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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声

◎众观

□本报记者 梅刚

“敖汉架线工”劳务品牌带动 5万多人就业，
“丰镇工匠”劳务品牌带动1万多人就业，“兴安草
原绣娘”劳务品牌带动2.6万多人就业……这一个
个“蒙字号”劳务品牌，成为我区农牧民就业增收

“金名片”。
一根安全带，百米高空走钢丝，这是赤峰敖汉

旗架线工杨继波的日常工作，凭着高超技艺，月收
入 1.5 万元。“比在老家种地强，周围亲友都干这
行。”杨继波说，这得益于人社部门的专业培训和
自身不断地实践。

近年来，赤峰市人社部门通过开展多种形式
培训、扶持当地龙头企业和经纪人，强化跟踪服务
和品牌宣传等举措，充分发挥“敖汉架线工”品牌
化效应，每年为敖汉旗创造劳务经济收入 17 亿
元。“敖汉架线工”足迹遍布全国 20多个省份，甚
至还远赴苏丹等国施工。

“敖汉架线工”是我区劳务品牌促进群众就业
增收的生动剪影。近年来，我区按照“一县一品
牌”要求，健全劳务品牌建设机制，扩大劳务品牌

就业规模和产业容量，积极培育打造具有地域特
色、行业特征和技能特点等带动就业能力强的劳
务品牌，促进更高水平转移就业。截至目前，全区
共培育打造“敖汉架线工”等 6个国家级劳务品
牌、“土默特乳制品制作工”等30个自治区级劳务
品牌，累计带动就业超60万人。

“我每天能制作 2000多个丰镇月饼，一个月
能轻松挣5000多元。”近日，在丰镇市月饼加工园
区，工人张凤一边揉面剂子一边说。

“丰镇月饼”是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带动就业1万人以上，年产值2.5亿元。乌兰察布
市人社局人力资源和就业服务中心主任李卫东表
示，在丰镇月饼制作工培训上建立乡镇、办事处组
织学员，学校抓好教学，行业协会和主管部门协调
配合，企业和行业组织落实“四位一体”的就业培
训机制，每年培训技能人才千余人，为劳务品牌提
供技能人才保障。

“这种传统布鞋，鞋底和鞋面都是我们绣娘一
针一线缝出来的，穿着柔软舒适、吸湿透气。”兴安
盟科右中旗刺绣扶贫车间刺绣推广大使白晶莹向
客人介绍着产品。

一个个工艺精湛的刺绣，带动兴安盟近2.6万

人就业，这是劳务品牌发挥的巨大威力。
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主任伏凌涛说，我区重

点发展适合当地社情、民情的劳务品牌，加强品牌
的“含金量”建设，助力不同年龄段的农牧民群体
实现就业和增收。

市场需求大、吸纳就业多，还简单易学……服
装缝纫在乌兰察布市化德县成为很多家庭就业增
收的重要手段，也是当地人社部门重点扶持的产
业。去年化德县人社部门开展技能培训16期，培
训学员近千人。目前，化德县有服装企业235家,
带动就业2.6万人。该县人社局曹玉海表示，化德
县以产业发展和企业用工需求为重点，强化培训
与鉴定有机结合，大力开展订单、定向培训，提升
职业技能水平，促进城乡劳动者高质量就业。

2022年，我区共培训农村牧区劳动力8.59万
人次。伏凌涛表示，在全区进一步加强技能培训，
整合各类培训资源，结合市场需求和地区产业发
展，积极培育一批技术技能人才。

全区人社部门大力发展劳务品牌，重点提高
品牌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含金量”，一大批劳务品
牌和形象代言人在全国斩获奖项，脱颖而出。

巴林左旗是“中国笤帚苗之乡”，全旗 8万人

吸附在这个产业链上，带动9000多贫困人口稳定
脱贫，笤帚加工就业扶贫车间 43家，安置劳动力
1000多人，是群众增收致富的主要经济来源。

2022 年荣获“全国特色劳务品牌形象代言
人”称号的李艳垒是“巴林左旗笤帚工”杰出代
表，大学毕业后，创办胜隆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带
动家乡 320多户脱贫户、500多名脱贫人口实现
脱贫致富。

