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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梅刚

“自打艾加莫德 α注射液纳入医保后，我
高兴的几晚睡不着觉，一个月就能省3万多块
钱，减轻了很大的经济负担。”近日，市民董林
在医院买药时感慨地说。

今年 56岁的董林，患有重症肌无力，每
年 49万多元的治疗费用给家庭带来沉重的
负担。惊喜的是，元旦后，董林在医院开药
时，发现常用的艾加莫德 α注射液降价了，且
医保可报销。“去年需自费购买，一支 5608
元。今年进入医保目录，可报销 75%。”董林
算了一笔账，之前每个月花费三四万元，现在
是一万多元，减轻了他的家庭负担。

董林就医用药少花钱，正是我区深入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在发展中
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生动体现。

新年伊始，自治区医保部门积极落实各

项医保政策，切实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让
群众病有所医，医有所保。1月 1日起，我区
落地执行了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药品总数
3088种，126种新药进入医保，含105种独家
药品和21种非独家药品，谈判药品数量为历
年来最多，涉及抗肿瘤、罕见病、慢性病、抗病
毒等药品，进一步为患者减轻用药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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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群众用药报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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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行支付药品达到139种。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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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障患者用药延续性和待遇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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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了解，近年来，全区医保部门积极落实
各项医保政策，持续发挥医疗保障兜底作用，
切实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我们常态化制
度化推进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累计降低
群众药品耗材费用负担 117.16亿元，截至目
前，执行国家、省际联盟集采药品 566种、医
用耗材 44类，平均降幅 60%以上。牵头 15
省（区市）开展止血材料集中带量采购，平均
降幅72%，群众医药费用负担进一步减轻。”

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蔡
红宇表示，我区下调CT、肝功等检查检验类
项目价格 202项，患者自付费用总体负担较
调价前下降 3369.38 万元，降幅 19%。全区
233.85万低收入人口实现应保尽保，基本医
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制度综合保障惠
及250.35万人次，累计减负41.76亿元。

药耗集采，为群众就医省了不少钱

□本报记者 梅刚

“张老师，帮我们出出主意，肉牛饲料怎么
配比？”近日，兴安盟农户董志刚拨打了吉林大
学教授张嘉宝的电话，请教起了畜牧养殖技术。

张嘉宝详细询问了肉牛喂养情况，随后建
议：“根据当地现有的饲草料条件，越要做好选
种选育，合理搭配饲料配方，降低养殖成本，度
过养殖周期的低谷。”

这是专家服务基层活动的一幕，也是专家
服务团以专业知识为产业发展“把脉问诊”，为
群众解难题惠民生，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一个缩影。

高端人才助力产业发展

一大早，在兴安盟宝东宝肉牛养殖基地。
山东省畜牧总站研究员尹旭升、法国GD育种专
家公维嘉和几个养殖户站在牛棚旁，详细查看
肉牛生长状况。

“肉牛在选育过程中过分注重花色，在饲养
中精料和粗饲料占比不合理。”尹旭升发现了他
们养殖过程中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办法。

公维嘉详细介绍了世界肉牛育种现状，解
答了有关选种选配的知识，并现场解决了养殖
户在养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引导大家科学养
殖，提高效益。

这是国家专家服务基层示范团在兴安盟科
右中旗开展肉牛饲养技术指导服务项目的一幕。

在为期4天的活动里，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和自治区人事人
才公共服务中心选派的8名高层次农牧专家深
入科右中旗，开展现场教学授课、技术指导等活
动，集中为80余名基层牧技人员答疑解惑。同
时，为考试合格的学员颁发结业证书，提高了参
训学员的培训质量。

“通过高层次人才帮助基层技术人员掌握
新技术、新知识和新理念，由他们率先推广新品
种、新技术、新经营理念，对周围农民进行‘传帮
带’，促进产品开发和成果转化。”自治区人事人
才公共服务中心闫晨光说。

走进基层，助力当地产业发展，是专家服务
团承担的重要使命之一。

2023年，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主办，自治区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和各盟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承办了 22个专家
服务团，为基层重点任务、重点项目谋计献策。
同时，还精准对接基层发展智力需求和突出问
题，优化完善专家智力资源供给侧匹配，精准助
力基层发展。

现场指导解决实际问题

2023年 8月31日下午，包头零碳产业园会
议室座无虚席。在认真听取园区企业关于行业
发展现状后，电力规划设计总院清洁能源院博
士苏辛一对如何将丰富的绿色新能源转化成工
业发展的动力等问题进行现场指导。

