水
环境质量持续提升，“河畅、水清、岸绿、
景美”的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落实河长制，和林县不喊口号，而
是抓落实。

针对河湖突出问题，和林县以保护
水资源、防治水污染、改善水环境、修复
水生态为主要任务，坚持因河施策，一
河一策，为全县河湖治理实现“长治久
清”打下了坚实基础。

推进水系治理规划引领。按照一
河一策原则，分析各流域突出水问题的
成因，进一步明晰河湖水质管控责任，
将河流断面水质监管责任细化，对浑河
流域二道边水文站和林格尔县入口、樊

家十五号村段和林格尔县出口，什拉乌
素河和林格尔县中二十家村段断面水
质数据按月进行监测，并通过数据分析
研判，定期通报。

推进河湖清“四乱”工作。制定了
《和林格尔县2020年河湖管理保护“春
季”行动方案》，开展河湖管理保护“春
季”行动大排查、大整治，针对排查摸底
发现的问题，开展联合执法、督导检查，
进行集中整治。截至目前，专项整治出
动72人次，累计巡查河道234公里。

推进河道违法采砂治理。组织查
处违法采砂等各类侵害河道的违法行
为，对和林县浑河和林段拆除采砂户6
户，出动执法人员140人次，联合执法
次数2次；浑河大红城乡段处治乱采、
乱挖砂15处，出动执法人员62人次，联
合执法次数5次。

推进实施一案两清单机制。水务
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加强协作，
不断完善线索通报、案件移送、公益诉
讼、资源共享和信息发布等工作机制。
扎实做好司法保障相关工作，对巡查中
发现的问题及自行发现的问题发出公
益诉讼前检察建议，督促相关单位认真
整改。

绕城而流的宝贝河，赋予了和林县
更多的灵动和活力。

“我在这儿住了30年，看着河水一
天天清爽起来。”70岁的张红兵每天都
要到宝贝河畔走一走。

勤于耕耘，必有收获。在打赢碧水
攻坚战中，和林县着力打造“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休闲旅游文
化带，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让

人民群众拥有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
和林县聚焦水环境源头治理与修

复，着力推进林业补绿增绿等水生态修
复与保护工作。深入实施天然林保护、
退耕还林、封山育林、水土保持等重点
工程，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与此同时，水环境治理、水土流失治
理等工作得到稳步推进：加快落实“水十
条”，整合农业面源、工业企业、城镇生
活、畜禽养殖等污染防治工作，打造立体
水污染防治网，建立了村收集、乡转运、
县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体系。

“我们要咬定维护河湖健康生命这
一目标，抓住党政领导负责制这个关
键，突出以问题为导向这个根本，切实
强化流域污染防治，全面提升环境监管
能力，更大力度推动‘河长制’加快走向

‘河长治’，让生态优势持续释放造福于
民的生态红利。”张永文说。

截至目前，和林县 182 名各级河
长、38名义务巡河员、16名河道保洁员

“走马上任”，开展河湖巡查、管护、调研
等工作，实现全县流域面积30平方公
里以上的38条河流全覆盖。

和林县：用好“河长制”做活“水文章”
本报11月1日讯 （记者 霍晓

庆）为探索医疗服务价格优化，支持医
疗技术进步，为人民群众提供更有价
值、更高效率的医疗服务，近日，自治
区医保局下发《关于做好医疗服务价
格动态调整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
到 2022 年底，我区初步建立起自治
区统一指导、各盟市组织推进、试点
医疗机构探索创新的医疗服务价格
动态调整机制。到 2025 年，基本形
成机制科学、地区平衡、结构优化、价
格合理的医疗服务价格动态管理新
格局。

据了解，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
机制主要包括统一规范调价路径、综
合设置启动条件、定期开展调价评
估、合理测算调价空间、优化选择调
价项目、科学制定调价方案等内容。
各盟市要按照“设置启动条件、评估
触发实施、有升有降调价、医保支付
衔接、跟踪监测考核”的基本路径，整

体设计本地区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
整机制，在定价权限范围内，按照机
制实施调价。

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包括价格
上调和价格下调两种方式。医疗服务
价格下调以现行医疗服务价格存在明
显不合理因素为前提，鼓励医疗机构
主动对不合理的医疗服务价格申请下
调。医疗服务价格上调应综合考虑本
地区上一年度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医
疗机构运行状况、医保基金承受能力、
患者医疗费用负担、医疗服务成本变
化等多种因素。原则上，至少同时满
足医药卫生费用增长幅度低于地区生
产总值增长幅度、医保统筹基金累计
结余可支付月数不少于9个月、统筹地
区住院医保次均费用低于全区住院医
保次均费用平均数以下、调价整体上
不增加患者个人医药费用负担这4个
条件，方可启动地区医疗服务价格上
调工作。