赤峰市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司银方表示，赤
峰市围绕劳务品牌工程建设，以增加农牧民收
入为核心，拓展视野，创新思路，通过政府推动、
政策驱动、服务促动、培训带动等措施，不断加
大品牌打造力度，有效促进全市劳务输出工作
的长足发展。

自治区人社厅党组书记、厅长翟瑛珺表示，我
们将加快把劳务品牌打造为“促进就业、返乡创
业、特色产业、招商引资、城乡发展”的名片，打造
更多叫得响、立得住、推得开的劳务品牌，为实现
高质量充分就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积极贡
献。“十四五”期间，将培育打造自治区级劳务品牌
30个、国家级劳务品牌15个。到2025年底，50％
以上的旗县（市、区）拥有特色劳务品牌。

劳务品牌擦亮就业增收劳务品牌擦亮就业增收““金名片金名片””

◎新视界

□见习记者 李存霞

前不久，鄂尔多斯市一名中年男子突发疾
病，经东胜区人民医院全力抢救医治无效，再也
没有醒过来。他的亲人忍着巨大悲痛，决定捐献
他的器官，用另一种方式延续他的生命，让需要
帮助的患者重获新生。

在鄂尔多斯市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协调
员的见证下，患者家属郑重签订了器官捐献同意
书，捐献了患者的肝脏、肾脏。内蒙古医科大学
附属医院的专家团队默契配合，完成了公民逝世
后自愿器官捐献手术。

为了表达对捐献者至高的敬意和缅怀，医护
人员为捐献者举行了庄重肃穆的告别仪式。这
份生命的延续，为 3 名重症患者带来了生的希
望。

人体器官捐献是挽救患者生命、服务医学发

展、传递人间大爱、促进社会文明的高尚事业，公
民自愿器官捐献是我国器官移植唯一的合法来
源。

鄂尔多斯市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张艳说：“人体器官捐献是人道、博爱、奉献精神
的崇高体现，近几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
到这项公益事业中，这是一项造福社会的善举，
对倡导无私奉献、精神文明建设等都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据了解，2011年，我区作为全国第二批人体
器官捐献工作试点地区，全面启动了人体器官捐
献工作，成立了全区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
会，自治区红十字会建立了捐献和移植工作办公
室，着力推进捐献公益宣传、规范管理进程，持续
完善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流程，不断改进捐
献服务，有效提升了捐献成功率。

同时，全区各级红十字会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理念，结合学雷锋纪念日、世界红十字

日、世界献血者日和世界骨髓捐献者日等关键节
点，联合各相关部门开展宣传活动，广泛宣传人
体器官捐献等“三献”知识，深入开展“生命接力+
生命教育”等活动，不断提升居民公益奉献意识，
动员更多志愿者加入到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队
伍中来，让爱心不断传递，让更多生命得以延续。

2012年 1月，遭遇车祸不幸离世的徐女士成
为内蒙古第一例人体器官捐献者；包头市的陈大
宾和郝建华夫妇双双志愿捐献了遗体、角膜，让
眼疾患者得以重见光明；2022年，医务工作者王
猛捐献器官挽救多人生命……他们都是普通人，
却在生命尽头用奉献传递希望，谱写了一曲曲人
间大爱的生命赞歌。

“感恩你无私的壮举，让我的生命有奇迹，感
恩你无私的传递，让我的生命延续下去……”家住
包头市的冯殿国是一位器官移植受益者。2015
年，冯殿国查出患有尿毒症，2017年，他进行了肾
移植手术，重获生命希望。经过休养后，冯殿国的

身体完全恢复了，他创作了这首原创歌曲《生命的
延续》，表达了对器官捐献者的无限感恩。

“对于年过半百的我来说，‘重生’之后的每
一天都值得珍惜，我的心中充满感恩之情。我现
在也是一名红十字志愿者，多次参加公益活动和
志愿服务活动，希望能把这份爱一直延续下去。”
冯殿国说。

