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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敏娜

宫保鸡丁、红烧牛肉、溜肉段……
2023年 12月 22日中午，兴安盟乌兰浩
特市和平街红浦社区幸福食堂，饭菜飘
香，前来用餐的老年人正在这里享受美
好“食”光。

“这里饭菜种类多，价格也实惠，真
是办到了我们的心坎上。”红浦社区居民
张丽英指着柜台里色香味俱全的菜品说，
这里60岁至79岁的老年人一餐9.9元，
80岁至89岁的一餐只要7.9元，90岁以
上的三餐全免费，自打这个幸福食堂开门
迎客以来，她几乎每天都来这里吃饭。

兴安盟老年人口达 30.74万人，占
全盟总人口的22%。近年来，兴安盟坚
持把做好养老服务作为重点实事工程
和民生工程，大力推进“养共体”建设，
以“信息共享、设施共享、模式共享、资
源共享、经验共享、人才共享”6个共享
为链接，推动形成“旗、乡、村”农村养老
服务三级网络构架不断健全、部门协同

配合、社会爱心人士积极参与的兴安盟
“大养老”格局。

“自从安装了一键呼叫按钮，做饭、
搞卫生、理发等这些对我来说比较困难
的事情都轻而易举地解决了。针对我的
情况，社区志愿者还给我免费送饭。”科
右中旗满都拉社区的失能老人玉莲说。

兴安盟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充分
发挥社区、医疗、公益和志愿服务等为
老服务力量，以智慧养老综合信息服务
平台为载体，通过一键呼叫按钮和
96111为老服务热线，实现了电话反馈
需求、平台一键派单的服务模式，为全
盟老年人搭建一站式为老服务体系，有
效解决了一些独居老人“吃不上饭、看
不上病、出不了门、见不着人、取不上

暖”的问题。
兴安盟民政局党组成员刘君表示，

兴安盟智慧养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的
建立，不仅通过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
对老年人生活、健康和安全等方面进行
了全方位智能化管理，还为实现养老服
务一体化、连锁化、标准化、市场化、社
会化发展提供了智慧平台。

据了解，兴安盟智慧养老综合信息
服务平台将服务对象、社区、养老服务
资源及政府融合互联，通过线上线下相
结合，为社区居家老年服务对象提供居
家上门、智慧健康管理、智慧养老产品
租售和服务过程监管等综合性养老服
务。截至目前，兴安盟已采集了 11万
名老年人的信息，通过“互联网+养老”

模式累计服务超2万人次。
“我家就住在附近，定期来这儿做

艾灸，效果挺好的。”乌兰浩特市胜利街
居民田丽霞在养老服务中心健康驿站
进行艾灸养生时说。

兴安盟大力推动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重点打造以旗县市主城区为核心，
逐步向外延伸、全面铺开的服务架构，
建成乡镇养老服务中心 38个、村级养
老服务站155个，已基本建成农村养老
服务三级网络体系；建成街道养老服务
中心 15个（全覆盖）、社区养老服务站
41个，覆盖 100个城镇社区，“15分钟
养老服务圈”实现全覆盖。为老年人提
供助餐、助浴、助洁、助医、助急、助行

“六助+N”服务，目前已逐步形成居家
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基
本养老服务体系，实现了养老服务与社
区、农村、养老机构建设的资源融合、业
态融合和功能聚合。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镇组织志愿
服务队提供“六助”、心理慰藉、代办跑
腿等23项养老服务； ■下转第3版

兴安盟——

打响“养共体”品牌 打造“大养老”格局

本 报 12 月 31 日 讯
（记者 高慧）元旦假期开
启，城乡市场也迎来消费
高峰。记者从自治区商务
厅获悉，目前全区加强节
日市场供应保障，各大超
市、农贸市场库存充足、货
源渠道畅通、商品价格平
稳，全区节日市场运行稳
定，繁荣有序。

