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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全程指导准备材料，帮我跑腿
办理业务，服务贴心又暖心，办事方便又省
心。”1月9日，乌兰浩特市市民邹博在体验了
政务服务大厅的高效服务后，由衷地赞叹道。

邹博拨打政务服务大厅
电话是为了咨询“个转企”业
务，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为
其说明了办理步骤和所需材
料。次日，他携带全部材料
来到服务大厅，在工作人员
的全程帮办服务下，顺利完
成了账号注册、材料填写、实
名认证等流程，并成功拿到
了转型升级后的企业执照。

从“只进一扇门”到“最多跑一次”，从“不
见面审批”到“一网通办”，兴安盟在政务服务
领域的改革步伐从未停歇。近年来，兴安盟
全力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通过搭建
政务服务“数字高速公路”，由兴安盟行政审
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牵头，联通人社、教
育、住建、公安、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推行跨
部门集成式服务，将原来需要跑多个部门办
理的多个事项或环节，整合成“一件事”，实行

“一张表单、一套材料、综合受理、一次办结”
的集成服务模式，实现企业和群众办事流程
最简、成本最小、效率最高，真正把“一件事”
办进了群众心坎里。

2024年秋季，科右前旗居民张桂芳在线

上为孩子办理了入学，她按照公告教程，用了
不到十分钟时间，就完成了整个报名流程。

“听邻居说，他家孩子以前入学的时候，这些
手续要跑好几个部门，证件原件、复印件交了

一兜子材料，现在我坐在家里动动手指就完
成了报名，多幸福。”张桂芳笑着说。

为实现便捷高效的教育入学服务体验，
让家长在孩子入学过程中享受到“一网通办”
的贴心服务，兴安盟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
据管理局联合教育、公安、自然资源、人社、住
建5个部门，通过流程再造和信息共享将5件

“单事项”和办事环节集成为“义务教育入学
一件事”。家长通过内蒙古政务服务网、“蒙
速办”APP进行线上申报。截至目前，兴安盟
已办理“教育入学一件事”14060件，办理时
间压缩 86%，递交材料缩减 70%，跑动次数
从多次减少至零次。

“高效办成一件事”，关键在“高效”。为

此，兴安盟想了不少招儿，比如，“容缺受理”
“惠企减负”“一网通办”，还比如，线上依托全
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推进“关联事项集成
办”服务模式，持续完善全面周到、便捷高效

的政务服务场景；线下设立“高效办成一件
事”受理专窗，梳理高频“一件事”主题事项，
优化办事流程，印制办事指南，提升政务服务
能力。再比如，聚焦个人生活和企业生产全
生命周期的高频事项和重点领域，联动协调
10个部门整合13项业务事项，创新推出“公
积金+不动产查询、抵押登记、抵押注销”“不
动产+水气暖联动过户”“个转企”3个兴安盟
特色“一件事”，其中“个转企一件事”在全区
率先推出，目前，全盟特色“一件事”办件量共
4806件。

当“一堆事”变成“一件事”后，办事效率
能提升多少？截至去年底，兴安盟共设立“高
效办成一件事”专窗 47个，累计办事 15743

件，办理环节减少70%，申请材料精简62%，
跑动次数压减69%，办理时限压缩67%。除
了这“一件事”以外，2024年5月，兴安盟还上
线了基层报表应用平台，即“一表通”平台，该

平台能够整合不同部门
间报表的公共信息，打通
数据壁垒，解决了部门报
表数量多、重复填报等问
题。报表由原来的若干
表格转为实时更新的信
息化数据平台，报表人员
只需填写数据，由平台自
动完成统计、汇总，数据
上报的每个环节都有审

核员进行监督管理、动态维护，不仅提高了工
作效率，提升了数据的准确率，还为基层工作
减轻了负担。截至目前，兴安盟建立并下发
了1360条“一表通”账号，包含试点地区账号
338个，非试点地区账号1022个，覆盖全盟6
个旗县市各直属部门、苏木乡镇街道。

办事不必东奔西跑、材料不用重复提
交。兴安盟通过深化改革力度，提升政务服
务效能，让企业和群众清晰地感受到了兴安
盟着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态度和以人民
为中心的温度，而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也将
为企业和群众带来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为吸引投资、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强劲
的动力。

