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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字号产品走出国门 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
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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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做树皮画，我提高了家
庭收入，也丰富了业余生活。如
果大家想学，随时来找我。”来到
兴安盟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大
爱北疆·美丽工坊”桦树皮工艺品
非遗制作技术培训正在如火如荼
地进行。主讲人李淑英一边手拿
剪刀，一边耐心细致地向在场学
员讲授树皮画制作技艺。

作为兴安盟级树皮画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李淑英的经
历并非个例，这两
年，她用自己的行
动和技艺，帮助许
多像她一样的残
疾人学习专业技
能 并 实 现 了 就
业。“兴安盟残联
通过搭建残疾人

‘非遗’项目平台，
推荐我们参加各
类职业技能竞赛
及展能活动，还帮
助我们申报‘非
遗’项目，让我们
带动更多的残疾
人就业。”李淑英说。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然而，
对于残疾人来说，由于现实的重
重阻碍，就业中面临诸多难题。
今年以来，兴安盟残联着力搭建
残疾人“非遗”项目平台、技能培
训平台、线上线下招聘平台、集中
就业平台、灵活就业增收平台“五
大平台”，多措并举促进残疾人就
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

“去年，我通过残联的免费
培训学会了理发，空闲时我就给
小 区 里 的 残 疾 人 上 门 免 费 理
发。每个季度残联按照每人 20
元的标准发放补贴工资，我在家
门口就能获得收入。”肢体四级
残疾的突泉县醴泉小区居民王

淑荣开心地说。
为了让更多残疾人掌握一技之

长，兴安盟残联及各旗县市残联、专
门协会组织开展多项技能培训，旨在
提高残疾人就业能力，适应市场需
求。突泉县残联积极开展理发技能
培训，培养160余名残疾人理发师；
科右前旗残联集中开展7期家禽养
殖、手工编织等农村实用技术培训，
为288名残疾人量身打造职业技能
培训；各专门协会组织开展古法制

香、孔雀羽毛制品制作、机动车驾驶
技能培训……截至目前，兴安盟通
过残疾人技能培训平台，共投入培训
资金69万元，培训500余人。

线上线下“齐发动”，畅通招聘
“快车道”。今年春季，兴安盟举办
了“春风行动”残疾人专场招聘会，
共有 10余家爱心企业参加，设 20
余个招聘岗位，有传统的制造业、
服务业，也有新兴的互联网、电子
商务等行业，吸引百余名残疾人及
其家属求职，20多名残疾人在招聘
会上达成就业意向。参加招聘会
的残疾人纷纷表示，感受到了社会
的关爱和温暖，也坚定了他们走向
美好未来的信心和决心。

为进一步落实残疾人就业创
业政策，给有需求的残疾人送政

策、送信息、送岗位、送服务，兴安
盟残联搭建了残疾人线上线下招聘
平台，共开展22场残疾人招聘会，
为残疾人和企业之间搭建沟通桥
梁；依托“中国残疾人就业创业网络
服务平台”，设置 108个残疾人专
岗，进一步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

在兴安盟残疾人就业创业孵
化基地的残疾人文创直播间，主播
刘占勇正拿着剪刀将孔雀羽毛剪
成小片，并仔细地用镊子将之拼成

“福”字。“我在蒙
雀养殖专业合作
社学到了这门手
艺并成功就业，缓
解了经济压力，对
以后的生活也更
有信心了，我会再
接再厉好好干。”
刘占勇说。

刘占勇提到
的乌兰浩特市蒙
雀养殖专业合作
社是兴安盟残疾
人辅助性就业基

地之一。兴安盟残联积极搭建集
中就业平台，设残疾人辅助性就业
基地6处、残疾人就业创业示范(孵
化)基地 1处，集中安置残疾人 47
人。同时，联合兴安盟妇联等6部
门实施“大爱北疆·美丽工坊”残疾
人就业增收项目，辐射带动260名
残疾人灵活就业。

