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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十四冬

□本报记者 王塔娜

“我岳父的情况，国内治愈率很低，
幸好有您和帮扶团队，竟然在县级医院
抢救回来了。”10月 24日，在巴林左旗
人民医院孙永波紧握主治医生郭春海
的手，哽咽致谢。

10 月初，巴林左旗北井村村民孙
永波的岳父意外受到撞击，造成肝脏Ⅴ
级破裂。在医院帮扶的专家、来自北京
垂杨柳医院的郭春海了解情况后立即
组织手术，经过 7 个多小时的紧张抢
救，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创造
了“医学奇迹”。

郭春海是中组部“组团式”帮扶选
派到巴林左旗的医疗特派团成员之
一。自 2022 年，中组部干部人才“组
团式”帮扶工作开展后，巴林左旗抢
抓机遇，进一步整合资源、统筹力量，
带动教育、医疗、科技、农牧等领域人
才提质增量，促进帮扶工作全面“开
花结果”。

50 名 帮 扶 队 员 跨 越 山 海 来 到
巴林左旗，补短板强弱项，面对面、
手 把 手 指 导 ，从 精 准“ 输 血 ”、强 化

“造血”到助力“活血”，为全面助推
教育、医疗、科技领域发展提供人才
支撑。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在教育“组
团式”帮扶的推动下，北京陈经纶中
学与林东九中，北京求实职业学校、
劲松职业高中与华夏职业学校结对，
并建立团队带团队，师傅带徒弟的

“传帮带”机制，通过集体备课、随班
听课、示范上课、评课等方式，改善了
受帮扶学校的办学条件，提升了学校
师资水平。

“从北京学习回来后，我就参加了
全市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技能大赛并
获得了二等奖，这一切都要感谢黎校
长。”说起帮扶教师，华夏职业学校汽车
运用与维修专业2021级学生贾志龙满
心感激。

2022年北京劲松职业高中副校长
黎军来到巴林左旗，担任华夏职业学校
校长一职。为提高教育质量，他实施

“以训促建、以赛促建、以学促建、以课
促建”工程，聘请北京市区级教研员、正
高、特级教师，对技能大赛等工作给予

“一对一”指导，组织优秀学生到帮扶学
校进行技能学习和国赛培训，不仅把对
口升学率提升到 100%，更是让过去无

缘奖项的学校开始在各个赛事中锋芒
毕露。

在 2023 年赤峰市中等职业技能
大赛中，华夏职业学校获得了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3 名、三等奖 11 名的好
成绩。

先进教育理念全方位提升教育教
学，一流的医疗团队圆百姓健康梦。

走进巴林左旗人民医院，整洁明
亮 的 门 诊 大 厅 、便 民 快 捷 的“ 一 站
式”综合服务中心、务实有效的运行
管理……一系列的现代医院管理改
革举措带来翻天覆地的新变化，释
放着新活力。

北京市垂杨柳医院医疗人才“组团
式”帮扶团队长程少为来到巴林左旗
后，快速摸清了医疗卫生方面的薄弱环
节，有针对性地实施“1131”医疗质量提
升行动。

修订巴林左旗人民医院《章程》，完善
医师规则等医院管理制度70余项；创新
推行“中医药进临床服务模式”，推动皮肤
美容专科实现从无到有；■下转第3版

千里之外的传帮带 打造“带不走”的人才队伍

给小树穿“冬衣”
11 月 12 日，工作人员正在给树干涂白。包头市南海景区为保证景区内 37 种共 16000 余株树木安全越冬，从 10 月起开

始涂白工作，为树木披上“冬衣”。树木涂白是植保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能起到保护皮层，减轻树木冻害；防止病菌入侵，
消灭寄生越冬害虫；减轻日灼，延迟树木的萌芽和开花等作用。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本报呼伦贝尔 11 月 12 日电
（记者 李可新）近日，2023年全国
青年女子冰球锦标赛（UI8）暨“十四
冬”资格赛在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
中心火热开赛,共有来自北京、河
北、黑龙江、广东、四川、内蒙古6支
代表队参赛。东道主内蒙古冰雪运
动学校女子冰球队派出 19名运动
员，与 100余名国内高水平青年女
子冰球运动员同台竞技。

