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 10 月 2 日讯 （见习记者
李存霞）近日，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
闻发布会，深入解读《内蒙古自治区促进
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2-
2024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明确，要进一步落实残
疾人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加大残疾人职
业技能培训力度，不断提升残疾人就业
服务质量和效益，稳定和扩大残疾人就
业岗位。提出2022年至2024年共实现
全区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2.4万人的目
标，保障有就业意愿和就业能力的“零就
业”残疾人家庭至少1人就业，开展职业
技能培训和实用技术培训3万人次。

《实施方案》提出“机关、事业单位
带头安排残疾人就业行动”“国有企业
安排残疾人就业行动”“民营企业助力
残疾人就业行动”“残疾人组织助力残

疾人就业行动”“就业困难残疾人就业
帮扶行动”“农村牧区残疾人就业帮扶
行动”“残疾人大学生就业帮扶行动”

“盲人按摩就业促进行动”“残疾人就业
服务提升行动”“残疾人职业技能提升
行动”等十项行动。

《实施方案》从组织保障、政策保
障、信息保障、资金保障、宣传动员、监
督落实等六个方面提出保障措施。同
时，为确保助残就业行动落地见效，《实
施方案》还明确了组织、宣传、发改、教
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国资、工信等
22个部门和单位的工作职责。

据介绍，截至目前，内蒙古就业年
龄段的持证残疾人有36.8万人，已就业
残疾人19万人。2022年，城镇残疾人
新增就业3195人，农村牧区残疾人新
增就业5095人。

我区实施十项行动促进残疾人就业

“五个大起底”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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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前的话：继出台激
励干部担当作为12条措施
和容错纠错8条意见之后，
前不久，自治区党委隆重召开“担当作
为好干部”命名大会，对各领域各条战
线中涌现出的100名“担当作为好干
部”进行表彰，在全区范围内营造了崇
尚实干、奋勇争先的浓厚氛围。从今
天起，本报推出5篇系列评论，进一步
激励全区广大干部对标先进、争当先
进，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中展现
新担当新作为。

前不久，自治区召开大会，命名“担
当作为好干部”，大张旗鼓地褒奖被命
名的100名优秀模范干部。自治区党委
通过推典型、立标杆，在全区上下旗帜
鲜明地树起了重担当作为的导向，吹响
了敢干实干、大干快干的强劲号角。

担当作为，是时代的呼唤、发展的
需要。内蒙古的今天是全区各族干部
群众接续奋斗干出来的，内蒙古的明天
也要靠干、靠拼、靠闯。内蒙古资源禀
赋得天独厚，习近平总书记给内蒙古部
署了五大任务，为内蒙古发展指明了前
进方向，全区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团结
奋斗、加快发展愿望强烈。只要我们按
照总书记的要求，撸起袖子加油干，内
蒙古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总的看，我区大多数干部能负重、

敢担当，始终保持着昂扬向
上的精神状态。但由于种
种原因，干部队伍中也存在

不担当不作为的现象。如有的干工作
没有激情、不在状态，遇事畏首畏尾、束
手束脚；有的做事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
干好，而是怎么避责，别说是打冲锋、闯
难关，连最起码的工作也未能做到尽心
尽力、尽职尽责；更有甚者，干脆就地

“躺平”，什么也不管，什么也不干。凡
此种种，不仅影响了我区干部队伍的整
体形象，更影响了内蒙古发展进程。

干部有硬脊梁、铁肩膀，发展才会
有希望有前途。对我区而言，激励干部
担当作为既重要又迫切。自治区党委
研究出台激励干部担当作为12条措施
和容错纠错8条意见，评选、命名、褒奖
担当作为好干部，打出一套“组合拳”，
表明了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决心和力
度。各级要落实好自治区党委的要求，
树立鲜明导向，拿出实招硬招，切实把
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充分调动起来、全面激发出来。

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
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今天的内蒙
古既需要担当者，也成就担当者。只要
广大干部个个担当、人人尽责，118.3万
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必将处处呈现热火
朝天的干事创业景象，祖国北部边疆这
道风景线一定会被打造得更加亮丽。

