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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27日 星期五 / 要闻 /
隆冬时节，中蒙边境线上冰封雪裹、一片

寂静。
借助隐藏在雪地中的小型监控站，内蒙古出

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包头边境管理支队满都拉边
境派出所民警随时将边境线上的风吹草动尽收
眼底。

包头边境管理支队承担着 1.2 万平方公里的
管区任务，边境地区电网资源覆盖率低、监控盲区
多等一度成为让民警头疼的难题。去年底，该支
队与北奔重汽集团联合研发的智慧边境装备体系
进入试用调试阶段，其搭载的4个投放式小型监控
站，可将 20公里范围内实时情况通过电子哨兵车
传送到指挥平台，大幅提升边境地区重点部位的视
频监控、管理管控能力。

“智慧边境装备体系包含电子哨兵系统及流动
警务车，可实现机动部署，通过对边防装备体系的
科技赋能，人机有效配合，从而确保边防守备‘防得
住’‘守得好’。”包头边境管理支队边境管理处副处
长路鸣说，装备体系中的流动警务车更是一座可移
动的边境派出所，既能开展人口管理、信息收集、安
全防范、治安巡逻、服务群众、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等
基础工作，又能在重大任务中承担设卡盘查、应急
围堵等勤务，对延伸边境治理触角，扩大服务覆盖
面起到重要作用。

这是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加快“数字边
境、智慧边境”建设，有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边境
稳定和出入境管理秩序的一个缩影。

内蒙古地处祖国北疆，内联八省、外邻俄蒙，是
祖国的“北大门”、首都的“护城河”，在国家安全稳
定大局中地位重要、责任重大。

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担负着口岸出入
境边防检查、边境地区治安管理以及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的职责使命，5000多名移民管理警察常年驻
守在长达4200多公里的边境一线。

警力有限，科技无限。近年来，内蒙古出入境
边防检查总站坚定不移扛牢强边固防政治责任，聚
焦国家和自治区重大战略布局，大力深化边境管控
体系建设，全面推进警用无人机、视频监控、警务移
动终端等实战应用。先后投入运行10个执法办案
管理中心，联合北奔重汽研发电子哨兵、流动警务
车，创新AGV无人驾驶跨境运输、智能重卡、跨境
空轨等新型非接触式查验模式，全力打造“雪城义
警”“警务助理”“强边固防直通车”“警鹰巡航队”等
特色警务品牌，科技管边控边能力显著提升。

2022年，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侦破妨
害国（边）境管理犯罪刑事案件 16起，成功破获国
家移民管理局督办“4·29”组织偷渡案，斩断一条
跨6省8市的“三非”偷渡链条。全区边境地区违法
犯罪警情、八类案件、治安案件同比分别下降
24.3%、14.2%、19.4%，社会治安秩序持续好转，群
众获得感和满意度实现双提升。

今年，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统筹抓好防
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着力补齐安全治理、社会治理、应急管理能力短
板，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内蒙古。

“我们将持续深化边境立体化管控体系建设，重点围绕联防、人防、物防、技
防，加快推进边防检查数字化建设等科技信息化建设应用，运用‘科技+’的力量
全时全力守卫边境地区安宁。”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总站长刘同香表示，
该总站还将立足口岸特点和勤务需求，加强信息化升级改造，加大边境地区通
信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等先进装备设施的建设应用保障，为
涉边职能部门科技管边控边提供可靠稳定的多样化服务，以科技赋能推动各项
工作提质增效。

踔厉奋发担使命，勇毅前行踏新征。站在新起点上，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
总站将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两会精神，主动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持续推动科
技应用更好服务于基层基础警务、口岸边检勤务、辖区智能管控等重点工作，构建
从点到线、由线及面、以面带全的边境立体智能管控体系，坚决守好祖国的“北大
门”，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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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是疫情防控的重点健康保障
人群。春节期间，一定要做好儿童的健
康防护。

春节期间，尽量不要给孩子安排
长途远行，尽量少带或者不带低龄儿
童参加聚餐、聚会。如果已有长途远
行计划，家长要了解目的地疫情流行
和人员流动情况，尽量不去人流聚集
的地方，如果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途中做好家长个人和孩子的防护，规
范佩戴口罩。

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以后，可能难以
清楚表达症状，家长应该特别留意孩子
的精神状态，如果发现孩子精神萎靡、
嗜睡或者烦躁不安，出现呻吟、意识障
碍甚至抽搐，要立刻警惕起来。

