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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5月 24日，自治区人民

政府批复，阿右旗旗府所在地额肯

呼都格镇更名为巴丹吉林镇。

2011年 5月 25日，巴银高速公

路内蒙古段建成通车暨宗别立至查

哈尔滩高速公路开工仪式在巴彦浩

特举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

区主席巴特尔莅临现场表示祝贺。

（待续）

党 史 教 育 宣 传 专 栏

档案见证历史

○通讯员 佐世奇

额济纳旗位于内蒙古最西端，地

处偏远，因受医疗条件、技术水平的

限制，居住在这里的居民群众长期面

临“看病难”“看好医生难”的困境。

为解决这一难题，2022 年，额济纳旗

通过结对帮扶引进优质医疗资源，额

济纳旗人民政府与中国人民解放军

战略支援部队特色医学中心（原 306
医院）签订了为期 5年的对口帮扶合

作协议，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北京的优质医疗资源。

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

部队特色医学中心第二批对口帮扶专

家组跨越千里抵达额济纳旗人民医

院，开始了为期半年的对口医疗帮

扶。他们刚到医院就接到了一通急诊

电话：一名 70岁老人突发眼疾，视物

不清。专家组不顾旅途疲惫，立即为

患者诊治，通过一系列眼科检查，结合

老人患病史，初步诊断为高血压致眼

底出血，并现场指导人民医院眼科值

班医师给予患者对症治疗。

今年到额济纳旗帮扶的特色医

学中心专家组由眼科、口腔科、骨

科、中医科、院感科等科室的专家组

成，帮扶期间的工作包括门诊坐诊、

业务查房、手术治疗等，他们以精湛

医术和良好服务赢得了额济纳旗人

民的尊重与赞誉。“他们一来就是半

年，门诊一坐就是一天，有时候一天

能接诊近百位患者，他们不畏艰苦的

品质值得我们每一个医护人员学

习。”额济纳旗人民医院超声科主任

张文静说。

“如果不是专家及时发现，我的病

情不会好得这么快。”郝女士说。去

年，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居民郝女士

在一次超声检查中发现了乳腺癌，这

对郝女士来说犹如晴天霹雳。来坐诊

的超声科专家杨蕾建议郝女士及时去

大医院做检查治疗，并联系北京的医

院为郝女士开通了绿色通道。

协助社区为居民进行两癌筛查、

参与征兵体检，听到医院有下乡送医

送药活动，他们总是毫不犹豫随队前

往……特色医学中心专家组把额济纳

当作自己的家，以仁心、爱心、耐心赢

得了患者的信赖。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留下

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才是我们对口

支援的最终目的。”此次专家组领队

仇长宇说。在对口支援工作中，他们

坚持以建强一批临床专科、带出一批

骨干人才、完善一批管理制度为目标

任务，毫无保留地做好“传、帮、带、

教”工作，从医疗、护理、医技、管理等

方面，推动实施精准“靶向帮扶”，从

学科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现代医院

管理等多方面，为额济纳旗人民医院

提供了有力支持。

“我们在特色医学中心的对口帮

助下，通过学习战略支援部队在医院

管理、医疗技术、医疗服务等方面的经

验，提高我院的整体医疗技术水平和

服务能力，改善群众就医体验，更好地

服务额济纳人民，全力推进全旗医疗

服务水平提质增效。”额济纳旗人民医

院党支部书记吴飚说。

千里之外书写“医者仁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特色医学中心专家组对口帮扶额济纳旗人民医院纪实