让担当作为成为北疆大地最强音
短 评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致母亲：1969 年，您成为我的母
亲；1974年，我的启蒙老师教给我，祖国
是我的母亲；2002年，我光荣加入中国
共产党，成为党的女儿。如今，祖国有
难，我义不容辞……”2020年1月，刘淑
君在逆行支援武汉前，坐在候机厅用手
机为年迈的母亲写了一封感人肺腑的家
书。

当时的她是锡林郭勒盟首批支援湖
北疫情防控医疗队队长。如今，在锡林
郭勒盟中心医院科教科主任、行政三党
支部书记的岗位上，刘淑君依然以白衣
为甲，奋战在守护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
安全的事业中。

“咱不说支援疫情了，我想多谈谈健

康教育的事儿，毕竟让每一个人都健健
康康才是‘健康中国’战略的目的，也是
我们医务工作者最神圣的使命。”这两
年，只要有被采访的机会，刘淑君总是开
门见山地如是说。

刘淑君与“健康教育”的结缘得从
2011年谈起。当年，她赴北京学习糖尿
病专科护理，并取得专科护理师资证
书。回来后，在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率
先开展了糖尿病专科护理教育，填补了
该院健康教育的空白。

没有教材就自己编写，为了让患者
有更直观的体验，她还外借幻灯机在病
房以PPT的方式生动、具体地为患者讲
课。后来，她又创建了网络平台，微信群

“稳糖圈”，将慢性病健康教育内容实时
传播给患者，方便了广大患者对健康知
识的了解。

在临床一线，医院每年收治很多患
者，接待家属也不计其数。2015 至
2020年，在担任内分泌科护士长期间，
刘淑君为了给广大患者和陪床家属普及

健康理念和知识，创造性地开展了“每日
一讲”健康知识课堂，深受患者好评。

当时，每天上午8点左右走进锡林郭
勒盟中心医院内分泌科病房，就能听到
患者之间“听课去了，护士长讲课……”
的声音此起彼伏，慢慢的“每日一讲”成
为了内分泌科每日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
项内容。

“护士长，您每天讲课，科室挣不到

钱不说，自己还这么累，您坚持讲它干
啥？”面对科室大夫和护士的疑问，刘淑君
总是不厌其烦地解释说：“要想每天组织
这么大的群体来听课，几乎不太可能。
在医院，让广大患者和家属听课有便捷
条件。通过讲课，不仅能够提高他们防
范慢性病的意识，更能提高全民的健康
水平，这不正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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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淑君：“健康中国”从我讲起讲起

本报 10 月 2 日讯 （记者 刘晓
冬）10月1日晚，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
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孙绍骋主持召开领导小组
会议，研究疫情防控工作。

自治区领导王莉霞、杨伟东、刘爽、
包钢、郑宏范、黄志强、于立新、包献华出
席会议。

会议传达了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
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呼和浩特市疫情防

控情况汇报。会议指出，现在呼和浩特
市的疫情防控形势比较严峻，从自治区
到市里都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要求，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
调动一切力量，先将疫情控制在点上，再
尽快实现社会面清零，决不能让“包”越
鼓越大。

会议要求：一是要进一步加大处置
力度，坚持“杀鸡用牛刀”，提升防控等

级，核酸检测、隔离管控、流调溯源、医疗
救治都要快起来，以快制快，防止扩散、
外溢，尤其不能外溢到北京。二是要全
力做好重点场所、重点人群防控工作，严
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三是要突出抓好
医院和学校的防控。四是要全力配合国
家指导组在我区开展工作，认真落实指
导组的意见和要求。五是要做好生活和
医用物资调拨、供应、配送工作，决不能
出现供应不上的情况。六是呼和浩特市

要把任务和责任给各级干部说清楚，引
导他们担当作为、遵守纪律，不能关键时
刻“掉链子”。七是要实事求是发布疫情
信息，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八是要耐心
细致做好群众工作，让老百姓都明白防
控疫情就是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引导群众理解支持、群防群
控。九是各级疫情防控指挥体系要高效
运转，没有发生疫情的地区也要保持高
度警惕，不能麻痹大意。