“专家对行业前景的研判、对瓶颈性问题的
分析和对园区发展方向的规划让我们拓宽了思
维，弥补了科技创新中的不足。”园区企业负责

人兰朝荣感慨地说。
这是2023年专家服务团走进包头零碳产业

园开展基层服务活动的现场。当天，来自行业、企
业的负责人和技术人员，认真聆听清洁能源体系
建设领域知名专家苏辛一所作的《“源网荷储”一
体化建设》专题讲座。在互动环节，企业负责人纷
纷提问：“如何将绿色能源转化为地区经济发展的
驱动力？零碳园区的建设思路是什么……”

面对这些基层技术人员在科研工作中经常
遇到的难题，苏辛一的解答深入浅出，富有实操
性，使现场学员受益匪浅。

此次专家服务团共组织来自国家级、自治区
级的5名清洁能源体系建设领域知名专家，助力
园区产业发展，解决了基层工作中发现的一批重
点、难点和堵点问题。

除了走进农户、园区，专家服务团还深入内
蒙古森工集团，开展了以“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
人工林碳汇计量主要测树因子生长方程研究”为
主题的专家服务基层活动。5名高层技术专家从
不同角度进行了全面专业的授课。同时，专家们
还来到好里堡林场，现场选取人工林落叶松样
地，教授学员们怎样选取标准木、怎样用生长锥
区读取树龄等相关知识。同时，内蒙古大兴安岭
碳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林业大学签订协
作合同，双方将合作完成研究课题，为林区林业
碳汇提供模型支撑、理论依据。

人事人才助力乡村振兴

“专家沉下去，发展添动力，基层旺起来。”这
是内蒙古组织两级专家人才深入基层，助力发展

的真实写照。
2023年，内蒙古人社部门充分发挥产业扶

持、政策扶持、人才扶持等措施，积极搭建专家
与基层的沟通交流平台。

内蒙古专家服务基层以国家和自治区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县为主要服务对象，重点围绕破
解发展难题、推广新技术新方法、培养培训基层
人才、改善提升基层民生服务水平等内容，在农
牧业技术推广指导、医疗卫生巡诊义诊、生态修
复保护和林下经济发展等方面，先后实施项目
22期，覆盖45个区县、164家企业，其中涉及国
家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6个、自治区级乡村振
兴重点帮扶县3个。

一年来，共有198名高层次专家参加服务，
开展技术培训138场、远程技术指导74场、现场
指导 400余场，累计指导基层群众及专业技术
人员 5555人，带动重点科研项目 15项，推广新
技术、新品种，推动科技成果转化41项，解决基
层技术难题 54项，提出合理化建议 293项。开
展义诊 26场、免费诊疗 2850余人次，专家与基
层达成中长期合作意向18项，专家领办、联办、
协办经济实体13个，共培训基层专业技术人才
2412人，惠及各类群体65269人次。

“通过专家服务基层项目的实施，我区完善
了专家服务基层政策支持软环境、提升了基层人
才成长硬环境，各类专家人才入草原、聚村头、进
地头，察民情、悉民困、解民忧，利用智力优势为
基层经济社会发展赋能，激发了人事人才助力乡
村振兴的活力。”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处长乌力吉孟和说。

察民情 悉民困 解民忧

专家下基层“把脉问诊”献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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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曦

“这么好的助听器，一下子买2台，得多少
钱呀。闺女，你挣钱不容易，咱们不买这么
多。”近日，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六苏木乡六苏
木一村低保户四娃（化名）眼泪汪汪地望着闺
女金花说。

“爸，助听器不花钱，是政府给咱低保户
发的，您跟妈放心戴吧！”金花说。

这感人的一幕发生在卓资县南窑子社
区。内蒙古民政厅康复辅助器具中心的工作
人员通过“助康工程”项目，为当地 20 位低
保、特困、低收入困难群众适配助听器40台。

“助康工程”项目是造福残疾人家庭及社会
的重要民生工程。2023年，自治区民政厅“助康
工程”项目共为189名符合条件的残疾人配置假
肢206具，为2000余人适配康复辅具2447件。

“我们不仅要帮助困难残疾人恢复身体
基本机能，更要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内蒙

古自治区康复辅助器具中心工作人员说。
今年30岁的金花家庭经济状况不好，但

她不负家人期望，顺利读完大学并在呼和浩
特市成家立业。

由于父母耳聋多年，孝顺的金花一直都有
个愿望，就是让残疾的父母听见他们姐弟的声
音。不久前，接到卓资县民政局电话的第一时
间，她就从呼和浩特市赶回卓资县，着手为父
亲准备申请表和相关证件，并来到服务现场，
当她听工作人员说父母都符合“助康工程”筛
查条件，都能免费验配助听器时，喜极而泣。

两位老人配完助听器后，金花激动地说：
“父母虽然错过了很多我们的声音，但是以后
能听见孙子孙女喊他们爷爷奶奶了，这是一
件多幸福的事。爸爸也能戴着助听器与人交
流了，太开心了。”