日前，自治区商务厅
印发《关于全力做好低温
降雪天气及今冬明春生活
必需品市场保供工作的通
知》《关于做好 2024 年元
旦春节期间市场保供工作
的通知》等文件，指导各盟
市做好生活必需品保供工
作。强化市场监测调研，
重点监测 11 大类生活必
需品价格波动。密切跟踪
分析天气变化影响，指导
商贸流通企业增加库存数
量，提高补货上架频次，确
保生活必需品不脱销、不
断档。

通过近期调度，全区
骨干保供企业库存大米
2.5 万吨、面粉 4.2 万吨、
食用油 1.8 万吨，按照日
常市场运行情况，可满足
30 天以上正常供应；库
存肉类 2.3 万吨，可供应
25 天以上；鸡蛋库存 0.2
万 吨 、蔬 菜 库 存 1.9 万
吨、水 果 库 存 1.8 万 吨 ，
可供应 5 天左右，供货渠
道 顺 畅 ；从 库 存 情 况 来
看，全区生活必需品市场

供应充足，可有效满足居民消费需
求 。 同 时 ，自 治 区 商 务 厅 下 达 了
2023 年 4000 吨自治区级储备肉任
务计划，目前已全部入储，可根据市
场情况随时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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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阿拉善 12 月
31 日电 （记者 刘宏
章）元旦假期，当人们沉
浸在辞旧迎新的喜庆氛
围中时，包银高铁银巴支线内蒙古段
的贺兰山隧道施工现场依然是一片热
火朝天的建设景象，中铁十五局 400
多名铁路建设者战严寒、抢进度，抓质
量、保安全，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2023年 12月 31日一大早，中铁
十五局银巴项目负责人张迎辉早早来
到贺兰山隧道施工现场，仔细检查隧
道的结构安全情况，并向坚守在岗位
上的员工送去节日的慰问。隧道施工
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挑战和不确定性，
张迎辉脑海中的安全之弦时刻绷得紧
紧的。记者在贺兰山隧道建设现场看
到，隧道内灯光通明、机械轰鸣，工人

们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手持各种
工具，相互配合，正在进行着隧道的掘
进和支护工作，现场施工井然有序。

“贺兰山隧道全长 8812 米，为单
线隧道，也是穿越贺兰山的首条铁路
隧道，施工难度大，是全线重难点控制
性工程。中铁十五局承建的银巴高铁
贺兰山内蒙古段长7575米，都位于阿
拉善盟境内。截至目前，贺兰山隧道
正洞累计开挖3560米，完成了隧道工
程量的47%。”张迎辉告诉记者。

“多年来，我和施工人员一直在外施
工，我们错过了孩子的成长、小家的团聚，
说不亏欠那是假的，但祖国建设总得有人

坚守。”多年来，张迎辉已记不清有多少个
元旦和春节是在工地上度过的。

据张迎辉介绍，贺兰山隧道洞身
下穿明长城保护遗址，在隧道的掘进
过程中需要克服各种困难。为了保
证隧道施工的安全和质量，施工中，
项目坚持技术方案先行，采用信息化
控制系统，通过超前地质预报探测等
方式，准确掌握隧洞围岩及富水情
况，提前制定施工工艺工法，保证隧
道稳步掘进。同时，他们坚持“优化
轮廓、主动加固、分级控制、强化支
护”的施工控制原则，通过加大钢架
型号、增加超前小导管注浆等方式加

强初期支护。此外，还
加大了技术攻关和科
技创新应用的力度，设
立 了“ 博 士 科 研 工 作

室”，并联合石家庄铁道大学、中冶建
筑研究院等高校院所开展课题研
究。其中，《贺兰山隧道穿越宽大断
层破碎带深埋隧道施工关键技术研
究》为工程建设保质量、提效率、克难
题、创效誉提供了有力支撑。

“我们元旦不停工，为的是确保工
程进展和安全质量，尽早圆阿拉善人
民的高铁梦。”张迎辉说。

据悉，作为国内首条穿越贺兰山、
设计时速200公里的客运专线，建成后
阿拉善盟将接入国家“八纵八横”铁路
网络，对改善边远地区对外通行条件，
促进区域经济加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00多名建设者奋战在贺兰山隧道施工一线