孙绍骋主持召开会议研究疫情防控工作
王莉霞出席

本报10月 2日讯 （记者 白莲）
记者从内蒙古大学获悉，由该校智慧畜
牧业团队负责的科技项目“阿尔巴斯绒
山羊种质资源鉴定保护及绒山羊天然
放牧大数据决策预警管控系统平台”日
前正式完工并交付，国内首个完整的阿
尔巴斯绒山羊智慧养殖体系项目启动
实施。

据了解，项目自2020年起在鄂尔多
斯市鄂托克旗开工建设，由内蒙古大学

智慧畜牧业团队牵头，联合国内多家科
研院所共同完成。团队利用5G、人工智
能、大数据分析决策等信息技术与传统
畜牧业、草业、繁殖生物学等产业、学科
融合创新，研发出一系列数字化精准养
殖关键技术。

项目负责人韩丁副教授介绍，该智
慧养殖体系由包含智能项圈、草原鹰
眼、可穿戴式温度心率检测系统、牛羊
脸识别系统等 10余项硬件模块，及包

含生产数据管理模块、牧场管理、治疗
防疫等 10余项软件模块组成，同时集
成阿尔巴斯绒山羊从喂养到监护、管理
每个生产环节的智慧养殖体系，在国内
属于首次。

该项目启动实施后，将为推进草
畜平衡建设与智慧决策管理、助力传
统畜牧业转型升级及节能降碳、增加
农牧民收入等方面带来良好的经济和
社会效益。

国内首个完整阿尔巴斯绒山羊智慧养殖体系项目启动

金秋时节，阿拉善盟阿左旗巴润别
立镇秋高气爽，“丰”景如画。

在乌泽木农牧业特色科技产业化
种植基地，28座温室大棚整齐排列。
眼下正是芹菜收获的季节，工人
们正忙着收割装车。“这个芹菜
可以生吃，收获后先储藏在冷
库，反季销售利润可观。”乌泽木
农牧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民
元说。

距温棚不远的玉米种植示
范区，一排排玉米植株健壮、颗
粒饱满。相邻的瓜果种植区，鸡
心果、西梅、海棠等在蓝天白云
的映衬下，笑红了脸，满心欢喜
地等待人们采摘。

李女士是天津来的客商，听
说这里有货源，一大早开车赶过
来。她一边品尝，一边给客户拍
照。她说：“没想到这里能长出
这么好的苹果，糖分适中，很好
吃。”

看着满园的丰收果，聂民元
感慨地说，这是我们经过多年的
漫长实验，结合当地实际反复试
种的成果。

聂民元是阿拉善左旗“人才
小院”农业种植与技术推广方面
的人才之一。他坚信，乡村振兴
不能走传统农牧业的老路，必须
要走现代农牧业之路，他决心干
出个样来，给周边人生动展现什
么是现代农业。该旗以“人才小
院+”模式，为乡村振兴提供人
才保障和智力支持，截至目前，
全旗已选派170名相关专家人才组成
38个“驼乡专家服务团”深入各苏木镇
开展服务。

眼前这个绿意盎然的现代化农业
生产基地，曾经是一片贫瘠的戈壁滩。
巴润别立镇紧邻腾格里沙漠，土地沙化

极其严重，很多耕地被弃荒。
2015年，聂民元从21户农牧民手

中将4000余亩土地流转到合作社。首
先要做的就是平整土地、改善恶劣的生

态环境。然而，向荒滩要绿色，
艰难不言而喻，开始的几年，合
作社亏损300万元。

此后3年，聂民元在这片荒
滩上进行机械化、规模化、集约
化整理和经营，实施了秸秆还
田、增施有机肥、膜下滴灌、水
肥一体化等一系列措施，这片
曾经荒芜的土地变成了绿色有
机高效节水农业基地。

如今在这片 5000 余亩的
沃野上，种植玉米 3000多亩、
鲜果260亩，还有1000多亩的
芹菜、洋葱等温室大棚及260亩
生态防护林。这里种植的洋葱
品质好，很受国内外客户欢迎，
远销韩国、日本及东南亚各
国。合作社目前年收入500万
元，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户均收
入10万元左右，对周边地区农
业现代化发展起到了示范引领
作用。春观叶、夏赏花、秋品
果、冬看型的四季之美成为现
实，同时，连片种植的海棠、李
子、杏、核桃等 10余个品种的
果树，不仅美化了环境，还增加
收益。