“一堆事”变“一件事”

兴安盟大力推进“一件事”集成办
□本报记者 高敏娜 通讯员 张伟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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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冯雪玉 孙柳

近年来，逛博物馆已成为深受群众喜爱
的生活方式。全区博物馆在不断丰富展陈内
容、创新展陈方式的同时，也积极走出“博物
馆”，探索博物馆多元发展的可能性。

2024年，内蒙古博物院大展不断，除常
设展览外，全年举办临时展览 10个，同时 5
个外展先后走进9个省市，积极为“北疆文化
神州行”贡献文博力量。“龙行中华——甲辰
龙年生肖文物大联展”“北疆印迹——中华文
明突出特性展”“生生长流——内蒙古黄河文
化大展”“长城两边是故乡——内蒙古文物菁
华展”“北疆护宝——内蒙古打击文物犯罪成
果展”等一个个精心策划推出的展览，从考古
发掘、文物保护、文化传承等方面，讲述着北
疆文化的深厚历史底蕴。

内蒙古博物院副院长郑承燕说：“随着对
北疆文化研究的持续深入，内蒙古博物院不
断对展览进行升级，无论是展品的典型性、还
是展陈方式的创新性，我们都下了很大功夫，
希望给观众献上一场文化盛宴。”

1月 10日，呼和浩特市文化旅游广电局
（文物局）将呼和浩特博物院馆藏的 2018件

（套）文物分别划拨给托克托县博物馆、和林
格尔县盛乐博物馆、清水河博物馆、呼和浩特
市多松年烈士纪念馆、绥蒙抗日救国会旧址
纪念馆等五家旗县区博物馆。此次文物划拨
是提升旗县区博物馆文物数量、展陈质量的
重要举措，极大丰富了旗县博物馆的藏品体
系，让游客“家门口”的文博体验更丰富。

与此同时，全区各博物馆展陈方式不断
创新，带给游客全新观展体验。

2024年 12月 31日，“生生长流——内蒙
古黄河文化大展”在内蒙古博物院开展。一
进展厅，模拟黄河形状的灯带自展厅顶部蜿
蜒而下，颇有“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磅礴气
势。走进展厅中央，斑驳的光影仿佛黄河水
流，与展厅文物相得益彰，流光溢彩地讲述着
内蒙古的黄河故事。

不仅如此，全区各地的博物馆纷纷引入
裸眼 3D、体感交互投影等技术，让观众沉浸
式享受文博之美。

2024年5月，内蒙古博物院完成1600余
件套珍贵文物3D数据采集和建模工作，推出
《指上文华——内蒙古数字文物展》和五大基
本陈列线上展厅，观众只需轻点触摸屏，便可
360度观赏文物细节。

吐尔基山辽墓彩棺、嵌宝石鎏金包银漆

盒、沉香紫檀木雕蒙古象棋……线上展览将
展厅内容、珍贵文物等以三维全景结合视频、
图文等进行数字化呈现，观众只需轻点鼠标
或屏幕，即可身临其境地“逛展”，随时随地

“云”游博物馆，“屏”上览古今。
在鄂尔多斯博物馆，游客们聚集在历史油

画前，只需戴上VR眼镜设备，就能听到实时
解说，仿佛置身于历史情境；在红山文化博物
馆核心展区，全息投影技术1：1、360度全景呈
现着造型生动、雕琢精美的“中华第一龙”C型
碧玉龙，碧玉龙细节栩栩如生，尽显灵动之美。

除了线上“云”展，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
选择在节假日参观博物馆，博物馆丰富多彩
的社会教育活动，让其成为了文化体验的热
门打卡地。投壶、锤丸、榫卯、剪纸、壁画、剧
本游……在博物馆这个大课堂中，游客在实
地体验民俗非遗，亲身感受历史故事的过程
中，与文化的距离越来越近。

内蒙古将军衙署博物院院长迟利说：“我
们博物院去年清明节期间推出古代游戏投
壶、捶丸、寒燕制作、古装游园等活动，吸引了
众多游客参与，节日期间接待游客 14286人
次，游客同比增长近10倍。”