到2022年底我区初步建立
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

本报 11 月 1 日讯 （记者 柴思
源 王磊）11月 1日，由自治区文旅厅
主办、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承办的首届
内蒙古民间舞蹈大赛在内蒙古民族艺术
剧院音乐厅开赛。

在大赛的舞台上，再现蒙古民族祭
祀场面的舞蹈神秘震撼；传统舞蹈萨吾
尔登、安代、哲仁嘿、幺呼尔悉数亮相；恢
复、学演的本地域特色经典舞蹈也以不同
的表达方式呈现。大赛共收到近300部
作品报名参赛，经专家评审委员会初审，
有100部作品入围决赛。大赛分为专业
组和非专业组。专业组参赛的有艺术院
团、艺术院校及乌兰牧骑；非专业组参赛
的有自治区各级群艺馆、文化馆、街道、社
区、农林牧区、企事业单位的民间团体和
个人。大赛邀请国内舞蹈界知名艺术家、
专家学者担任评委，多角度、全方位考察
参赛作品的创作和表演艺术水平。

据了解，此次大赛为期7天，旨在传
承发展我区优秀民间舞蹈艺术，通过赛
事加强保护、规范传承，全面激发社会活
力，引导、鼓励创排出更多更好优秀舞蹈
作品，培养和发掘创作、表演人才，使我
区民间舞蹈不断焕发生机活力，促进内
蒙古民间舞蹈艺术健康发展。

首届内蒙古
民间舞蹈大赛开赛

本报巴彦淖尔11月1日电 （记
者 韩继旺）记者近日从正在巴彦淖
尔市进行石油地质勘探的中国石油华
北油田巴彦勘探开发分公司了解到，
该公司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八一乡部
署钻探的风险探井临华1X井自10月
20日开始试油，自喷日产305.76立方
米高产油流，标志着河套盆地风险勘
探获得重大突破。

这口风险探井于 2019年 12月 4
日开始启动钻井运行，2020年8月10
日完井，共计钻井3428个小时。钻探

过程中，由于井深高、井眼尺寸大，导
致深部定向困难、施工情况复杂、卡钻
事故易发等技术难题，勘探开发分公
司与施工单位协同配合，高效组织生
产运行，攻克浅层易垮塌、深层定向
难、膏岩变化快等技术难题，确保这口
井顺利钻探、投产。

据专家介绍，这口风险探井的勘探
成功，开辟了河套盆地规模增储新战
场，进一步证实了临河坳陷良好的石油
地质条件，坚定了华北油田在内蒙古西
部油气勘探持续规模发现的信心。

河套盆地探获高产工业油流

本报 11月 1日讯 （记者 王连
英）2020年秋粮收购在即，农发行内
蒙古分行充分发挥粮食收购资金供应
主渠道作用，备足100亿贷款支持秋
粮收购。

今年以来，针对秋粮收购，为确保
农民“粮出手、钱到账”，农发行内蒙古
分行提早组织调研、提早安排部署、提
早启动办贷，截至目前，已累计对200
个粮食企业客户进行了贷款资格审

核，预计审批贷款100亿元，同比增加
41户、10亿元，实现了主产旗县全覆
盖。目前已审批贷款66户、46亿元，
投放26户、4亿元，整体进度较上年提
前1个多月，做到了“钱等粮”。此外，
为进一步支持企业秋粮收购，农发行
内蒙古分行贷款利率执行基准利率，
对小微企业和扶贫企业申请的市场化
收购贷款，执行优惠利率，让利于企
业。

农发行内蒙古分行
备足百亿贷款支持秋粮收购

□本报记者 郭洪申 实习生 侯显峰

近日，通辽市奈曼旗义隆永镇方
家营子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王利昌家的
大棚葡萄园陆续迎来采摘季。王利昌
说，今年的“金红娃”葡萄价格非常好，
每斤售价达到了8元，而且不用自己采
摘，5个棚纯收入能达10万元。仅此一
项，全家人均纯收入约达1.7万元。

看到村民种植大棚葡萄致了富，
方家营子村决定将这一产业成熟经验
向全村推广，计划利用村内空地建成
大棚后向村民承包，既可富民又可强
村。就在村里为基础设施资金犯难
时，100万元京蒙扶贫资金为他们救
了急。目前，村里正在热火朝天地平
整土地，17栋葡萄大棚建设正在紧锣
密鼓地进行。

村主任张玉辉说：“这笔京蒙扶贫

资金可帮了大忙，为我们解决了基础
建设这一重头部分，我们村的葡萄产
业指日可待了！”