本报 12 月 31 日讯 （记者 杨
帆）自治区财政厅消息：为确保呼和浩
特新机场项目建设顺利进行，截至目
前，自治区财政已拨付项目资金49.24
亿元。

其中，拨付保障呼和浩特新机场
项目建设资本金 42.8亿元，拨付旅客
过夜用房、停车楼、非主基地航用房和
航站区配套用房建设资金2.2亿元，拨
付航站楼指廊建设和综合业务用房项
目建设资金4.24亿元。

呼和浩特新机场项目是自治区“十

三五”和“十四五”规划重点项目，也是
自治区和呼和浩特市的标志性工程项
目，于 2020 年 7 月 30 日正式开工建
设。新机场位于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
县巧什营镇大新营村附近，定位为4F
级国际干线机场，是国内重要的干线
机场和区域枢纽机场。新机场投入运
营后，将成为京津冀机场群的主备降
机场。作为一类航空口岸，呼和浩特
新机场未来将是“一带一路”重要交通
节点，是连接我国与蒙古国、俄罗斯等
国家和地区的重要航空枢纽。

我区拨付 49.24 亿元保障呼和浩特新机场建设

本报巴彦淖 尔 12 月 31 日 电
（记者 图古斯毕力格）记者从河套灌
区水利发展中心了解到，近日河套灌
区被中国灌区协会授予“节水型示范
灌区”称号，成为此次被授予称号的全
国19个灌区之一，这也是内蒙古唯一
获得该称号的灌区。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大力推进农
业深度节水控水工作，统筹做好节
水、管水、用水、治水、兴水“五篇文
章”，河套灌区农业深度节水控水工
作取得明显成效。2023 年，该市逐
条逐项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主
体、具体任务和工作要求，实现了“清
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并建立“红
黄牌”通报机制，形成了市、旗县区两
级 抓 节 水 控 水 ，完 成 22.59 万 户
1241.4 万亩灌溉面积核实工作，为

2761 条国管直口渠颁发了引黄灌溉
用水证。全市秋浇耗水量 8.8亿立方
米，完成灌溉面积 440 万亩，耗水指
标计划控制在 9.98亿立方米以下，是
有统计数据以来实际耗水量最少的
一次，也是历史上同比压减秋浇水量
最大的一次。

此外，巴彦淖尔市不断加强科技
创新引领深度节水控水工作，联合高
校、科研院所开展技术攻关，积极开
展引黄滴灌和低压管道灌溉，有效实
现节水控水；大力推进科技体制改
革，建立河套灌区科技项目库，筛选
入库重大科技项目 30 个；不断完善
灌区“1+4+13”（1个科技试验中心、4
个试验站、13个科研基地）科研平台
体系，为全市农业深度节水控水提供
科技支持。

河套灌区荣获“节水型示范灌区”称号

本报 12月 31 日讯 （记者 杨
帆）记者从内蒙古电力集团获悉，截至
2023 年 12 月 25 日 11 时 30 分，蒙西
电网统调装机容量突破 1亿千瓦，达
1.0036亿千瓦，实现历史性跨越。

其中，火电装机容量 5153 万千
瓦，风电装机容量 2825万千瓦，水电
装机容量 209万千瓦，光伏电力装机
容量1638万千瓦，新型储能装机容量
209万千瓦，其余为生物质电力及其
他电力装机容量。

2023年是3年疫情后自治区全面
推进经济恢复的关键之年，保障全区
各类用户安全可靠用电意义重大。为
此，内蒙古各级电力部门始终不忘使
命担当，全力以赴保供电。

特别是 2023年 11月 16日，蒙西
电网新能源发电量创下历史新高，当

日发电量4.3亿度，占当日全网发电量
的 41.2%。2023年，蒙西电网新能源
发电量连续7次创下新高，预计全年蒙
西电网新能源发电量850亿度左右，同
比将上升22%左右。

“十三五”以来，蒙西电网风电、光
伏电力等新能源装机容量年均增长
11%，风电利用小时数由以前每年不
足2000小时增至目前每年2500小时
以上，光伏电力利用小时数由以前每
年不足1500小时增至现在每年1600
小时左右。