当孩子呼吸频率明显加快，出现喘
息、发憋或声音嘶哑，咳嗽起来声音是
破的，或咳嗽起来像犬吠的声音，甚至

出现发不出声音的情况，家长应该及时
带孩子就医。

此外，家长还应该关注孩子是否有
喂养困难、拒食、频繁呕吐、腹泻或者尿
量减少等情况，体温在 41摄氏度及以
上、发烧超过 3天、伴有新发皮疹等情
况，要特别关注，及时就医。

对于 3岁以下的孩子不推荐常规
佩戴口罩，如果可能的话要尽量保持安
全社交距离，保持咳嗽、打喷嚏的卫生
礼仪。一定要做好手卫生，尽量避免孩
子到处乱摸，尤其杜绝摸了其他东西之
后再摸眼、口、鼻的行为。

（张璐 整理）

春节期间，如何做好儿童健康防护？

□本报记者 吕学先 巴依斯古楞 薛一群 刘宏章
通讯员 高静 梁晓虹 王阔

有一种担当叫“节日我在岗”。春节期间，在万家
团圆之时，有一些人“舍小家、顾大家”，坚守工作岗
位，让我们的出行更加便利，让我们的餐桌更加丰盛，
让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更有保障。

全心投入 坚守岗位不松懈

今年春节是包钢化检验中心稀土钢理化室的技
术协理包杰的女儿出生后的第一个春节。

除夕早上7点半到岗后，包杰立即进入工作状态。
“包师傅，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光谱仪漏水了。”经

过检查，包杰迅速锁定问题，在机器中补加高纯水，把
管子重新进行切割处理后插回，不到10分钟机器就恢
复了正常。

在稀土钢理化室，大家每次遇到解决不了的问

题，总会第一时间想到包杰，他是同事眼中的“全
才”。过去一年，包杰完成自主改善项目5项，检测分
析合金、矿石、耐火材料共1280余批次，维检修仪器设
备约 2000次。他说：“汗水比泪水更有营养，站着比
坐着更有力量。”

在检测室，将高钙线试样浸泡在醋酸烧杯中，杯
中水迅速沸腾，产生大量气体，反应完全后，烘干、称
量，计算检测结果，包杰动作流利娴熟、一气呵成。

“今年是我工作的第9年，每年春节我几乎都是在
岗位上度过，这次过年又不能回老家陪伴母亲了。”包杰
的家在锡林浩特，回家过年成了一种奢侈。

中午吃饭时，包杰拨通了母亲的电话，“单位发了饺
子，热腾腾的很好吃。”“你买的泡脚桶我收到了，妈妈每
天都用着呢……”挂了电话，包杰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他计划等孩子大一点，就带着她一起回家过年。

全力保障 货物通关不停歇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奋斗者。这个春节在二连

浩特口岸，一群海关关员坚守在平凡而重要的工作岗位上。
除夕16时 15分，一辆蒙古籍货车通过电子卡口，

16时 19分完成机检进入汇通监管场所，二连海关公
路监管一科圆满完成全年监管任务。除夕当日15名
关员共同坚守在一线，共验放入境车辆85辆次、出境
车辆26辆次。

汪久刚是二连海关公路监管一科科长，他说：“我
已经连续好几年没有回家与亲人团聚了，但在春节期
间能够保证进出口货物正常通关，原材料能够正常送
到企业，保证我国的新鲜蔬菜能够送到蒙古国人民的
餐桌上，我非常开心。”

为加大查验通关速度，二连海关给果蔬出口开辟
“绿色通道”，降低查验比例、优先查验、快速验放。汪
久刚说，现在只用几分钟，一辆运载果蔬的车辆就可
以通关。也就是说一二十辆厢式冷藏车从乌兰巴托
出发至二连浩特，第三天一早返程，当天晚上水灵灵
的中国蔬菜就能摆上乌兰巴托超市的货架。

■下转第3版

节 日 里 ，他 们 坚 守 在 岗 位

1 月 26 日，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气象局地面观测员
对观测设备进行巡检。春节期间，呼和浩特市气象部
门工作人员在岗值守，对天气情况进行全域全时动态
监测，围绕春节、春运发布天气专报，为市民提供精准
的气象服务。 本报记者 怀特乌勒斯 摄