有了项目支撑，产业发展不再是
难事。

在大沁他拉镇兴隆地村，正在兴
建中的蔬菜大棚项目区一派热火朝天
的景象：起重机在吊架钢梁，1500平
方米的蔬菜保鲜库正在建设；推土机
在轰鸣中平整着道路和土地；装载机
在往来穿梭地运送砖块，数十名工人
顶着烈日在砌筑保温墙……

据悉，正在施工的是今年京蒙扶
贫协作在奈曼旗兴隆地村投资兴建的
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和保鲜库项目。
为保障和发展奈曼旗“菜篮子”工程，
2020 年，京蒙帮扶对奈曼旗持续发
力，劲头不减，对奈曼旗大沁他拉镇城
郊5个村一次性规划并实施了奈曼旗
大沁他拉镇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主

要建设温室大棚，总投资达到2900万
元。此次兴隆地村实施的两个项目包
括占地近50亩的16栋温室大棚和一
栋1500平方米的蔬菜保鲜库，投资额
约1300万元。项目实施后，可为村集
体增加收入80余万元，带动全村38户
贫困户增收。自京蒙扶贫协作开展以
来，北京市通州区仅设施农业一项就
向大沁他拉镇投入资金达4000万元，
为奈曼旗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产业发展了，社会事业的发展同
样不能缺项。

奈曼旗大营子村幼儿园项目是京
蒙扶贫协作全额支持项目，总投资
102.42万元。幼儿园坐落于村小学校
内一隅。走进幼儿园，在教室外面的
墙上赫然镌刻着建园的始末缘由。宽
敞明亮的教室，丰富多样的娱乐设施，
给这里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儿童乐
园。据学校负责人介绍，幼儿园主体

建筑 280平方米，可容纳100名幼儿
入园就读。目前，有包括周边2个村
的30多个幼儿已入园就读。幼儿园
的建成使用，极大地改善了当地学前
教育基础薄弱问题，提高了当地学前
教育水平。

3年来，北京市通州区对规划编
制、项目实施、发展需求、对接洽谈等
工作进行了专题研究，为奈曼旗累计
投入各类援助资金1.95亿元，实施了
124个扶贫协作项目，找准了京蒙扶
贫协作着力点，涵盖产业扶贫、基础设
施建设、教育医疗扶贫、人才培训等多
个领域，助力奈曼旗 3.6 万人脱贫增
收，贫困人口由4.2万人减少到400余
人，贫困发生率降至0.14%。目前，北
京市通州区已有17个乡镇（街道）、32
个村（社区）、35家企业、15所院校、18
家医院、3家社会组织与奈曼旗达成对
口帮扶协议。

124个项目助力奈曼旗3.6万人脱贫增收

□本报记者 苏永生

“在我学习使用语言的经历中，我
感到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我学习
掌握现代知识，做好编辑、写作和研究
工作必不可少的，对我的成长发挥了
重要作用。”谈到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的重要性，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副院
长毅松深有感触。

毅松是达斡尔族，幼年是在大兴
安岭林区度过的，从小学的是汉语。
1966年秋天，父母把他送到莫力达瓦
达斡尔族自治旗西瓦尔图村亲戚家。
西瓦尔图村达斡尔族人口比较多，他
们都讲达斡尔语，当地的学校使用的
是国家通用语文课本，老师在课堂上
要用达斡尔语解释课文。在那里，毅
松很快学会了达斡尔语。

1970年，毅松又回到父母工作的
林区。生活学习中，毅松的汉语水平
不断提高，达斡尔语也没有忘记。参
加工作后毅松因为从事达斡尔族历史

文化的研究，达斡尔语水平不断得到
提高。

恢复高考后，毅松考上了大学，在
大学里都是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
课，他和老师、同学用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交流，毕业论文也是用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写的。大学毕业当了杂志社编
辑后，毅松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
有了更高的要求。他虚心向编辑部老
师们学习，努力编辑好、写好每一篇稿
子，他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水平有了
进一步提高。毅松在内蒙古社会科学
院从事科研工作31年来，都是用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写论文、写著作，也取得
了一些科研成果。他还给不少同事修
改他们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写的论文
和研究报告。

“在我的成长经历中，学习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对我帮助非常大。我觉得
在学好和使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
同时，把自己民族的语言学好用好，这
对我们成长成才都是必不可少的。”毅
松说。

“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对我帮助非常大”

11月1日，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人口普查指导员孔菲（右一）和普查员贾荣华（左一）在居民家中做人口普查
登记。从 11 月 1 日开始到 12 月 10 日，全国大概有 700 万名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将对 4 亿多住户进行填报。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正式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