内蒙古冰雪运动学校冰球教练
员张力称，队伍的比赛经验稍显不
足，这次是抱着学习和交流的目的
参与竞技，希望可以在主场上展现
风采，吸引更多青少年参与到冰雪
运动中，体验冰雪运动带来的健康
与欢乐。

17 岁的球队队长赵心蕊是呼
伦贝尔本地人，她说：“回到家乡参
加比赛心情非常激动，我们会更加
积极对待比赛，希望在技术上有新

突破。”
本次比赛由中国冰球协会主

办，6支队伍采取单循环赛制，最终
名次将作为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
动会冰球项目女子青年组决赛的
落位依据。此次锦标赛也是国家
女子青年队选拔人才的机会，各支
代表队和运动员都非常重视，纷纷
派出优秀选手参加。作为国内水
平最高的女子青年冰球比赛，有利
于提升全国女子冰球后备人才的
整体实力。

“这些队伍的运动员年龄段都
在 18 岁以下，孩子们正处在技能
上升期。这次比赛之后，我们也会
在这个6支队伍当中选出国家女子
青年队，来代表国家参加国际比赛，
我希望孩子们能够在我们这么好的
一个体育场馆内，顽强拼搏展现出
自己的技能。”全国青年女子冰球锦
标赛竞赛部副主任刘春华说。

全国青年女子冰球锦标赛在呼伦贝尔挥杆

本报 11 月 12 日 讯 （记者
柴思源）11 月 11 日，以“全民上冰
雪·激情燃冬运”为主题的内蒙古自
治区喜迎“十四冬”冰雪惠民主题活
动在呼和浩特体育中心综合馆滑冰
场欢乐亮相。

场馆外，全国第十四届冬季运
动会展览，用精彩的图片和生动的
文字向观众宣传这场冰雪盛会。场
馆内，来自呼和浩特市冰雪和水上
运动中心花滑队、呼和浩特市速滑
队、内蒙古中老年冰轮速滑队等冰
上运动爱好者参与的冰雪惠民展演
点燃冰雪激情。惠民展演由序《与
冰共舞》、第一篇章《冰运之美》、第
二篇章《冰雪之韵》和第三篇章《来
吧，一起上冰雪》构成，融合了速度
滑冰、冰球、花样滑冰等冰上运动的
7个节目引人入胜，让大家感受到
冰雪运动的速度、力量、激情和唯
美。在热情洋溢的氛围中，展现内
蒙古各族儿女纵情冰雪、点燃银冬
的豪迈之情。

自治区社体中心副主任程乾

说：“今天‘十四冬’倒计时进入第
98 天，我们带来这样的冰上视觉
盛宴，就是为了让老百姓更多地
接触冰雪运动，响应‘三亿人参与
冰雪运动’的号召。参与表演的
冰雪运动爱好者中有 70 多岁的
老人，也有四五岁的孩子，他们在
冰上收获健康和快乐，也向大家
展示北疆各族儿女对‘十四冬’的
热切期盼。”

“十四冬”日益临近，内蒙古各
项冰雪惠民活动将如约而至。自治
区体育局群体处处长秦瑛说：“‘十
四冬’筹备的这几年里，内蒙古群众
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越来越高涨。
我们不仅在2018年和 2019年连续
举办了两届内蒙古自治区冬季运动
会，还打造冬季英雄会、中国冷极马
拉松等多项品牌赛事活动。随着各
地冰雪场地的新建和优化，百姓纷
纷参与到雪地足球、冰上龙舟、速度
滑冰等各项冰雪运动中来。全民迎
接‘十四冬’、参与‘十四冬’的氛围
已经形成。”

喜迎“十四冬”冰雪惠民主题活动亮相

□本报记者 高敏娜

“哒哒哒”，电子缝纫机飞针走线、
锁边接口，一旁的激光雕刻机也在彩毡
上剪裁花纹，奔腾的蒙古马图样跃然布
上……走进内蒙古八骏马民族用品制
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忙碌不
停，他们正在抓紧时间赶制一批来自黑
龙江的蒙古包订单。