为保证育苗和培育反季节
农产品，聂民元对种植区一处
废弃的砖厂进行整改，建成了
一座1万吨冷藏库以及 3万多

平方米的现代化日
光温室，每年种植
1200亩洋葱苗及各
类蔬菜，促进了农牧
民增收。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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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阿拉善 10 月 2 日
电 近日，由内蒙古煤勘集
团钻探工程公司承揽的中石
化中原油田分公司内蒙古采
油厂拐子湖拐 16油气井钻
井施工项目顺利竣工，完钻
井深 4656米，取心 29.2米，
钻井周期96.9天，平均机械
钻速7.17米/小时，单井深度
刷新了内蒙古能源勘探系统
最深井纪录。

该项目施工现场位于额
济纳旗东风镇古日乃嘎查东
北巴丹吉林沙漠腹地。自本
工程项目中标后，煤勘集团
高度重视，组织单位钻探专
家、工程技术人员和井队主
要负责人员多次座谈论证，
对该区块极易发生井喷、上
部地层缩径卡钻、地温梯度
极高、地层倾角大等重大施
工风险进行合理评估，制定
出切实可行的钻井施工方案
和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
同时加大了对设备硬件的投
入，以确保拐16井能够安全
顺利施工。

在施工中，管理人员深
入一线，靠前指挥，全体干部
员工勠力同心，防疫情、战风
沙、抗酷暑，克服了“井喷、井
漏、卡钻、井底温度高（井底最高温度达
183℃）、地层倾角大”等重大施工风险，
用实际行动展现了“铁人”风采。

拐16井的顺利竣工，不仅展示了内
蒙古煤勘集团在能源勘探领域特别是深
部地质钻探方面的综合实力，更为该集
团向全区油气资源领域进军，加强与油
气央企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
基础。 （田永岗 房龄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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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呼和浩
特 10 月 2 日讯
（记者 郑学良
王雅静）近 日 ，
记 者 在 呼 和 浩
特市东客站北广场的施工现场看到，
整个广场的地面硬化已经完成，一些
绿化装置也已到位，地下工程正在紧
张施工中。

“目前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装修工
程正在做地下主通道的铺装和墙面干
挂，计划年底完工。安装工程正在进行
设备采购，目前正在采购电梯，计划11
月份开始安装。”站前广场项目部项目经
理解斐介绍。据了解，呼和浩特市东客

站北广场的地下综合体主体结构、防水
保温、地上铺装、绿化、道路管网等工程
均已完成，设备安装、装饰装修工程正在
施工中，预计2023年底全面完工。

呼和浩特市东客站北广场及地下综
合体工程位于呼和浩特火车东站以北，

由市财政投资建设，市城投建设集团负
责实施，施工单位为中国二冶。该项目
计划投资8.12亿元，广场总用地面积为
9.36万平方米，地下综合体总建筑面积
8.09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分地上地下两
部分。其中，地上部分包含绿化景观、专

用场地、站前广
场道路，地下工
程包含停车场、
商业广场及配套
用房。该项目在

2014年4月开工，2017年因资金不足及
手续不全停工。

“‘半拉子’工程政策出台后，我们有
了更明确的政策导向。今年复工后，由
市住建局牵头，按照‘一项一策’的要求，
多渠道筹措资金、加快完善手续，倒排工
期制定后续工程实施方案，逐步推进项
目进度，确保按时完工投入使用。今年
力争达到让乘客能够在站前广场出得
来、进得去。”解斐说。

呼和浩特市东客站北广场年底实现乘客“出得来、进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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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日，建设者在包银高铁跨昆都仑河特大桥预制梁场作业。国庆假期，承担包（头）银（川）高铁跨昆都仑河特大桥项
目建设任务的中铁上海工程局 1800多名工人坚守岗位，抢抓工期，稳步推进工程进度。包银高铁设计时速 250公里，是我国

“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计划2025年建成通车。 王文武 摄

假日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