近日，额济纳旗人民检察院与额

济纳旗陶布秀尔协会，在胡杨林中举

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法治宣讲活动。

活动现场，额济纳旗人民检察院

工作人员向农牧民群众宣传讲解《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内蒙古自治

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及民族政

策相关法律法规，发放宣传册 40 余

册、汉蒙双语版《民法典》20 余本、蒙

古文版《民法典》10 余本。额济纳旗

陶布秀尔协会成员还结合法治宣传，

现场表演了精彩文艺节目。

杨学荣 孔令鹤摄影报道

法治宣传接地气
法治观念入人心

内蒙古日报讯（记者梅刚）记者

从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获悉，今年一季

度，全区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51.4
万人次，包含我区参保人员跨省就医

和区外人员在我区就医，门诊费用跨

省直接结算范围进一步扩大。

基本医保门诊待遇支付包括普

通门诊保障和门诊慢特病保障。我

区共有普通门诊费用跨省联网定点

医疗机构 1307 家，实现县级行政区

划全覆盖，结算 2.6 万人次。共有高

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

尿毒症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

疗 5 种门诊慢特病跨省联网定点医

疗机构 251 家，实现统筹区全覆盖，

结算 1183 人次。同时，今年我区提

供定点药店购药费用跨省联网直接

结算，共有定点跨省联网药店 6111
家，结算 3.5万人次。

据了解，目前全区所有职工医

保和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可通过国家

医保服务平台、内蒙古医保等 APP
实现跨省异地就医线上备案，在跨

省联网定点医疗机构享受住院费用

跨省直接结算，同时可在线查询跨

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个人参保地

门诊慢特病资格、个人跨省结算费

用等服务信息。

实现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

一季度全区门诊费用跨省
直 接 结 算 51.4 万 人 次

○见习记者 娜美拉 通讯员 常雪婷

赵通是阿拉善供电公司额济纳

供电分公司农牧区供电所的一名配

电运检工。他勤奋好学、善于钻研，

逐步成长为供电所的技术“大拿”，被

授予 2022年“自治区青年岗位能手”

称号。“他有个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

记录了自己总结的工作‘诀窍’，也从

不藏私，将经验同大家分享，所里的

14名员工多半是他‘徒弟’。”供电所

所长韩田元向记者介绍赵通时说。

2012年，19岁的赵通高中毕业进

入额济纳农电有限责任公司工作，成

为农牧区供电所的一名营配工。彼

时的赵通还对电力知识一窍不通，为

弥补自己理论知识不足的短板，2013
年他进入大连理工大学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专业深造，于 6年后取得同

专业本科学历。为快速掌握专业技

能，赵通每天跟着老师傅巡检线路、

急修抢修、抄表算费、装表接电，随时

将日常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解决的办

法、同类工作需要注意的事项都记下

来，有不懂的地方反复向师傅请教，

工作日志记录了几大本，工作技能也

逐渐提升，成为所里配网检修技术最

好的人。

赵通爱琢磨，工作时随身携带错

题本随时随地复盘，闲暇之余拿出题

库和电力知识资料反复抄写。不懈努

力让赵通补齐了“短板”，在 2022年内

蒙古电力集团公司技能比武、2022年

全区电力系统职工职业技能比赛、第

八届青工专业技能大赛等比赛中均取

得好成绩，为供电所争了光。

额济纳供电分公司农牧区供电所

承担着 26条 10千伏及以下配电线路

共计1102.35公里的线路检修，服务着

4.2万平方公里戈壁大漠上的 3480户

电力客户，其中 9103苏木线长达 200
余公里，检修一次往往需要一整日时

间。配电线路运检工作机动性强，常

常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赵通与同事

们一接电话便随时出发，风餐露宿是

常态。“基本吃不上热乎饭，我们出发

前带着干粮和矿泉水，有时能吃上一

碗泡面就是美味了。”赵通说。

2019年春，额济纳旗黑河水位连

日上涨，河水冲倒了两根电杆，导致线

路停电，当时正是农民抽水灌溉的关

键期，抢修刻不容缓。赵通与工作班

成员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用铲车铺平

道路，再寻来 2根木质电杆立在安全

之处，前后仅用了不到 4小时就恢复

了临时送电。2021年清明假期，9101
亚策线被大风吹断了 5根电杆，赵通

接到通知后第一个赶到现场开始抢

修，从清晨 8点干到次日凌晨 1点，连

续奋战 16 个小时恢复了线路供电。

像这样急难险重的抢修任务赵通经历

了上百次，扎实的技能和实战经验让

他总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找到线路故

障症结并加以解决。

“惟其笃行、方能致远，惟其磨砺、

始得玉成。”赵通经常这样勉励自己。

他认为，只要坚持努力，勤奋的人就一

定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本报讯（记者纳日娜）5 月 22 日，

盟市场监管局联合盟食药安全保障

中心、阿左旗市场监管局，在巴彦浩

特启动阿拉善盟 2023 年化妆品宣传

周暨“5·25爱肤日”活动。

宣 传 周 以“ 安 全 用 妆 、共 治 共

享”为主题，旨在进一步加强化妆品

安全科普宣传，引导消费者科学合

理使用化妆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安全化妆需求。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围绕宣传主