气象服务不打烊

□本报记者 刘向平 通讯员 贾慧珍

“您好，120，请讲！”
1月 24日，农历正月初三 9时许，

包头市 120医疗急救指挥中心调度大
厅内，电话此起彼伏。

调度员刘慧敏、赵雅楠、王琪守在
工位上，耳麦不停戴上摘下，耐心接听
着各类求助电话。趁着间隙，赶忙喝口
水润润喉。

“马上派车，请保持手机畅通。”
九原区万达广场地下车库，一位群

众晕倒在地，有人拨打120求助。
刘慧敏一边认真询问对方情况，迅

速录入相关信息，一边在电脑上查看出
车线路、确定距离最近的医院 120 分
站，并发出派车指令。

“这几天的求助电话主要以心脑血管
和呼吸系统疾病的老年人居多。”据刘慧
敏介绍，每天上午是调度员们最忙碌的时
段。接到这些电话特别是遇到呼吸系统
疾病类的咨询或者求助，她会利用有限的
时间，迅速询问老人是否有发热、呼吸困
难等症状，是否有基础疾病、血氧等情况
如何，快速明确患者需求，对老人或者家

属进行安抚，指导他们处理一些紧急情
况，并在规定时间内派出最近急救车辆。

“今天我这一班是从早上8点半到
下午2点半。”刘慧敏告诉记者，春节期
间，指挥中心安排五组调度人员实行三
班倒，21家 120分站和 27辆救护车随
时待命，确保120这条连接千家万户健
康和安危的“生命热线”24小时不打烊。

为了不耽误工作，很多调度员都是
感染新冠病毒后带病坚持工作。据刘
慧敏、赵雅楠、王琪回忆，同事们有的发

着低烧坚守岗位，有的症状刚有缓解就
返回岗位，指挥中心其他业务人员和行
政人员也都加入进来，辅助调度工作。
当时调度大厅里，电话一个接一个，电
话声里夹杂着咳嗽声，“一天到晚都没
个停歇的时候”，一旦接了班，调度员们
没时间喝水，也顾不上去卫生间。

据了解，上个月，包头市 120医疗
急救指挥中心调度日电话呼入量比平
常翻了3倍多，日均2000多通，最高峰
达到 3000通左右，急救车日派车量也
达到了平常的2倍。

对刘慧敏她们来说，这个春节是个
相对轻松的节日，“这几天急救电话24
小时呼入量大约下降到700多个。”

生 命 线 上 的 守 护 者

新 春 走 基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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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4 日，消防员检查消防装备器材。春节假期，呼和浩特市消防救援支队
针对辖区人员密集场所、重点单位加大力度开展防火检查、消防宣传，为首府消防
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本报记者 怀特乌勒斯 摄

““119119””时刻待命时刻待命

春节期间，苏尼特右旗赛汉塔拉镇扶贫产业园区的日光大棚里，菜农们正
在采摘立体种植的草莓。当地党委政府引导居民整合土地建设日光温室大棚，
以“土地入股企业分红”“承包大棚按企业要求种植”“务工就业”等方式实现增
收致富。 本报记者 王晓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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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在震雄铜业多头绞线生产车间，

车间班长潘海旺指着机台上正在高速
运转的设备向记者介绍，这台机器正
在将 14条铜丝并成一条多头绞丝，形
成一定工艺要求的绞合导体。产品具
有条数多、柔软性强、导电性能高等特
点，主要用于高频线、电子通讯线缆、
光伏线等。

自 2022年以来，包头震雄铜业以
“科技兴蒙”战略为契机，致力于稀土
合金铜新材料和光伏用导体的研发，
通过添加稀土，利用合金提纯的方法，
新研发产品延展性、导电性、力学加工
性更强，断丝率实现有效降低，应用到
终端产品上，产品性能也将得到有效
提升。

“2023年春节期间，我们企业不停
产，将有近百名员工留守生产一线，从
1月 18日到 24日，要保持 40%以上的
产能，为年后的订单备货。”震雄铜业总
经理助理沈万辉说。

沈万辉表示，2023年，震雄铜业将
通过技术创新来提升核心竞争力，不断
扩大下游业务市场，力争全年产值较去

年提高15%以上。
企业订单饱满，生产有序推进。1

月 17日下午，记者刚一踏入包头威丰
稀土电磁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机器轰鸣作业声便阵阵传来，一切工作
繁忙而有序。

“因为要赶制来自全国各地的取向
硅钢订单，春节期间我们不停产，将有
100多名员工坚守一线。企业对坚守
岗位的员工给予经济奖励、生活关怀，
并在恰当的时间为他们安排轮休。”企
业总经理助理张力钧对记者说。

