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

◎新视界

乌兰察布市农林科学研究所所长尹玉
和积极投入到马铃薯新品种引进、筛选、示
范和推广中，经过无数次的失败与尝试，终
于 选 育 出 适 合 本 土 栽 培 推
广的马铃薯新品种“蒙乌薯
6 号”。

尹玉和是乌兰察布市厚植
人才培育沃土让更多人才“破
圈出道”的生动剪影。目前，乌
兰察布市共有“享受政府特殊
津贴专家”22人，“自治区突出
贡献专家”38人，“新时代专业
技术人才选拔培养项目”第一、
第二层次人选9人，关慧明、尹
玉和、王素华、安军伟、邢杰、王伊东等一大批
本土高层次人才涌现，在科研攻关、重点项目
实施、民生福祉改善等方面，创造了一大批重
点科技成果。

人才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刚性需求和动
力源泉。围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实施科
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乌兰
察布市人社局在专技人才队伍建设上勇突破、
善创新，深入实施技术技能人才引育提质工
程，推进专业技术人才服务、管理、培育各项工
作向前延伸，让人才的创新活力尽情释放。

破 除“ 唯 论 文 ”评 价 ，用 研 究 成 果“ 说

话”……乌兰察布市人社局在开展职称评审工
作中，创新试行，逐年有序将初、中级职称评审
权限下放至各旗县、各行业主管部门。截至目

前，全市共备案35家初、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
“我们立足发展导向、需求导向，持续推进

职称制度改革，让‘同行评同行、内行评内行’，
不断完善形成导向明确、精准科学、规范有序、
竞争择优的科学化、社会化、市场化专业人才
评价机制，为专业技术人才释放创新创业活力
拉动引擎。”乌兰察布市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
云雪艳说。

为鼓励更多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留在基层、
扎根基层、服务基层，乌兰察布市人社局会同
相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基层高级职称定向评
审条件，形成向基层一线人员倾斜的激励机

制。兴和县人社局专技人员管理工作负责人
说：“以前中级职称是很多基层专业技术人才
职业生涯的天花板，基层‘定向评价、定向使

用’政策的出台，不仅扩大了基层岗位的数量，
还出台了更符合基层实际情况的评价标准，很
多专业技术人才评上了正高级职称，建功立业
的干劲更足了。”

同时，乌兰察布市人社局持续加大专业技
术人才选拔培育力度，“高精尖”专业技术人才
数量不断增长。截至目前，共选拔推荐50余名
专技人才赴区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医院等进
修培养；每年开展 1-2期高级研修项目，邀请
相关行业专家进行授课研讨，加快专技人才
知识更新；修订《乌兰察布市“新时代专业技
术人才选拔培养项目”第三层次人选选拔培

养管理办法》，对入选人员在科研项目申报、
人才交流合作、职称申报等方面给予倾斜，共
选拔培育第三层次人选100人。

从 2020 年起，乌兰察布
市对符合产业发展方向且具
备一定科研实力的企业进行
建站培育，内蒙古瑞盛天然石
墨应用技术研究院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内蒙古兰格格乳业
股份有限公司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等先后落户乌兰察布市，
促进了企业“产、学、研”相结
合，在集聚高层次人才、培育
科研队伍、构建校企合作、提

高企业技术创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

此外，乌兰察布市人社局聚焦助力乡村
振兴和基层高质量发展，大力开展专家服务
基层活动，聚焦当地农业、畜牧、医疗卫生等
行业发展遇到的技术难题，科学合理确定项
目，精准靶向申报项目。3年来开展专家服务
基层项目12期，组织国家、自治区及乌兰察布
专家90余人，进田间地头、下企业车间、到医院
社区，累计培训指导基层专业技术人员及种植
养殖农牧民1600余人，为 270人义诊，为基层
发展和群众健康保驾护航。

厚植人才“沃土” 涵养发展“活水”
□本报记者 梅刚

◎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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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观