丰富精彩的实践活动，让博物馆人头攒
动，热度不减。而一众博物馆积极“走出博物

馆”的探索，更是让“文博热”不断蔓延。
2024年 12月 9日，呼和浩特博物院携手

铁路部门打造列车上的博物馆，在呼和浩特
开往北京的G2466次高铁上开展“青城文博
快车行”主题活动。高铁车厢内，讲解员以角
色扮演人物的形式讲述了公主府博物馆历史
沿革、公主联姻的历史史实等内容，吸引了乘
客们的目光。

“行走中的博物馆”是内蒙古博物院十大
品牌社会教育活动之一。2024年，内蒙古博
物院“中国古代文明”系列课程已走进苏虎街
实验小学鼓楼校区/科尔沁校区、新华小学、
农大附校、丁香路小学等7所学校，共举办97
期，参与学生达8421人次。

“我们希望通过走进校园的形式，以寓教
于乐的形式向孩子们介绍文物、宣传文物保
护知识，让同学们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
脉络。同时在实践操作中，可以让同学们亲
身体验文物的制作过程，感受古代技艺的魅
力。”内蒙古博物院教育员秦娜说。

博物馆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
也是文化客厅和文化名片。全区博物院馆的
开拓创新，让文物不断破圈的同时，也在向全
国游客发出邀请函：走，一起去逛不被定义的
博物馆！

不断“上新”的博物馆有看头！

◎众观 ◎潮音

◎民生

□□本报记者 王坤 通讯员 阿丽玛

冬季是水痘的高发季节，特别是儿童群体容易感
染，为了保护孩子们的健康，有效预防水痘，接种水痘疫
苗是关键！

水痘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
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和接触传播。感染后，患者会出现
发热、皮疹等症状，皮疹通常呈水疱状，伴有瘙痒，严重
时可并发肺炎、脑炎等严重疾病，甚至留下后遗症。

内蒙古医科大学学生工作部郭秀琴老师介绍，接种
水痘疫苗后，人体对水痘-带状疱疹病毒的免疫力可以
持续5至10年。即使接触到水痘-带状疱疹病毒，人体
也能够有效地抵抗病毒，降低患水痘的风险。水痘疫苗
的效力期限因疫苗种类和个体差异而异；如果个人体质
较好，免疫反应较强，在接种水痘疫苗后，保护时间可能
会更长，甚至可能超过 10年；如果个人体质较差，免疫
反应较弱，那么保护时间可能会相对较短，在 5 年左
右。但水痘疫苗的效力期限并不是绝对的，个体差异可
能会影响疫苗的效力。如有疑问，可咨询医生。

郭秀琴介绍，因为水痘疫苗的效力期限有限，所以可
能需要接种加强针来维持免疫力。水痘疫苗的加强针通
常在接种完基础疫苗后的5至10年内进行。接种加强针
可以刺激人体产生更多的抗体，增强对水痘病毒的免疫
力。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如艾滋病患者、器官移植患者
等，可能需要更频繁地接种加强针，以维持免疫力。

接种水痘的一般预防措施是患者应隔离至全部皮
疹干燥结痂。做好患者所在房间通风，并按照《医疗机
构消毒技术规范》做好房间物体表面的清洁和消毒。接
触患者时佩戴医用防护口罩，并严格执行手卫生。未患
过水痘且未全程接种水痘疫苗者，存在暴露风险时，可
接种水痘疫苗。暴露后可在 3天内紧急接种疫苗。不
能接种水痘疫苗但有重症高风险因素的人群发生暴露
后，建议给予VZV免疫球蛋白或丙种球蛋白，或在暴露
10天内进行抗病毒治疗，推荐口服阿昔洛韦，持续1周。

冬季水痘高发 接种疫苗是关键

“旅客朋友们，你们知道将军衙署始建于哪一年
吗？回答正确会送给大家文创伴手礼，欢迎大家踊跃参
与。”1月8日上午，在呼和浩特开往集宁南的C646列车
上，年味十足的红色饰品让车厢充满了新年的喜乐氛
围，将军衙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热情与旅客互动，介绍
着呼和浩特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

2024年，呼和浩特博物院联合铁路部门开展“歌游
内蒙古·冰雪悦青城”青城文博快车行活动，已举办 4
场，深受市民游客喜爱。呼和浩特博物院社会教育部主
任赵芳说：“这一活动让人们在前行的列车上了解青城
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可以增强文化自信和自豪感，希望
更多人能够了解呼和浩特的文化底蕴，来到呼和浩特旅
游、做客。”