近年来，内蒙古电力集团锚定国
家“双碳”目标，统筹发展与安全，抢抓
新能源快速发展历史机遇，紧抓快干
推进新能源项目及配套外送电工程建
设，持续助力自治区加快构建清洁低
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

蒙西电网统调装机容量突破 1亿千瓦

本报12月 31日讯 （记者 于
欣莉）元旦假期，不少市民纷纷走进
书店看书“充电”，在阅读中开启新的
一年。连日来，全区各地新华书店开
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阅读活动，与读

者一起迎元旦、品书香、话年味，营造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据了解，全区各地新华书店陆续
开展“庆元旦 迎新春”图书欢乐购、

“阅”享元旦“小小年货节”、迎新年主

题诗朗诵等丰富多彩的主题阅读活
动，让广大市民尽享书香魅力。

“我经常带孩子来书店，既可以
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也可以在这里
参与很多阅读活动， ■下转第3版

新 华 书 店 开 展 多 彩 活 动 营 造 别 样 年 味 儿

2023 年 12 月 31
日，呼和浩特市民从

“ 你 好 2024”装 饰 字
样 的 雕 塑 旁 走 过 。
随着新年临近，呼和
浩 特 市 的 大 街 小 巷
到 处 洋 溢 着 节 日 的
喜庆气氛，人们在欢
声 笑 语 中 迎 接 新 年
的到来。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你好2024

本报 12月 31 日讯 （记者 梅
刚）记者从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获悉，
2024年 1月 1日起，我区全面执行《国
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
险药品目录(2023年)》。

新版药品目录共收载西药和中成
药 3088种，其中，西药 1698种、中成
药 1390 种；中药饮片仍为 892 种。
此次共有 126 个新药品纳入目录，1
个药品被调出。新增药品中，肿瘤用
药 21种，新冠、抗感染用药 17种，糖
尿病、精神病、风湿免疫等慢性病用
药15种，罕见病用药15种（其中阿伐
替尼片同为肿瘤用药），其他领域用
药59种。

此外，我区还将117个蒙药品种、
531 个中药饮片等纳入医保基金支
付，进一步扩大患者用药保障范围。
同时，为方便群众用药报销，我区进一
步完善“双通道”等保障机制。经专家

论证将酒石酸艾格司他胶囊、阿伐替
尼片、依库珠单抗注射液、西罗莫司凝
胶、丁苯那嗪片等29个国家谈判及竞
价药品增补入自治区门诊特殊用药目
录，并将国家谈判药品全部纳入“双通
道”管理，通过医疗机构和药店两种途
径保障谈判药品供应，由门诊统筹、门
诊特慢病、门诊特殊用药等渠道予以
报销。对原“双通道”及门诊特殊用药
目录中已调入常规乙类管理的谈判药
品仍执行前期“双通道”及门诊特殊用
药管理政策，保障患者用药延续性和
待遇稳定性。

据了解，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将进
一步完善药品供应保障机制，加大对
定点医疗机构合理配备、使用目录内
药品的管理力度，建立备案采购等绿
色通道，畅通谈判药品进院渠道，满
足临床用药需求，提升群众用药保障
水平。