“我们将积极动员社会力量，
发挥残疾人专门协会、扶残助残社
会组织和残疾人创业带头人作用，
鼓励集中安置残疾人就业机构创
新发展运营，在年内完成 1000人
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并帮助他
们建立清晰的就业规划，加大政策
落实力度，持续做好‘五大平台’建
设，保障残疾人就业。”兴安盟残联
教就部主任白敖日格勒说。

精准帮扶暖人心
搭桥铺路好就业

□本报记者 高敏娜 实习生 包文鼎

鄂尔多斯

兴安

□本报记者 郝飚 通讯员 王超

天津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乌海服务
中心揭牌成立，“乌”字号企业足不出市尽
享物流、仓储、口岸通关一站式服务；“乌
贸通”外贸综合服务平台高效运行，外国
客商“云集”乌海；内蒙古自治区首份自助
打印的输马来西亚中国—东盟自贸区原
产地证书在乌海签发……近年来，乌海通
过加强与周边口岸联系，多举措扩大外
贸、稳定外资，外贸进出口交出“稳健答
卷”，为内蒙古打造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
头堡贡献乌海力量。

金秋时节，走进位于乌达产业园的内
蒙古宜化化工有限公司，繁忙而有序的生
产景象映入眼帘：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
流水线高速运转，产品快速成型；库房内，
小型装卸车、大型货运车紧密对接、相互
配合，一袋袋检验合格后封装的聚氯乙烯
树脂被装上车。不久后，这些产品将乘船
出海，销往东南亚市场。

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公司产品热销
海外，离不开“新”这一关键字。公司于
2019年启动 30万吨/年聚氯乙烯装置及

配套设施装备升级改造项目，打破过去只
生产SG-5型聚氯乙烯树脂单一产品的局
面，新增SG-8型聚氯乙烯树脂产品更有
国际市场竞争力，推动企业产品向多元化
高端化方向发展。

“原先我们是纯粹的贸易商，听从别
人的指令去做产品。现在公司延伸产业
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在国际市场打出自
主品牌，把终端客户直接抓在自己手里。”
公司出口商检负责人李嘉龙告诉记者，今
年，国内国际市场全面开花，全部车间都
开足马力，生产排班率达到100%。

传统外贸业务全线飘红的同时，以新
能源、新材料为主的外贸企业也开始走向
国际市场。

作为乌海市新进外贸企业的代表，乌
海宝杰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对外贸易的成
绩十分亮眼。今年5月，公司顺利申领了全
市首份石墨产品的原产地证书，不但实现
了新能源电池原料石墨出口业务零的突
破，还实现了新市场、新业务的连续突破。

眼下，乌海宝杰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各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同时利用国内外
各方渠道，积极参与国外知名展会，接洽
和开发新客户。

“石墨是乌海新材料产业链延伸的代
表，顺利出口对全市现代煤化工产业发展
具有重大意义。”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新业务带来的不仅是利润，更带来整个行
业的提升，标志着乌海新材料产品正式进
军国际市场。

随着外贸结构不断优化，乌海贸易
“朋友圈”不断扩大。据乌海海关统计，目
前，乌海贸易对象数量增长至84个国家和
地区，传统外贸产品出口韧性彰显，出口
产品种类有所丰富，基本有机化学品、机
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占出口前 3位。其
中，合成有机染料作为出口增长率最高商
品，累计出口货值达 582.45万元。今年 1
至8月，乌海进出口总值6.45亿元，其中出
口值达6.35亿元。

与此同时，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的生效实施，也为乌海外贸经济的开
放融通带来了新机遇、注入了强劲动力。

据统计，2023年，乌海海关共签发各
类原产地证书 1107 份，签证金额 1.56 亿
美元，其中RCEP原产地证书179份，签证
金额992.2万美元。今年1至7月，乌海海
关累计签发RCEP原产地证书 120份，享
惠货值达7345.45万美元。