□□本报记者 李存霞

1月6日，来自包头市的爱心志愿者贾先生在呼和浩
特市成功捐献了造血干细胞，为一名血液病患者送去了珍
贵的生命礼物，成为内蒙古第195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贾先生今年36岁，几年前他在一次无偿献血时，得
知捐献造血干细胞可以挽救血液病患者的生命，他当即
留取血样加入了中华骨髓库。

2024 年夏天，贾先生接到了来自红十字会的电
话。得知自己与一名血液病患者初步配型成功，贾先生
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捐献。“我觉得我不需要付出很多，
却有可能帮助患者战胜病魔，所以我一定要伸出援手。”
贾先生说。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贾先生积极配合完成高
分辨配型、体检等各项环节。为了以更好的身体状态完
成捐献，贾先生调整了饮食习惯，每天运动40分钟，坚
持将近 2个月后，他的体重从 210斤减到了 185斤。1
月 6日，在家属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陪伴下，贾先生
顺利捐献了造血干细胞。作为2025年内蒙古首例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贾先生说：“我希望能够以我的实际行
动，带动身边更多的人加入中华骨髓库，为血液病患者
送去生命的希望。”

包头一志愿者减重25斤
只为送去“生命的礼物”

为旅客发放文创伴手礼为旅客发放文创伴手礼。。

讲解员讲述呼和浩特历史讲解员讲述呼和浩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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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梅刚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一头连着万家灯火，一头连着
发展大局。呼和浩特市2022年开展“宜业城市”建设至
今，完成城镇新增就业18.46万人，达到全区总量的近三
分之一，同比增长12%；大学生来呼、留呼就业人数从每
年3万人增长到5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规模从31
万人增长到36万人。呼和浩特正全面迈向就业理想之
城、创新活力之城、人才集聚之城、宜业幸福之城。

为了扩大就业空间，建设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必不可少。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六大产业集群”投资总额超过
1.16万亿元，950个重点项目、164个重点产业链项目启
动实施，带动就业4.5万人。布局亿元以上服务业重点
项目 156个，总投资 1623亿元。自治区级服务业集聚
区达到25个，打造中央商务、商贸流通、科技创业、旅游
休闲、现代物流、文化创意六类集聚区形态，入驻企业
8000余家，吸纳就业8.3万人。电子商务、快递物流、平
台经济等新业态企业遍地开花，提供就业岗位 5万余
个，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就业选择。

实施优化营商环境“4.0”行动，企业开办全流程网办
率达95%；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由1296项精简到
405项，进入全国行政审批事项最少的城市行列；全市建
成创业孵化基地35家，入驻企业1056户，征集572个优
质创业项目，打造全国首家集“众创、众包、众扶、众筹”为
一体的“四众市场”。实施“马兰花”创业培训计划，组建
145人创业服务专家指导团，累计服务初创企业 1200
家；打造优质创业培训机构105家，针对优秀创业者开展
创业培训1.45万人，带动1.2万人就业创收。

有了良好的就业环境，首府聚才效应日益凸显。从
“人才新政10条”“引人留人18条”到“人才强市25条”，
人才政策不断迭代升级，人才吸附能力持续提升。积极
开展各类引才活动，以开放思维不断培育和涵养人才发
展生态圈。

为了让就业服务更加精准，呼和浩特人社部门搭建
家门口就业服务站点，全市 85个街道（乡镇）、1314个
社区（行政村）全部开设公共就业办事窗口，建设“丁香
扎根”服务基地、零工市场、零工驿站、“商圈”就业服务
站、大学生留呼就业服务站等特色基层服务平台38个，
建成辐射全域、覆盖全民、城乡一体、均衡发展的四级公
共就业服务体系。建立“政校企就业联盟”，与 24所驻
呼高校、3个园区、1400家企业搭建就业供需平台，开展
就业创业服务进校园活动57场，举办大型招聘活动384
场、直播带岗活动644场，提供就业岗位80.2万个次，达
成就业意向13.31万人次，直播累计观看达150万人次。

首府打造“宜业城市”
3年吸引18.46万人就业

◎帮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