同台竞技同台竞技““亮绝活亮绝活””
□文/本报记者 马芳 图/牛天甲

“中医真神奇，经过针灸治疗后，我婆婆
能自己走路了，专家还耐心叮嘱注意事项和
下一步治疗方法，非常感谢自治区总工会邀
请专家到家门口义诊。”内蒙古森工集团克
一河森工公司退休职工赵凤霞扶着85岁高
龄的婆婆走出中医骨科专家种涛的诊室时，
满脸喜悦地分享道。

日前，自治区总工会以职工健康服务项
目为抓手，联合中华志愿者协会遴选中国中
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安贞医院的4位医疗专家，深入内蒙古森工
集团阿里河、吉文、甘河、克一河森工公司开
展第三期职工健康服务“情系职工送服务”
专家义诊活动，共为职工及家属406余人次
进行一对一医疗诊断，让坚守边疆的林区职
工在家门口享受到了优质、高效、便捷的医
疗资源与服务。

这是自治区总工会创新开展健康关爱
服务行动的生动缩影。

长期以来，自治区总工会在大力开展
“暖边北疆行”活动基础上，聚焦一线戍边民
（辅）警和护林员看病就医中的“关键小事”，
创新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工作，先后启
动了内蒙古移民管理民（辅）警关爱项目和
内蒙古森工集团职工健康服务项目，着力提
升优质医疗健康服务的普惠化、便捷化和智
能化水平，弥补驻地无依托、交通半径大等

小远散边境一线执勤单位保障短板，切实解
决广大基层一线民（辅）警、护林员“看病难、
看病贵、看病远”的问题。

项目启动以来，通过7×24小时远程视
频即时医疗服务、专家远程视频会诊、开辟
绿色就医服务通道、遴选全国三甲医院医疗
专家团队开展线下义诊活动、开展健康主题
科普直播服务等五大方面，切实把健康服务
送到了职工及家属心坎儿里。

近一个月来，内蒙古森工集团一名职工
频繁遭遇胸闷、心前区隐痛、心慌、头晕等不
适，症状复杂且多变，从咽部至胃脘的疼痛
与烧灼感更是让他倍感煎熬。尽管他曾进
行胸部CT检查，但却并未发现异常。困境
之中，他想到自治区总工会“北疆工惠”APP
的职工健康关爱服务，紧急呼叫了视频医
生，仅等待8秒就接通了视频医生。

医生通过细致询问，迅速为他分析病
情，指导他前往医院内科完善一系列针对性
检查，以排除隐疾明确诊断方向，同时从饮
食和生活习惯上给予改善建议。7x24小时
视频即时医疗服务，让职工足不出户就能解
决日常健康问题，许多潜在问题得以早期发
现并及时干预，及时缓解职工健康焦虑。

聚焦职工群众对健康服务的需求，自治
区总工会健康关爱项目通过“互联网+医疗健
康”模式，通过专家远程视频会诊实现优质医

疗资源下沉，搭建“指尖就医平台”为一线戍
边民（辅）警、护林员及家属就医带来便利。

北疆边检职工赵旗（化名）1年前因肺炎治
疗引发药物过敏，此后每遇冷热刺激或出汗吹
风便反复出现全身风团，被当地诊断为急性荨
麻疹。历经7个多月治疗，虽用药期间症状缓
解，但停药后迅速复发，让他身心俱疲。在多
方诊疗无果的情况下，他想起自治区总工会的
健康关爱项目，于是通过小程序紧急呼叫视频
医生寻求专业帮助。视频医生当即响应，迅速
为其预约了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皮肤
性病科的王文岭主任进行视频会诊。

专家迅速响应，3个小时后就通过远程视
频会诊，为其量身定制了从避免诱因到药物治
疗的全方位康复方案，涵盖了口服抗组织胺类
药物的长期治疗、奥马珠单抗的二线治疗选
择，以及环孢素的三线备选方案，并辅以中药
调理和生活方式的积极调整。北京专家的专
业指导，大大缓解了他的焦虑情绪。他说：“工
会组织的健康关爱服务既周到又温暖，让我们
不出远门就能预约连线医疗专家。”