内蒙古1月1日起执行国家新版医保药品目录

本报12月 31日讯 （记者 冯
雪玉）2023 年 12 月 31 日晚，内蒙古
文旅厅发布消息，元旦假期前两日内
蒙古累计接待国内游客 451.35 万人

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28.31亿元。
元旦假期第一天，全区接待国内

游客 214.90 万人次，是去年同期的
2.6 倍；实现旅游收入 13.31 亿元，是

去年同期的 3.3 倍。假期第二天，全
区接待国内游客236.45万人次，是去
年同期的 4.1倍；实现旅游收入 15亿
元，是去年同期的5.3倍。

元旦假期前两日 我区实现国内旅游收入28.31亿元

本报 12月 31日讯 （记者 冯
雪玉 见习记者 孙柳）2023 年 12
月 31 日晚，内蒙古乌兰恰特剧院

内，内蒙古艺术剧院交响乐团、民
族乐团、民族曲艺团奈热乐队接力
带来跨年之夜音乐“大礼包”，带你

跨年。
20 时，交响乐团率先奏响迎接

新年的第一串音符。交响音诗《千里
江山》第一乐章《云飞起，楚天千里》
勾勒出一幅全景山水画卷，青年女高
音刘迪的独唱《卡迪斯城的姑娘》浪
漫热情。紧接着《呼伦贝尔大草原》
《卡门幻想曲》《埃及进行曲》等曲目
轮番奏响，在乐团极富创意的曲目编
排下，节日气氛与交响乐巧妙融合，
为跨年之夜奏响序曲。

交响乐团指挥柴昊夫说：“今天
的主题是‘温暖北疆’，演奏作品有
大家耳熟能详的《往日时光》《呼伦
贝尔大草原》等，通过北疆作品展现
北疆文化。”

大型民族管弦乐《北疆畅想》
奏 响 后 ，乐 手 们 将 精 妙 的 乐 思 、
优美的旋律与内蒙古传统音乐元
素 —— 马 头 琴、四 胡、火 不 思、牛
角号及长调、 ■下转第3版

本报 12月 31日讯 （内蒙古日
报社草原全媒记者 孟捷）为深入贯
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内蒙古日
报社党委对内蒙古新闻网新的发展要
求，加速推进与草原云的“云网融合”
工作，进一步发挥好“以报为基础，以
端为旗舰，以网为支撑，以第三方平台
为推广”中的支撑作用，不断提升内蒙
古新闻网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
公信力，2024年 1月 1日，内蒙古新闻
网全新改版上线。

内蒙古新闻网既是自治区党委、
政府的新闻门户网站，也是内蒙古日
报社的官方网站，是继报纸、广播、电
视之后的自治区重要新闻媒体，是内
蒙古地区新兴媒体发展的龙头。

改版后的内蒙古新闻网将充分利
用草原云的各项功能，将草原全媒客
户端的“看北疆”“草原视频”“热点”

“图片”等频道（内容）融入内蒙古新闻
网，让网站首页重点更突出、内容更丰
富、形式更多样，更加吸引网民进行持
续性浏览。

在本土新闻方面，内蒙古新闻网
采用本网原创+草原云+旗县融媒
体+自治区媒体+央媒内蒙古频道稿
件相结合的方式，新闻量更大、可读

性更强。同时，更加侧重视频报道，
草原全媒客户端的《草原视频》《草
原 30 秒》和本网原创的视频相互补
充，进一步提升网站的视频化程度。

在栏目设置方面，内蒙古新闻网
在新增“央媒聚焦内蒙古”“内蒙古新
闻发布”等权威发布栏目的同时，还集
中对政务和商务合作信息、内蒙古旗
县区融媒体中心等进行了推荐，为部
分政务合作平台和旗县区提供了展示
的窗口。新增设的“推荐新闻”可以直
接浏览草原云热点新闻，瀑布流的表
现形式使得网民可以无限下滑浏览想
看的新闻信息。

全新亮相的内蒙古新闻网与草
原云融合更加紧密，视频播放更加流
畅，更加突出北疆文化特色和元素，
有效节省网民捕捉关键信息的时间，
降低阅读成本。在继续做好新闻报
道的同时，内蒙古新闻网进一步增强
了网站的实用性和可读性，提升了新
闻覆盖面，打造内蒙古网上的舆论主
阵地，力争成为区内端网融合的试点
平台。

一键焕新的内蒙古新闻网，将继
续为网民献上权威、迅速、准确的新闻
大餐。

一键焕新 内蒙古新闻网全新改版上线

2023 年 12 月 31 日，内蒙古艺术剧院交响乐团“2024 新年音乐会”在内蒙
古乌兰恰特剧院精彩上演。 本报记者 陈杨 摄

音 乐“ 大 礼 包 ”带 你 快 乐 跨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