为让“小证书”创造“大实惠”，助力
“乌”字号拓展RCEP市场，乌海海关深化
属地服务，主动分析挖掘可享惠企业，以

“智慧海关”建设为抓手，优化RCEP海关
政策服务，通过智能审核、自助打印等便
利服务措施，助力原产地签证进入“即报、
即审、即领”的“秒审”时代，极大地节约了
企业出口时间成本。

同时，乌海海关重点分析可享惠、未享
惠的数据，深入企业调研走访，依托“关长送
政策上门”、企业问题清零机制，通过“一企
一策”精准锁定并高效解决企业难点、痛点、
堵点，引导全市外贸企业充分享受RCEP原
产地政策红利，开拓RCEP国际市场。

此外，乌海还积极推动跨境电商成为外
贸新的增长极。抢抓共建“一带一路”和中
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重大机遇，乌海多次组
织本地链主、龙头企业和“乌海有礼”公共品
牌参加国内外经贸系列活动，扩大“乌”字号
企业国际影响力。同时，立足区位优势在承
接国内产业转移的同时积极开辟国际市场，
通过加强与周边口岸联系，大力夯实外贸产
业基础，探索推进“口岸+腹地经济”联动模
式，推动“经济通道”向“通道经济”转变、“过
路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

锡林郭勒

“广袤的非洲大草原，狮子、羚羊、角马狂
奔着展开激烈的生存角逐，长颈鹿、狒狒、斑马
在一处有猴面包树的水源地觅食、休憩……”
日前，记者跟随“千秋一河大潮阔”网络主题活
动采访团一行，来到鄂尔多斯市康巴什自然博
物馆，随着讲解员薛慧生动的解说，看着眼前
大量野生动物标本及相对应的生态复原场景，
参观者仿佛身临其境。

“讲解员是连接博物馆和参观者的桥梁。”
学旅游管理专业的薛慧是康巴什自然博物馆
宣教部部长，2018 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
2023年到康巴什自然博物馆工作。她所在的
团队85%以上是鄂尔多斯当地返乡大学生，平
均年龄只有24.5岁，是一支有想法、勇于挑战
新事物的团队，这些年轻人不仅有深厚的专业
知识，还具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康巴什自然博物馆由康巴什区政府投资
建设，是自治区第一座沉浸式互动体验型自
然博物馆。其独特之处在于，博物馆里的
447 件珍贵的野生动物标本，全部由著名慈
善家、美国野生动物标本收藏家肯尼斯·尤
金·贝林捐赠。

走进博物馆，仿佛置身于真实的动物世
界。博物馆的标本采用亲近人的创新性展陈
方式，让参观者能近距离地看到标本的真实样
貌。“我们想让这些动物标本‘活’起来，赋予它
们第二次生命，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更
直观地传递给大家。”康巴什自然博物馆90后
馆长郭冉明说，想通过一系列主题活动，把自

然博物馆做成一个能传承更多自然文化理念的平台。
为吸引更多观众走进博物馆，团队利用社交媒体、数字

化展览、互动体验等手段，让博物馆变得更加生动有趣；通过
自然生态剧本杀、直播、云展览、在线讲座等方式，让博物馆
与年轻人建立新的链接；通过设计有趣的互动环节和文创产
品，让参观体验更加丰富多元，唤醒大家保护自然、尊重自然
的理念。

“与传统博物馆的宣教方式不同，康巴什自然博物馆通过
演艺、话剧、手工制作等多元化科普方式，丰富参观和研学体
验，每个月推出6场公益活动，涵盖科普、生态知识等内容，拉
近参观者与博物馆的距离，加深了游览体验。”郭冉明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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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摄影报道

“我们常喝的茶里有一种物质叫氟，适量摄入对人体有好处，一
旦过量就会引起氟斑牙、骨质疏松、腰腿痛等各种病。您看，您这牙
应该就是氟斑牙。”