题，通过悬挂条幅、讲解宣传展板、发

放宣传手册、播放宣传视频、现场咨

询答疑等多种方式向公众科普化妆

品网购查询、科学选购儿童化妆品及

牙膏、理性认识化妆品不良反应等知

识，引导公众安全合理用妆。

据了解，今年化妆品科普宣传周

期间，全盟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将以加

强《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企业落实

化妆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

规定》宣传贯彻及科普化妆品安全合

理使用知识为主线，采取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通过推送安全消费提

示、播放系列科普宣传视频、组织不

良反应培训等，着力扩大宣传周活动

的参与范围、覆盖面和社会影响，全

面营造化妆品安全科普宣传的浓厚

氛围，切实提高广大群众的参与度和

获得感。

本报讯（记者纳日娜）这几天，阿

左旗巴彦诺日公苏木陶力嘎查、沙日

布拉格嘎查和浩坦淖尔嘎查的牧民们

喜笑颜开，原来是嘎查又领到分红了。

据了解，去年以来，陶力嘎查、沙

日布拉格嘎查、浩坦淖尔嘎查立足实

际，积极探索集体经济增收新路径，

经多次沟通协商，最终确定与吉兰泰

镇希尼呼都格嘎查成立联合运输公

司，成为公司股东。

“此次每个嘎查领到了 5 万元的

分红，这是联合运输公司自 2022年 4
月成立后的第一笔分红，意味着嘎查

集体经济增收又开辟了新途径。下

一步，我们将把这笔资金投入到嘎查

集体产业发展中，继续壮大村集体经

济，同时用部分资金为嘎查牧民缴纳

合作医疗和新农保。”陶力嘎查党支

部书记丁军仁说。

近年来，巴彦诺日公苏木积极

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新模式，通过

“ 党 支 部 +合 作 社 ”“ 党 支 部 +合 作

社+企业”等模式，引领各嘎查发挥

自身优势，构建嘎查集体经济稳定

增长长效机制，带领农牧民持续增

收。

我盟2023年化妆品安全科普宣传周启动

嘎查成股东 集体喜分红

赵通：用勤奋描绘亮丽青春

身边的榜样

■上接第一版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流程不断优化，政府投资类房屋建

筑和城市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项目开

工前审批时限压减至 61 个工作日以

内，一般社会投资类房屋建筑和城

市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项目开工前审

批时限压减至 50 个工作日以内。深

化房屋建筑工程、消防、人防、防雷

施工图联合审查，推进项目竣工联

合验收。据了解，截至目前，我盟已

累计完成联合审图 28 项，审图率达

73.7%；累 计 办 理 竣 工 验 收 项 目 35
个，实行联合验收 35个，竣工联合验

收率达 100%。

《方案》强调，要打造法治化市

场环境，让交易更加公平公正。加

强对参加评标评审活动专家和代理

机构的信用评价，确保投标企业质

疑异议和投诉渠道通畅。提高政府

采购效率，中标项目发出中标通知

书后到完成合同签订时间压缩至 5
个工作日，采购项目合同自签订之

日起到合同备案平均时长压缩至 3
个工作日，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件

的政府采购项目完成全部资金支付

平均时间压缩至 5 个工作日。在诉

讼服务中心设立涉企诉讼服务专门

窗口，统一受理涉企案件并进行标

识，确保立案、审理、执行、流转等

“绿色通道”畅通。

《方案》要求，要构建亲清政商

关系，完善服务型政府建设。畅通

线上政企沟通专属渠道，持续推进

“12345”热线企业服务专席制度，实

行企业服务专席接听、专项受理，对

市场主体咨询政策、反映问题、提出

建议、投诉举报等各类诉求全天候

受理和快速处理反馈。建立市场主

体信用修复提醒机制，对符合法定

修复条件的市场主体，通过线上提

醒、线上线下宣传等方式引导其及

时修复信用，并推行全流程“网上办

理”，实现“少跑、不跑、零见面”。完

善公共教育服务，启动实施“十四

五”学前教育行动计划，进一步扩大

普惠性幼儿园资源供给，投资 1.6 亿

元完成 6 所公办幼儿园新建、续建、

改建项目。完善公共医疗服务，每

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5.64 张，

每千人注册护士数 3.53人。

我盟印发全面优化提升
营 商 环 境 行 动 方 案

■上接第一版

二十多年前，在党中央、国务院

的亲切关怀下，发端于祁连山脉的黑

河水滚滚而来，流向干涸了 10 年的

东居延海。由此，额济纳绿洲再现勃

勃生机。

站在河道边，看着静静流淌的黑

河水，黑河额济纳灌域水利发展中心

党组成员、副主任张少明感慨地说：

“黑河调水让百万亩草场得到滋润恢

复生机，绿洲面积增加了 200平方千

米，胡杨林面积由 39 万亩增长到 45
万亩。东居延海连续 18 年不干涸，

居延海湿地栖息繁殖的鸟类种群数

量增至 10万余只。”