2022年，自治区红十字会组建成立内蒙古
红十字“三献”志愿服务总队，在全区范围内招募
了“三献”志愿服务骨干 40名，重点围绕无偿献
血、造血干细胞捐献、人体器官和遗体捐献工作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目前，全区有 44个“三献”
志愿服务队、1800多名志愿者在基层一线开展
工作，引导更多的社会力量支持参与“三献”工
作，共同营造尊重生命、奉献大爱的社会新风尚。

截至目前，全区遗体（角膜）和器官捐献志愿
登记人数达83250人，实现捐献388例，其中器官
捐献119例、遗体捐献178例、眼角膜捐献91例。

一 个 生 命 逝 去 换 来 数 个 生 命 重 生

◎帮帮
医疗保险被越来越多的

人所关注，记者发现一些参
保人在常见的医保待遇享受
上仍然存在认知误区，对此，
记者采访了自治区医疗保障
局医保中心副主任张亮存，
就常见的五个误区进行解
读，看看你有中招的吗？

误区：医保部门对参保患
者住院天数有限制，住满 10
天 或 15 天 要 出 院 再 重 新 住
院。

张亮存：参保人员的住院
天数和医疗费用，取决于患者
病情严重程度。医保经办机
构明确要求定点医疗机构严
格掌握入出院标准，不得拒收
符合住院条件的参保人员，不
得要求未达到出院标准的参
保人员提前出院。经核查情
况属实的，将根据协议处理。
如果患者遇到被分解住院或
强制出院的情况，可以向定点
医疗机构医保部门或医保经
办机构投诉。

误区：所有的医药费用都
能列入医保报销范围。

张亮存：医药费用报销严
格执行三个目录，即药品、诊
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范围
和支付标准目录，同时三个目
录分为甲乙丙类，甲类全部纳
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按支付
比例报销，乙类先由参保人员
自付一定比例后再按支付比
例报销，丙类全部由参保人员
个人负担。因此只有符合三
个目录范围内甲类和乙类的
费用，才能按规定比例报销，
并不是所有费用都可以报销。

误区：办理转诊转院手续后，必须回参保
地报销。

张亮存：参保人员办理转诊转院备案手续
后，在全国联网异地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
诊疗费用可实现直接结算，无需回到参保地手
工报销。

误区：在定点零售药店可刷医保卡购买食
品、化妆品等生活用品。

张亮存：个人账户主要用于支付参保人员
在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零售药店发生的政策
范围内自付费用。可以用于支付参保人员本
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
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以及在定点零
售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
由个人负担的费用。不得用于公共卫生费用、
体育健身或养生保健消费等不属于基本医疗
保险保障范围的支出。

误区：医保规定定点医疗机构“药占比”，医
院因“药占比”而不予开药，导致患者用药困难。

张亮存：医保部门未对定点医疗机构“药
占比”进行限制，也未制定限制参保人员就医
购药的政策。定点医疗机构应根据《处方管理
办法》及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有关规定，合理开
具处方并提供参保人员所需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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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曦

“奶奶是‘感动草原十杰母亲’，妈妈是为国争
光的柔道运动员，父亲是舍己为人的消防烈士，我
是人民的消防员。淳朴的家庭教育影响了我，文明
的家风熏陶了我，爱党报国、为民奉献的种子扎根
在我的心田。”“全国最美家庭”获得者巴特尔说。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
引领。一直以来，自治区妇联把家庭工作作为工
作重点之一，推动出台《内蒙古自治区家庭教育促
进条例》，持续推进家家幸福安康工程，抓品牌、办
活动、开栏目、办巡讲、评优秀、树模范……引领社
会见贤思齐。

截至目前，我区已评选出各级各类最美（五
好）家庭11万多户，其中巴特尔、赵晶等 264户家
庭荣获全国最美（五好）家庭。这些家庭引领社会
向最美学习，让崇德向善的热潮扑面而来。

在内蒙古大地，无数个“仁爱妈妈”“周末妈
妈”“爱心妈妈”们带领着家庭、家人等在弘扬优良
家风、激扬文明新风，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
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
尚的征程中，发挥着光和热。