这几天，锡林郭勒盟二连浩特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人员化身
低氟茶宣传员和快递员，将一袋袋、一盒盒低氟边销茶送到牧民家。

“哎呀，你别说，我这牙不仅颜色不好看，还松动得厉害，我还总
是腰酸背痛的，看来真的是氟量过高了。”二连浩特市格日勒敖都苏
木额尔登高毕嘎查牧民高秀梅说。

边疆民族地区向来“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但他们日
常饮用茶都是高氟砖茶，时日长了，对健康就造成了影响。因此，国
家相关部门从进一步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建设“健康
中国”必然要求的高度，大力推广低氟边销茶。

“我们要在短期内，为我市所有牧户送上低氟健康茶，同时，用各
种渠道将健康饮茶相关知识传递给牧民群众，让他们早一日告别劣
质高氟茶，彻底遏制饮茶型地氟病的蔓延，真正提高边境地区农牧民
的生活质量。”二连浩特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斯日古楞介绍说。

健 康 茶 送 到 家

本报通辽11月 3日电 （记者 薛一群）日前，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临床经验学术研讨会在通辽召开。

据了解，本次研讨会由通辽市卫健委、自治区中蒙医药研究院
主办，研讨会上，国家级、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代表以《蒙医五疗流
派的传承发展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医正骨术》《蒙医乌拉
灸术》《葛式疗法对于颈椎病治疗浅谈》等为题，围绕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概述、蒙医正骨术、乌拉灸术分类及操作方法、认识葛式疗法、
蒙医药浴疗法等内容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解读。

会议期间，自治区中蒙医药研究院与通辽职业学院、通辽市蒙医整
骨医院签约，并举行了自治区中蒙医药研究院蒙医整骨研究所（科左后
旗·甘旗卡）揭牌仪式。以此为契机，自治区中蒙医药研究院与当地将开
展专业技术人员流动与交流，实现优势人才互补。围绕中蒙医药专业建
设，大健康产业发展等领域开展研究合作，打造产学研合作典范。同时，
开展相关专业学生实训建设，并进行定向培养，为自治区中蒙医药研究
输送优秀技能人才，为中医药（蒙医药）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长期以来，通辽市高度重视中医药（蒙医药）工作，先后荣获“全
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中国蒙医药之都”等荣誉称号。今年
4月，通辽市成功入选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试验区，现有国家
级、自治区级中医（蒙医）重点专科 35个，其中，国家级重点专科 6
个，自治区级重点专科29个。通过建立校院、校地、校企合作共享
机制，积极开展中蒙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西学中、西学蒙、中医
（蒙医）全科医师转岗培训、师带徒等一系列人才培养工作，中医（蒙
医）医疗机构建设持续推进，医疗服务的便利性明显增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临床经验学术研讨会召开

本报赤峰 11月 3日电 （记者 李雪瑶）近日，超高速HDPE
管材生产线在赤峰市松山区夏家店水泉工业园区正式建成投产，该
生产线是目前国内HDPE给水管材单日最高产量生产线。

今年 6月，内蒙古国本管道工程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3500万元
建设8条超高速HDPE管材生产线，用于生产农业塑料管道。该生
产线设备是由内蒙古国本管道工程科技有限公司与河北通达塑料
机械有限公司共同研发的。设备模具采用全新流道设计，配合内吸
风冷却系统，在实现高速生产的同时，保证管材内外壁光滑平整。

据悉，超高速HDPE管材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后，单条生产线日
生产HDPE给水管材27吨，相比国内传统生产线增加20吨左右。

“目前，8条生产线已经投入生产，生产的HDPE给水管材产品
销往赤峰本地及通辽、兴安等周边地区，每年可生产HDPE给水管材
3万吨，年产值可达3亿元。”内蒙古国本管道工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刘月明说，该生产线投入使用后，将有效缓解赤峰乃至自治区高标
准农田建设管材供应困难的问题。