威丰电磁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
售各类取向硅钢为主的企业，已获得授
权专利 52 项，累计转化科技成果 20
项，攻克了0.08mm极薄取向电工钢全
工艺流程技术，并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2022 年企业产能突破 9万吨，产值实
现11亿元。

铆足干劲“赶进度”，奋力冲刺“开
门红”。春节期间，稀土高新区各企业
正通过多项推进措施，以“拼”的精神、

“闯”的劲头、“干”的定力，锚定目标、马
力全开抓生产、赶订单、扩产能，确保按
时完成订单任务。

马 力 全 开 赶 订 单

■上接第1版 大家马上从一点散开呈放
射状在重点区域反复巡查，巡查工作持续
将近两个小时，收缴猎夹猎套3套。

从山上下来已经是下午 1点半了，大
家来到村口的护林防护站，队员们拿出准
备好的午餐，每人泡上一碗热腾腾的方便
面，大半天的劳累，队员们吃得格外香。

午餐结束，刘耀东带着队员们走进山下
的村落，“在这里，有些人家出门就是山林，门
前就是农田，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防火、防
偷猎、防盗采盗伐宣传，让大家知道保护森
林资源的重要性。”刘耀东边说边走进农户
刘大爷家，只见门上的“兴家红火需防火、得
惠青山更爱山”的春联分外显眼，这是小年
他们上山送给老人的。刘大爷是村里的防
火义务宣传员，每年清明、春节等重要节点，
他都会义务帮助林区警长们宣传防火知识。

刘耀东还有一个宣传微信群，成员都
是蛮汉山林场周边村庄的村民，因为很多
老人眼神儿不太好，甚至不识字，刘耀东经
常用本地方言在群里进行语音祭祀防火宣
传，还提醒大家一旦发现有违法盗砍树木、
违法捕猎等线索都可第一时间与他联系。
就这样，“宣传群”又变成了“线索群”。这
些老人因居住偏远交通不便，刘耀东就成
了他们的义务“采购员”，老人们的许多生
活用品都是他来巡山时带过来的。

刘耀东带领队员们走访了三四个村庄
后，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手机铃声响起，那
头是家人催促他回家吃饭的声音。挂了电
话，他感叹：“干咱们这行真是亏欠家人太多
啦，别人是过节咱们是过关。但是我觉得很
值得，能够保护好这绿水青山的平安，能够
让百姓过上安稳的节日，咱们就算过关了！”

“林区警长”踏雪巡山
■上接第1版

8点刚过，工作人员已经完成了
当天第一刀煤的生产。支架工马绍
明和仲富成进入工作面，用遥控器操
作尾梁和插板。只见尾梁和插板灵
活地伸缩，原煤顺着刮板输送机流出
工作面，矸石则被挡住漏入老塘。

“老石旦煤矿原煤生产采用综放
工艺。一刀一放，割煤时，煤从前面的
刮板机运出；放煤时，通过控制尾梁和
插板，将煤从后部刮板机运出，完成一
个循环。”生产班长王博介绍说。

近年来，乌海能源公司坚持新发
展理念，加快推进智能化矿山建设，
主要生产矿井全部实现 5G 技术应
用，井下变电所、水泵房、主运系统等
65个固定岗位实现无人值守，全公

司采煤自动化截割率达到 80%，回
采工效提高 3倍，单进水平提高 1.5
倍……为能源保供提供了坚强支撑。

与此同时，在老石旦煤矿智能化
生产指挥中心，巨大的液晶显示屏幕
上，闪着亮光的煤炭从刮板输送机转
载至皮带机，再欢快地沿皮带从工作
面流出，流向地面。

为确保春节期间煤炭产销顺畅，乌
海能源公司每天对7个生产矿井、1个
洗煤单位的生产、内调、地销、出区进行
精准调度，确保“日计划、日兑现”。

“今年是我春节坚守岗位的第三
年，尽管假期陪伴家人的时间少了，
但能为煤炭保供作贡献，我心里成就
感满满。”看着皮带机上“奔跑”的煤
块，赵宏君高兴地说。

坚 守 一 线 保 用 能

1 月 23 日，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医学工程处应急调配中心，呼吸治疗师王
昊阳（左）和同事对呼吸机进行功能检查。呼吸治疗师主要职责是通过呼吸治疗技
术为患者提供呼吸支持，被称为“重症排头兵”。春节假期，王昊阳和同事们坚守岗
位，带着呼吸机奔波于各病房之间，保障危重症患者的治疗。

本报记者 于涛 摄

守护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