一望无际的草原，洁白的羊群，与
天空相映衬的蒙古包，是所有远方客人
对内蒙古草原最初的印象。作为悠久
历史长河中游牧民族的日常住所，蒙古
包凝聚着蒙古民族的智慧结晶，它的营
造技艺是我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在内蒙古八骏马民族用品制造有
限公司厂区内，蓝色的门饰图案、金色
的宝尖、红色的窗框……大小不同、形

状各异的 16个蒙古包铺展开来，似乎
都在诉说着这个民族用品制造企业的
与众不同。

“我们家族生产制作蒙古包的技艺
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我从小就跟
着祖父学习蒙古包制作搭建，这门技艺
在我们张氏家族已经传承了13代人。”
内蒙古八骏马民族用品制造有限公司
总经理张博武是兴安盟蒙古包营造技
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谈及对蒙古
包的情怀，他言语质朴，眼中有光。

在张博武看来，传统蒙古包制作集
木工、刺绣、雕刻、绘画、编织等为一体，
是蒙古族民间手工技艺集大成者。如
今，他正在把创新融入蒙古包制作，使
这一古老手艺迸发出新活力。

“传统蒙古包就地取材、手工制作、
简洁实用、不渗不漏、凉爽宜人，虽然我
们要创新发展、适应市场变化，但是这
里面的传统工艺也不能丢，我们要创新
技法，传承技艺。”张博武说。

从过去的传统木质蒙古包，到现在
的铁木混合、铁制工艺，内蒙古八骏马
民族用品制造有限公司将民族工艺与
现代生产技术相结合，让产品继承了民
族文化的传统风格，又较好地融入了时
代元素，产品科技含量、附加值及市场
竞争力全面提升。“过去是一针一线的
手工制作，现在是手工和机械设备相配
合，我们制作的雕花木质蒙古包已经有
五个品种，制作工艺不断提高，各个细
节也都有所改进。”生产车间厂长赵永
光介绍说。

因为制作工艺在继承传统风格、样
式的基础上又融合新时代元素，内蒙古
八骏马民族用品制造有限公司的产品
颇受各地消费者欢迎。“我们生产的蒙
古包不仅远销北京、天津、上海、广州、
香港等多个地区，还远销韩国、澳大利
亚、新西兰等国家。”张博武说。

百年光阴，写就一段民族用品制造
的历史传奇。如今，内蒙古八骏马民族

用品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的产品不仅成
为各大旅游景点、度假村、那达慕会场
的用品，还被兴安盟博物馆收为馆藏藏
品。公司也相继获得内蒙古老字号、全
区首批小微文化重点企业、全国质量诚
信优秀企业等多项殊荣。

为了更好地将蒙古包制造工艺发
扬光大，张博武将蒙古包制作工艺以动
态展示的形式展现出来，让更多的人了
解蒙古包的营造技艺。

“每到暑假，当地小学生都会来开展
科普研学，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蒙古
包营造这一非遗技艺更好地传承发展。
除了有蒙古包车间，我们还推出了金牛帆
布皮件、铁运包装、稻之都米业三个子产
业，推动企业多元发展。”张博武告诉我
们，下一步他还要将外地风俗旅游体验区
建设的先进经验和自身资源优势相结合，
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文化创新商品，
力争把公司打造成集新、奇、特，产、学、研
为一体的多元化民族品牌企业。

“老手艺”站上“新舞台” 蒙古包走出大草原

本报包头11月 12日
电（记者 格日勒图 通
讯员 谢宜霖）11 月 11
日，主题为“骑迹包头 马
上精彩”的 2023 包头马
术场地障碍邀请赛在该
市奥林匹克公园马术赛
场开赛。

比赛由包头市人民
政府主办，包头市体育
局、东河区人民政府、包
头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承
办。

本次比赛分四个组
别，分别为青少年组的地
杆障碍级别，交叉障碍级
别，公开组的50cm级别，
80cm级别，来自北京、山
西、呼和浩特、包头、鄂尔
多斯、巴彦淖尔的 59 对
人马组合参加本次比赛。