金花家的故事是“助康工程”实施过程中
惠及低保、特困和低收入残疾人家庭故事中
的一个缩影。“助康工程”项目就是服务困难
残疾人所需，并在坚持保基本、应救尽救的原

则下，为有康复辅助器具需求的低保、特困和
低收入家庭中的残疾人提供适配服务，帮助
他们提高其生活质量和创业就业能力，提升
其幸福感和获得感。

今年，为推动全区各盟市建设本地区康
复辅具暨适老化产品展示服务示范平台，我
区迅速推开康复辅具进社区专项行动，让老
年人、残疾人享受到更加便利可及的服务。

“目前，我们已经将 9种产品增至 24种
产品，树立了‘助康工程’项目品牌。”内蒙古
自治区民政厅社会事务处副处长乔丽荣说，
我们将持续深入推进“助康工程”项目，在提
质增效上下功夫，丰富康复辅具产品种类，优
化项目服务流程，并大力发展康复辅具产业，
推动各盟市建设本地区康复辅具暨适老化产
品展示服务示范平台，迅速推开康复辅具进
社区专项行动，加大宣传力度，切实让老年
人、残疾人享受到更加便利可及的服务，以实
际成效提升基本养老服务水平，促进康复辅
具产业和银发经济发展。

提高低保、特困和低收入家庭中残疾人生活质量

内蒙古为2000余人适配康复辅具
□本报记者 梅刚

“大家跟着我的手法，掌心用力，慢慢向
前推……”近日，在兴安盟突泉县光明社区，
保健按摩师边操作边讲解，学员们亲自上手
实操，不仅学习理论知识，还掌握按摩技能，
进一步提升了就业能力。

就业是民生之本，培训是就业之基。突
泉县人力资源和就业服务中心充分发挥技
能培训促进城乡统筹就业作用，大力开展职
业技能培训，提升城乡劳动力市场就业能
力，促进群众实现就业。

“在家门口学习技能很方便，老师讲得
很好，我把知识要点都记了下来。”学员张萍
说，跟着老师系统学习，有了一技之长更好
就业。

据了解，突泉县针对部分求职者文化程
度不高、技能单一、就业能力差的特点，大规
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充分结合培训需求，
创新培训方式，采取“送课下乡”的培训模
式，把培训教室“搬到”社区、乡村，指定定点
承训机构，开设就业稳定、操作容易的培训
班，培训结业后，学员考取相关合格证书，让
老百姓在家门口学技能、拿证书、就好业。

为更好地推动重点群体就业创业，突泉
县人力资源和就业服务中心委托定点承训
机构开展高质量职业技能培训，专业类别涵
盖中式烹调、面包烘焙、月饼制作、病人陪
护、保健按摩、营养配餐、家畜繁殖、保洁等，
帮助劳动者掌握一技之长，让他们更有底气
实现体面就业。去年以来，突泉县已举办技
能培训班 60期，培训学员 2000余人。其中，
1523 人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

突泉县人力资源和就业服务中心相关
负责人表示，开展送教上门，免费培训技能，
是为了加快推进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并依托
资源优势，着力突出特色，帮助更多群众就
近、就地、尽快实现创业、就业，带动增收。

“一技傍身”端稳就业饭碗

◎暖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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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待证的发放体现了党和政府对
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的关心关爱，
承载着国家、社会对退役军人和“三属”
的尊崇。那么，优待证、“三属”优待证
到底是什么？如何申领？对此记者采
访了内蒙古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相
关负责人。

问：优待证分为几种类型？
答：优待证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退役军人优待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烈
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
证”两种。

问：什么是“三属”优待证？
答：相较于退役军人优待证，可能

很多人不知道“三属”优待证。“三属”优
待证一般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烈士、因公
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面向
符合条件的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
属、病故军人遗属等其他优抚对象发放。

问：退役军人优待证与“三属”优待
证在功能上是否有区别?

答：两种优待证在功能上没有区
别，均是持证人彰显荣誉的载体、享受
优待的凭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退
役军人保障法》规定退役军人的政治、
生活等待遇与其服现役期间所做贡献
挂钩，持有优待证的退役军人、其他优
抚对象享受的优待服务按照贡献不同
进行区分。

问：符合申请优待证的对象有哪些？
答：符合申请优待证的对象是退役

军人、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和病故军人遗属。
退役军人是指从中国人民解放军依法退出现役

的军官、军士和义务兵等人员以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
部队依法退出现役的警官、警士和义务兵等人员。

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和病故军人遗属是
指烈士、因公牺牲军人和病故军人的配偶、父母（抚养
人）、子女，以及由其承担抚养义务的兄弟姐妹。