为了破解职工跨省就医难题，自治区总
工会着力解决守边护边群众“看病难、看病
贵、看病远”的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打通看病
就医中的难点、痛点、堵点问题，有效缩短就
医等待时间，提升就医幸福感及满意度。

内蒙古森工集团职工梁先生的母亲在

当地医院进行肺部CT检查时，发现存在结
节影，急需前往上级医院进一步明确诊断。
面对挂号难、路途远等难题，梁先生通过职
工健康关爱小程序提交了门诊协助申请，没
想到专案管理师迅速响应，成功预约了北京
大学人民医院专家号，还提前通知他看诊时
间，以便合理安排行程。

然而，到北京看诊后却面临漫长的住院
等待，梁先生只好再次通过小程序求助，平
台当即启动检查加急及住院加急服务，为其
母亲赢得了宝贵的治疗时间，让跨省就医难
题迎刃而解。

专家线下义诊、名医远程会诊、线上
7x24小时即时问诊、门诊协助、住院手术协
助……自治区总工会以职工需求为导向，提
供全方位的健康服务，让一线戍边民（辅）警
和护林员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及工会
组织的关怀，解决他们看病就医的后顾之忧。

同时，率先将中华全国总工会职工之家
APP 健康云平台无缝对接至“北疆工惠”
APP“健康关爱”专区，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免
费为职工奉上个性化体检建议、健康教育指
导及智能就医指引，实现健康服务的便捷
化、精准化与智能化，全面升级职工健康保
障体验。截至目前，职工健康关爱项目已惠
及守边护边职工家庭31437户。

（图片由自治区总工会提供）

为戍边民（辅）警、护林员送医上门

工会数智化让守护更贴心工会数智化让守护更贴心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马芳马芳

□本报记者 柴思源

11月 11日，记者来到位于呼和浩特市的国家
北方足球训练基地训练馆。场馆内，排球与地板碰
撞的清脆回声和球鞋摩擦地面发出的声响此起彼
伏，为训练现场增添了几分活力和紧迫感。

第一届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开赛在即，
以包头市第一中学女排为班底的内蒙古女子排球
队进入最后的冲刺备战。发球、垫球、助跑、扣球，
姑娘们动作流畅连贯，浑然一体，大家分为两组展
开实战演练，3名教练在场边注视着每个队员的
表现。

包头一中女排主教练蔡茂鑫，也是此次参赛内
蒙古队的主教练。他说：“目前，队员们已经进行了
半个多月的集训，每个队员都已进入到比赛节奏
中。最后阶段，我们把训练重点放在配合上，力求
让队员在场上串联更流畅。另外，我们如果想要赢
球，可能更多地要靠发球，所以在训练中我们也会
格外关注队员的接发球质量。”

包头一中女排成立于 1980年，多年来队伍在
国内外各项赛事中战绩斐然。更令人欣慰的是，队
员们在提高排球技术的同时兼顾了学业。从队伍
走出的200多名队员，绝大部分高中毕业后能够升
入重点院校，其中有一部分人还考入了清华、北大
等名校。在今年 9月进行的第一届全国青少年三
大球运动会排球女子组资格赛中，包头一中女排代
表内蒙古队出战，在与福建、北京等专业强队的对
决中不畏强敌、敢打敢拼、团结协作，最终以6胜 5
负小组排名第7的战绩成功闯入决赛。

“我和队友们一起征战了很多全国大赛，今年
已经参加了 8场全国比赛。我们会针对每个对手
的弱点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这项运动最重要的就
是配合和沟通，所以经过长时间的磨合实战，大家
也形成了默契，很期待能够打出更好的成绩。”队员
李嘉欣告诉记者。