马术障碍赛，是极具
观赏性和趣味性的一项
马术运动，主要是考验人
马配合的熟练程度以及
按照固定路线快速通过
多道障碍物的能力。记
者在现场看到，骑手英姿

飒爽，骏马在腾跃伸展间尽显优雅。
2023年，包头市体育局精心策划

组织了全国马术名家超级耐力赛、40
公里、80公里马术耐力赛、蒙古马竞
技大赛、黄河“几字弯”马术耐力赛、第
二届马球公开赛等10项精品赛事，马
术赛事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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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朱媛丽

“我们国家有多少个民族呀？”“我
们国家有56个民族。”“我国的通用语言
是什么？”“我国的通用语言是普通
话”……

11月 9日，在锡林浩特市楚古兰幼
儿园的“石榴籽课堂”民族团结知识问
答环节，身着民族服装的小朋友纷纷踊
跃举手，用标准而稚嫩的普通话对答如
流。老师还会奖励回答正确的小朋友
每人一个大大的红石榴，与同班的小朋
友一起分享。

“我们园里有不同民族的小朋友，
大家都说普通话，我们一起玩游戏、做
手工，友好相处，我们要像石榴籽一样
紧紧抱在一起。”大二班幼儿胡畔说。

本园大班的小朋友们还与手拉手结
对共建幼儿园——锡林浩特市宝力根幼
儿园的小伙伴们共同观看了文化宣传片
《石榴籽育人小课堂》，用国家通用语言
共同演唱了爱国歌曲《童心向党》。

上午10点整，幼儿园三楼红色教育

长廊小舞台定时上演民族团结、红色经
典主题的小故事，当天的剧目是《草原英
雄小姐妹》。在大四班的一名小朋友声
情并茂地国家通用语言旁白中，孩子们
扮羊群、演小姐妹，舞台上再现草原英雄
小姐妹英雄事迹，赢得阵阵掌声。

在锡林浩特市楚古兰幼儿园，演绎
民族团结、红色经典小故事，是民族团
结进步教育活动的一项内容。

“我园结合幼儿年龄特点，通过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将民族
团结和普及推广国家通用语言融入孩
子们每日生活学习，以幼儿乐于接受的
方式，引导小朋友们从小培育民族团结
进步意识。”教师关丙雅介绍说。

“近年来，我们将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有效融入‘立德育苗’全过程，
用幼儿听得懂、能接受的方式和丰富多
彩的载体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通过
一日生活间隙的‘晨听、午谈、暮诵’讲
故事知中华等潜移默化的方式，让各民
族小朋友从小就会讲一口流利的普通
话。”锡林浩特市楚古兰幼儿园行政负
责人姜姗说。

立德育苗的“石榴籽课堂”
□本报记者 薛来 薄金凤

“各单位注意，演练开始！”11月
10日上午，随着阵阵浓烟滚滚而起，
乌拉特中旗甲胜盘铅锌硫铁矿应急救
援支队迅速奔赴“火情”现场进行救
援，一场高温浓烟实战演练拉开序幕。

“为了完全接近实战，演练采取
‘不编方案、不定脚本、不对台词’的盲
演方式进行。”巴彦淖尔市应急救援支
队支队长靳伟介绍，演练现场设置50摄
氏度的浓烟状态，能见度为3至5米，最
大程度还原真实火场内部的恶劣复杂
环境，救援队员需要完成灾区侦查、配
用呼吸器搜救伤员、气体检测等科目。

本次演练从信息预警、现场核查、
协同救援到疏散逃生、医疗救助，程序
规范、动作迅速、处置得当，达到了预
期目的。“通过参加模拟实战演练，为
我们今后面对矿井火灾、浓烟、高浓度
有毒有害气体等各类事故时积累了丰
富的实战经验，提高了团队协作配合
能力。”救援队员张容海告诉记者，演

练进一步提升了指战员在高温浓烟黑
暗情境下的心理素质。

今年，巴彦淖尔市应急管理局积
极开展安全生产和应急救援有关桌面
演练和实战演练，锤炼指战员在应急突
发事件时的综合指挥能力、快速反应能
力和应急处置能力。同时建立“一周一
讲堂”学习机制，举办“应急管理大讲
堂”，邀请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冶金
工贸等重点企业主要负责人化身“讲
师”，围绕安全生产法定职责、重大事故
隐患判定、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硬措施
等方面进行培训，夯实安全生产责任，
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据悉，巴彦淖尔市探索建立一风险一
预警、一月一张表、一周一讲堂、一月一抽
查、一情况一通报、一事故一剖析“六个
一”工作机制，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成为拥
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检
验，织密人民群众安全保障网。通过周调
度，该市已排查问题隐患38125项，其中，
完成整改37675项，整改率为98.82%，行
政处罚1245.57万元，进一步确保了安全
生产工作的稳定向好。