“仁爱妈妈”刘玉敏说：“在家庭中，我们要向
上向善、孝老爱亲，做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
者、示范者。在社会中，我们要担当有为，把爱家
与爱国统一起来，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磅礴力量。”

10多年来，刘玉敏不仅带领自己的家人向善
向好、做奉献，更带领她关心关爱的困境儿童、留
守儿童大家庭做公益，从小在孩子心中培育爱国、
敬业、诚信、友善的种子。

12年来，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全国三八
红旗手、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妇联主席王砚带
动身边姐妹打造“周末妈妈”温暖品牌，用妈妈的
爱抚慰留守儿童的心，教育孩子们感恩社会，让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
“最美媳妇”图雅几十年如一日，悉心照顾瘫

痪公公，用人间的大爱，把孝心延伸成暖流。
最美巾帼志愿者王佳敏，成立巾帼志愿者协

会，发展志愿者近千人，帮助智障孩子和困难群众
上百人。王佳敏还是“红色娘子军”宣讲员，线上
线下为近万名学员讲述先辈艰苦奋斗的故事。她
说：“我们要继承他们心系百姓的精神，发扬他们
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把这种精神和作风一代一
代传承下去。”

自治区妇联党组书记、主席王芳表示，今年
要重点抓好落实家庭教育根本任务、推动家庭教
育政策法规落实落细、建设普惠型家庭教育服务
体系、打造专业化家庭教育支持体系、完善精准
化家庭教育服务机制、构建全链条家校社协同育
人机制等 6项工作，推动我区家庭教育工作创新
发展，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内蒙古家庭
巾帼力量。

好 家 风 浇 灌 出“ 文 明 花 ”

□本报记者 马芳 实习记者 孙柳

近日，内蒙古“90”后导演乔思雪编剧执
导的影片《脐带》走红。

《脐带》讲述了音乐人阿鲁斯陪伴患有
阿尔兹海默症的母亲回到故土草原，带她寻
找记忆中“家”的温暖故事。影片由内蒙古
青年电影人刘辉、胡婧担任制片人，国家一
级演员、金鸡奖影后巴德玛，呼伦贝尔游牧
电子音乐人伊德尔等人主演。

“我们希望通过这部影片展示故乡呼伦
贝尔的风景如画，展现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可
爱。”制片人刘辉说。

据悉，该片全程在呼伦贝尔大草原取景
拍摄,电影将如诗如画的草原风光展现得淋
漓尽致。同时，富有民族特点的音乐也贯穿
始终。

乔思雪同样出生在呼伦贝尔，早年就读
于法国巴黎 3IS电影学院。“音乐对这部剧
作影响很大，是整部电影一条隐形的‘脐
带’，将孩子和母亲联系起来。主角阿鲁斯
就是参照音乐人伊德尔的人生轨迹进行创
作的，我想以此表达一种年轻人的生活态
度，以在外学习到的更宽广的视角重新回到
家乡的土壤里寻找素材，以更国际化更贴近
大众的视角去传递，用我们的方式将家乡的
文化传承下去。”她说。

关于故乡、亲情、成长、爱与自由……这
部影片让观众在真实感人的故事中感受独
特又温暖的至爱亲情。

为了让更多观众走进影院感受这部影
片的独特魅力，3月 27日，内蒙古电影家协
会副主席曾涵、张芸、周子阳、张大磊、德格
娜以及内蒙古青年导演忻钰坤共同发起推
荐观影活动，为社会各界朋友、内蒙古电影
人及高校师生包场观影。

一天 3 场放映，场场爆满、好评如潮。
每场放映结束后，来自内蒙古的部分主创人
员现身台前，与影迷进行深入交流，通过分
享创作初衷、拍摄过程、参演感受等，表达对
内蒙古这片热土的眷恋之情。

“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是结局，儿子顺
从了母亲的意愿，割断象征‘脐带’的绳索选
择放手。这部电影让我想到了亲人、爱人、
朋友的亲情和友情，让我热泪盈眶。”观众乌
都娜感动地说。