“每年四五月份，大批的候鸟迁徙

来到居延海，像天鹅、蓑羽鹤、灰鹤等

在周边都能看到。”额济纳旗农牧业综

合行政执法大队湿地保护中心负责人

马泽军告诉记者，如今，广大农牧民保

护生态的意识越来越强，碰到受伤的

鸟类，都会及时送到救护站。

黑河润居延，碧水映胡杨。神奇

的胡杨——额济纳重要的生态和旅

游资源，阿拉善的一张亮丽名片。这

种被认为“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

不倒，倒而千年不腐”的珍贵树种，不

仅耐寒、耐旱、耐盐碱、抗风沙，还对

稳定荒漠生态平衡有着十分重要的

作用，更因其强大的生命力，成为阿

拉善人坚毅顽强保护治理生态的精

神象征，被誉为“英雄树”。

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理念深

入人心，对珍稀的额济纳胡杨林的

保护持续加强。目前，保护区面积

达 26253 公顷。

内蒙古额济纳胡杨林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李玲是一个

土生土长的额济纳人，对这片胡杨林

有着深厚的感情。“2019年，自治区出

台了《额济纳胡杨林保护条例》，让胡

杨林保护有法可依，也使更多的人关

注胡杨、珍爱胡杨、共同守护胡杨。”

李玲说。

从大美湿地到金色瀚海，神奇的

大自然，是一个由多重要素构成的有

机整体，彼此间互相不可分割。这就

要求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全方位、全过

程、全地域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系统治理。

多年来，在横贯阿拉善全境的巴

丹吉林、腾格里和乌兰布和沙漠边缘，

旷日持久的防沙治沙、造林绿化行动

从未停歇，全民参与共同描绘的“千里

植绿图”持续铺展。

“阿右旗先后实施了三个国家沙

化土地封禁保护区项目，总面积约

45万亩。”阿右旗林草局项目股股长

李爱林告诉记者，项目的实施极大地

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也有效遏制

了巴丹吉林沙漠与腾格里沙漠进一

步“握手”。

“这两年，飞播重点放在亚玛雷克

沙漠边缘。临策铁路、京新高速、S312
省道从这里通过。”阿左旗林业工作站

飞播造林室主任魏健民介绍，持续飞

播造林让沙漠边缘长起了植被，风沙

对铁路和公路的危害随之减轻。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

的家园。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盟累

计完成荒漠化治理任务 9100.88 万

亩。其中，营造林 2319.23万亩（飞播

造林689.3万亩、封沙育林453.3万亩、

人工造林 946.68万亩、森林质量精准

提升等229.95万亩），沙化土地封禁保

护区、规模化防沙治沙等建设 115.99
万亩，退牧还草6665.66万亩。

站在已种下 4万余株梭梭苗的额

济纳组工林间，额济纳旗委组织部副

部长、老干部局局长呼钦欣说：“在‘时

代楷模’苏和老人的事迹感召下，越来

越多的老干部和农牧民群众参与到植

树造林的队伍中，用实际行动为黑城

遗址保护和周边环境恢复贡献力量。”

如今，黑城脚下随风摇曳的 3000
多亩梭梭树，无言诉说着这片土地上

正在书写的生态故事。

抓生态文明建设，既要靠物质，

也要靠精神。多年来，从“求生存”

到“求生态”，在追梦逐绿的道路上，

阿拉善各族干部群众深刻认识到，生

态治理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我们既

要有只争朝夕的精神，更要有持之以

恒的坚守。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代属于奋斗

者。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重要内容。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驰而不息，久久为功，形成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我们坚信，一个天更蓝、山更绿、

水更清、沙更净、空气更清新的阿拉

善，必将不断展现在世人面前。

追 梦 逐 绿 织 绣 锦

对口帮扶专家组认真会诊研判患者病情对口帮扶专家组认真会诊研判患者病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