高温浓烟“炼”真功

本报锡林郭勒11月12日电 （记
者 巴依斯古楞 通讯员 张伟）“从
4月 15日动工，到 10月 26日对设备
性能、运行进行调试生产，近日已进入
正式生产阶段，每天生产4000吨左右
球团。能够实现当年建设、当年投用，
离不开政府部门的保姆式服务。”二连
浩特市 2023年重点项目——和聚元
200万吨球团项目的投资建设方，二
连浩特市百汇源实业有限公司销售经
理杨峰介绍说。

和聚元200万吨球团项目是二连
浩特市为延伸铁矿石加工产业链条
引进的氧化球团项目，总投资 5亿多
元，占地面积 84 亩，主要建设精粉
库、造球室、预配料室、膨润土库、精
粉干燥室、强力混合室、膨润土除尘

灰配料室等。
该项目于今年 4月动工后，采取

三班倒模式进行施工，高峰期间每天
有 500 余名工人、100 余台施工机械
在场作业。项目引进国内先进设备
和智能管理水平，向智能化、绿色化
发展，采用国内较为先进成熟的回转
窑氧化球团工艺，购进 10 台新能源
装载机，工业用水采用伊诗兰雅水源
地水源。

据悉，和聚元 200万吨球团项目
满负荷运行后，年营业收入将达到18
亿元，新增就业岗位200余个，纳税接
近 2亿元，将有效带动二连浩特市经
济发展，弥补当地铁矿石加工产业链
条的不足，为铁矿石加工产业链延补
打下基础。

二连浩特市和聚元200万吨球团项目投用

■上接第1版 准备去为老餐厅吃饭
的于慧敏老人介绍说。

回民区采取“政府搭台、社会参
与、专业经营”的经营与发展思路，在
各部门共同协调配合下，通过社区无
偿、低偿提供场地，民政出资打造，引
入专业社会组织,建设为老餐厅，根据
老年人的饮食习惯，为老年人提供营
养健康的助餐服务。

辖区内的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
机构还发挥自身优势，将志愿服务
融入到食堂运营中，为部分留守、空
巢 、经 济 困 难 的 老 年 人 解 决 了 温
饱。同时，采用竞争、灵活的市场机
制为老年助餐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内
生动力。

此外，回民区还通过适老化改造，
托起老年人“稳稳的幸福”。

“楼道里新装了扶手，卫生间安

装了方便起坐的防滑扶手，小区里
还有随处可见的适老座椅，这些改
造改到了老年人的心坎上，让我们
感觉生活在这里很幸福。”说起家里
和小区进行的适老化改造，已经 86
岁高龄的义和巷社区居民雷老先生
连连称“好”。

截至目前，回民区对辖区 280 户
困难老人进行家庭适老化改造工
作，实现老人家庭如厕洗澡安全、室
内行走便利、居家环境改善、智能检
测跟进、康复辅具适配等功能的全
覆盖。

下一步，回民区将持续实施品质
养老服务创新工程，进一步规范服务
标准、加强指导监督、跟进政策执行落
实情况，不断完善“一刻钟”养老服务
圈功能，让更多老年人安享健康幸福
晚年。

“品质养老”托起老年人“稳稳的幸福”

■上接第 1版 授权大兴安岭森林
公安机关林业行政处罚权包括:森林
案件、野生动植物案件、自然保护地案
件、湿地案件、森林防火案件、林业有
害生物防治检疫案件、林业种苗及植
物新品种案件。授权期一年。自治区
各级林草主管部门将加强联合执法及

业务指导，共同做好林草行政案件查
处工作。

同时，为进一步理顺林草行政执
法体制，确保在授权期结束后从根本
上解决林草行政执法难题，内蒙古正
同步探索推进完善四级林草行政执法
体系。

内蒙古授权地方森林公安机关林草行政处罚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