内蒙古电影家协会副主席魏树学说，
希望能涌现出更多像乔思雪这样的优秀新
生代导演，创作出更多好的本土电影来宣
传内蒙古，为内蒙古电影事业和家乡建设
添光增彩。

寻找记忆里温暖的家

电影《脐带》走红

本报 4月 20 日讯 （记者 冯雪
玉）近日，我区推出“亮丽内蒙古 四季
好风光”——浸享内蒙古四季旅游产
品，涵盖春季赏花、夏季度假、秋季越
野、冬季滑雪等度假、乡村、非遗等 36
个精品旅游产品。

据了解，我区今年全力打造自驾
游的首选地、露营游的佳选地、度假游
的必选地、康养游的优选地，突破传统
旅游的“观看模式”，进入沉浸旅游的

“体验模式”。自治区文旅厅依托我区
草原林海、沙漠瀚海、冰天雪地、历史
文化、民俗非遗等优质旅游资源，积极
打造度假、自驾、休闲、康养等旅游产
品，吸引珠三角以及全国游客，丰富我
区全域全季旅游产品体系，进一步扩
大内蒙古旅游品牌影响力，推动全区
旅游业提质升级，深化旅游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等。

编辑有话说：随着我区文旅消费趋
于年轻化、国际化，游客的审美水平和
对产品要求不断提升，沉浸式旅游不仅
增加了游客体验感和场景感，还实现了
与当地特色文化的交流互动。

创一流优质高中
内大附中7月恢复高中部

本报 4月 20 日讯 （记者 刘志
贤）近日，呼和浩特市教育局批复内蒙
古大学附属中学7月恢复高中办学，努
力创办自治区一流优质高中。

内大附中前身为呼和浩特市第三
十五中学，2022年5月，该校加挂“内蒙
古大学附属中学”，积极开展校地教育
合作共建。恢复高中部办学后，内大附
中依托内蒙古大学综合性的资源和平
台，充分挖掘学生潜能，理性选科，科学
合理进行择业规划，真正实现兴趣化、
个性化、多元化的发展目标，为学生的
未来及职业发展规划创造有利条件。
同时，内蒙古大学选派 17名优秀导师
全程参与附中教学工作、教师培养和学
科讲座，深入参与、指导学生的职业生
涯规划，助力学生高中阶段实现“弯道
超车”。

编辑有话说：高校对接高中是推进
高中高质量发展的破冰之举，也是打通
高校与高中协同育人通道的创新之举。

四 季 沉 浸 式 旅 游
带 你 玩 转 内 蒙 古

□本报记者 刘玉荣
实习生 刘志伟

“旅客朋友们，大兴安岭林区
是我国最大的自然林、原始林地
区，是祖国北疆的生态屏障，保护
好森林资源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

进入春防期以来，在牙克石
火车站及 k7094次列车上，内蒙
古大兴安岭吉文森工公司的防火
宣传员常态化开展森林防火知识
进车站、上列车的全民“防火墙”
宣传活动。

“给您一张‘森林防火宣传
单’，进入林区防火第一。”“小朋
友，知道森林火灾报警电话是多
少吗？”防火宣传员一边为乘客发
放森林防灭火知识宣传单，一边
通过问答的方式与乘客互动交
流。

森林防火宣传是杜绝人为森
林火灾发生的第一条防线，多举
措、全方位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活
动，为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森林
防火、参与森林防火、支持森林防
火的氛围起到了良好推动作用。

据了解，大兴安岭吉文森工
公司加强与政府、社区、企业、学
校等单位的紧密配合，创新宣传
思路，利用各种载体，大力开展森
林防火宣传工作，延伸森林防火
宣传触角，提升职工群众森林防
火意识，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进入林区 防火第一”的防火
理念送进职工群众心坎里，筑牢
全民“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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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一大早，，防火宣传员们登上防火宣传员们登上 kk70947094次列车开始森林防火宣传工作次列车开始森林防火宣传工作。。

防火宣传员在列车上向乘客普及森林防灭火知识。

防火宣传员在候车室宣传森林防防火宣传员在候车室宣传森林防
灭火知识及火场避险常识灭火知识及火场避险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