问：优待证如何申领？
答：退役军人和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

故军人遗属等其他优抚对象原则上应向户籍地乡镇
（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提出申请。不在户籍地常住
的，可向常住地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提出申
请。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需由监
护人提出申请。

问：优待证可以申请几张？
答：只能申请一张。两种优待证申领条件均符合

的对象，可根据意愿选择申请其中一种优待证。具有
双重或多重身份的对象，其相关身份均写入优待证芯
片，按规定享受相应的优待服务。在后续使用过程
中，持证人可根据自己意愿交回已领证件，换领另一
种优待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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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敏娜 通讯员 梁子晶

近日，在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人民医院泌尿
外科，北京大学航天中心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张
保正在和患者通过微信“面对面”进行网上看
诊。“没想到，在家就能找北京的专家看病，真
是太好了。”家住乌兰哈达镇的患者张大爷激
动地说。

乌兰浩特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与北京大
学航天中心医院建立学科建设联盟，打造全市
重点专科；乌兰浩特市人民医院与吉林大学中
日联谊医院建立医疗协作关系，引入“医疗博
士团”长期坐诊；乌兰浩特市妇幼保健院与中
国北京家恩德运医院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聘请
教授到院内看诊……近年来，乌兰浩特市通过
资源整合、专科联盟、专家指导、名医带教、特
色专科等方式，开展与市域医共体各成员单位
的帮带合作，进一步补齐基层医疗机构短板，
不断为群众看病就医提供更加方便、人性化的
医疗服务。

通过建设医共体协作平台，乌兰浩特市实
现了医共体总院与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信息网络全覆盖，做到群众就诊信息互联互
通、实时查询，“基层检查+市级诊断”模式优
化升级。截至目前，乌兰浩特市各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累计上传DR会诊 2993人
次，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市级医院、自治
区级医院以及省外各大医院的医疗资源。

“医共体”让群众
在家门口看好病

□本报记者 刘志贤

近日，京蒙平安校园共建暨“安全岛”示范
校试点启动仪式在呼伦贝尔市阿荣旗举行。

启动仪式上，北京市门头沟区教委、妙峰
山民族学校交流了救灾避险经验，呼伦贝尔市
教育局与北京市门头沟区教委、妙峰山民族学
校与阿荣旗复兴中学分别签订了对口协作框
架协议。今后两地将携手做好平安校园建设，
共同开发安全课程，组织教学交流和教育资源
共享。

据了解，内蒙古是全国率先推动校园安全
共建和“安全岛”示范校试点的省份。按照“平
急两用”原则和“救灾队伍大本营、受灾群众安
置点、救灾物资转运站”标准，京蒙两地将全面
加强校园安防建设和师生教育演练，把学校建
成救灾避险的“安全岛”。此外，自治区教育
厅、应急管理厅、地震局、卫生健康委员会、红
十字会、消防救援总队等六部门将结合区域特
点加强“安全岛”建设，持续提升师生防范抵御
各类风险和校园服务社会的能力。

京 蒙 平 安 校 园 共 建 暨
“安全岛”示范校试点启动

□本报记者 马芳

“我们以前返岗都是自己挤大巴车。现在政府包车送我
们，不仅省下了交通费，车上还有食物以及生活用品，真是太暖
心啦！”近日，通辽籍务工人员王勇顺利抵达天津后高兴地说。

与王勇一同奔赴外地的，还有97名内蒙古籍老乡，他们分
乘两辆大巴车，从通辽市出发，分别抵达天津市食品厂、浙江宁
波汽车配件厂，正式开启新年就业致富新征程。内蒙古、天津
和浙江人社部门与公安、交通等部门提前谋划，接驳送达，畅通
务工人员返岗之路。

据了解，为抢抓春节后返岗务工“黄金时机”，通辽市人社部
门提前部署，安排专人动态掌握春节前返乡农牧民工情况，随时
更新返乡农牧民工信息，用基础数据为“点对点”输出工作提供
有力支撑。同时，主动搜集外地用工信息，完善劳务输出工作细
节，积极开展劳务对接活动。截至目前，通过火车、大巴等交通
工具已向浙江、天津、辽宁等地输送6批次近300人返岗务工。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自治区就业服务
中心主任伏凌涛表示，全区各级人社部门多措并举助力农牧民
工群体返岗务工，对有需要的集中返岗劳动者，积极对接劳务
输入地，提供包车、专列（包厢车）等服务，有序组织农村牧区劳
动力外出务工，实现点对点、组织化、规模化精准输出。同时，
为务工人员精准推送岗位信息，提供高效优质的就业服务，帮
助农村牧区劳动力及时外出返岗复工或就近转移就业。 ““点对点点对点””送务工人员返岗复工送务工人员返岗复工。。

学员们学习保健按摩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