包头一中女排教练郝振生透露，球队今年面临
人员调整等情况，个别主力队员缺阵，但也补充了
众多实力强劲的后备力量。“这次比赛对于年轻球
员来说是一个成长的机会。根据小组赛分组来看，
对手和我们基本实力相当，所以我们全力以赴，冲
击全国前八名。相信经过这次考验，队伍的实力也
会更进一步！”郝振生说。

冲刺前八

内蒙古女排姑娘蓄势待发

□□本报记者 王坤

“大爷，您是一个人来就诊的吗？我是党员，我
来陪您。”近日，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门诊楼一
楼大厅，20余名党员当起了导诊志愿者。

为进一步改善就医感受、提升患者体验，发挥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探索构建全流程导诊志愿服务
模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在门诊一楼大厅设立
了老年人及特殊人群关爱帮扶站，建立了全流程导
诊志愿服务队伍。11月1日起，独自就医的老年人
及特殊人群可通过电话、微信小程序线上预约或现
场预约全流程导诊志愿服务，在就医过程中，享受
更加便捷、温馨、高效的就医服务。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门诊部主任杨晓玲介
绍：“现在报名参加全流程导诊志愿服务队的党员
志愿者就有400名，根据大家各自的排班情况进行
志愿服务，帮助无家属陪伴独自就医的老年人和残
障人士进行导诊。”

“遇到腿脚不便的老年患者，我就拿轮椅推他
们去就诊，在等待就诊间隙，和患者聊聊天，舒缓他
们的紧张情绪，让我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志
愿者董寅炜说。

据了解，建立全流程导诊志愿服务队伍，是内
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进一步优化医疗服务，提升患
者体验的一项内容。今年8月以来，医院从优化诊
疗流程、创新服务模式、改善就医环境等方面综合
发力，推出了系列暖心举措，改善群众就医体验、减
轻群众就医负担。

老年人及特殊人群看病不用愁

导诊服务来了！

◎潮音

□本报记者 于欣莉

连日来，我区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与各金融
机构陆续开展就业创业金融服务战略合作暨银企对
接会等活动，为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及退役军人
创办企业，提供贷款条件更宽松、执行利率同业更优
惠的金融支持，助力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创业。

据悉，呼和浩特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与驻首府23
家银行、保险、基金、担保公司等进行了集中签约。
23家金融机构推出了“崇军贷”系列产品，其中，呼
和浩特市14家银行推出涉及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生
产经营、企业融资、家庭理财、个人消费、增值服务等
6个领域，涵盖小微贷、创业贷、商户贷、信用贷、按揭
贷等180个种类，200余项金融服务产品；2家保险
机构推出涉及9类“惠军宝”保险服务产品；内蒙古
股权交易中心、各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针对优质军
创企业需求，提供了不同功能类别的金融服务产品，
让退役军人切实享受到优先、优待、便捷的金融服
务，营造崇军爱军的良好社会氛围。

乌兰察布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与中国银行乌兰
察布分行举办“崇军贷”银企座谈对接会，进一步摸
清乌兰察布市退役军人、军创企业的贷款融资需
求，积极组织合作银行与退役军人及军创企业开展
沟通对接，切实帮助退役军人解决创业难、融资难
的问题。

此外，包头市、通辽市、乌海市等退役军人事务
局分别开展“崇军贷”系列金融服务战略合作，主动
对接、积极联通，为银行和有融资需要的退役军人
牵线搭桥，让退役军人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成
色”更足。

暖心金融服务上线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有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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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选手认真专注。

眼镜验光、眼镜定配……近日，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零工市场，76名参赛选手怀揣着对
自身专业的热爱与执着，专注投入到“建功‘十四五’奋进新征程”2024年呼和浩特市眼镜
行业职工职业技能比赛中。此次比赛分为理论知识竞赛和实操技能比拼两部分，全面考查
选手的专业素养和实际操作能力，旨在通过大赛搭建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的平台，促进眼镜
行业职工之间的经验分享和技术切磋，通过“以赛促训，以赛代练”的方式提升行业水平，推
动眼镜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推动眼镜行业标准化、专业化发展。

眼镜验光项目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