国内HDPE给水管材单日
最高产量生产线建成投产

□本报记者 郭奇男

带企业走出去，把人才引进来。日前，乌兰察布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首次派出赴外招工工作组到山西省大同市，带领企业参
加“职引未来——2024全国大中城市巡回招聘（大同站）招聘会”，
帮助企业跨省引才。

此次招聘会，乌兰察布组织了吉铁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远景上
海峙雄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新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吉蒙碳素有限
公司等16家企业赴现场进行招聘，共提供310个招聘岗位，同时设置
乌兰察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代招企业专区，为该市103家企
业3029个岗位进行代招，现场收到简历275份（不含代招区）。

招聘会当天，乌兰察布企业招聘专区人头攒动，求职者络绎不绝，
吸引了不少青年求职者。“我是从新疆来山西读书的，今年夏天和朋友
一起去过乌兰察布火山，特别喜欢那里的气候和人文，听说企业工资待
遇也挺高，一直挺想去的，正好赶上这次招聘会，先把简历递上去，下一
步等待公司面试。”求职者阿卜杜热依木·麦合苏提在招聘会现场相中
了内蒙古新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岗位，他说：“希望这样的跨省市招
聘会能多举办几场，让我们高校毕业生有更多的就业选择。”

招聘会上，乌兰察布市人社局的工作人员还向求职者认真讲解
了乌兰察布的营商环境和就业政策，让求职者对乌兰察布就业环境
和企业发展前景有了更深的认识，大大增强了求职者来乌兰察布工
作生活的意愿，让“跨地域求职，跨区域择业”有了更多可能。

接下来，乌兰察布市人社局将持续加大“乌大张”“呼包鄂乌”
“京津冀”等地区间深度合作，强化就业服务，推进区域经济发展和
人才培养，真正做到就业保质保量，更上一层楼。

首次跨省招聘受欢迎

周周有周周有活动活动 月月有爆点月月有爆点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新军李新军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 张张梁诚梁诚

呼伦贝尔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冬天的脚步渐近，呼伦
贝尔充分发挥中国最长雪季、最美冬天等特色优势资
源，打好先手牌，让秋冬季文旅无缝衔接，周周有活动，
月月有爆点。

重点聚焦拓展精品线路，打造自驾游首选地、露营
游佳选地、度假游必选地、康养游优选地等“旅游+”秋
冬季产品；围绕“十四冬”主场馆、海拉尔苍狼白鹿、牙
克石凤凰山、扎兰屯金龙山滑雪场、伊敏河滑雪道等基
地，培育滑雪度假、汽车试驾等新业态。

“让游客来得了、住得赞、吃得香、玩得好”是今冬
呼伦贝尔文旅的主打牌。呼伦贝尔开启“宠客”模式，

主打 IP品牌与常态化活动相结合，推出 6项音乐会主
题活动、16项冬季英雄会重点赛事，举办冰雪、传统民
俗、文化演艺等5大类22项冰雪赛事文旅活动。

为扩大品牌赛事影响力为扩大品牌赛事影响力，，提升城市知名度提升城市知名度、、美誉度美誉度，，
呼伦贝尔市将与中国旅游研究院呼伦贝尔市将与中国旅游研究院、、中国旅游车船协会共中国旅游车船协会共
同举办呼伦贝尔冰雪自驾游同举办呼伦贝尔冰雪自驾游、、冰雪日等主题活动冰雪日等主题活动；；依托依托
雪地汽车雪地汽车、、雪地摩托车雪地摩托车、、滑雪滑雪、、滑滑冰等赛事，举办呼伦贝尔
冰雪旅游季暨百车冰雪穿越活动、全国大众冰雪季、中
国汽车短道拉力(冰雪)锦标赛、冷极马拉松等国家、自治
区级赛事，推出主客共享的试乘试驾、冰雪越野等体验
项目，进一步放大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品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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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喂驯鹿游客在喂驯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