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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住房公积金中心：

进一步明确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工作

蘑菇大棚撑起“致富伞”
●本报记者 刘沙沙 通讯员 杨婷

我市2023年申报的7项水利工程
全部通过自治区标准化管理评价

扎根青城，他乡是吾乡
●本报记者 杨彩霞

我区全面推开紧密型
医共体建设工作

自治区中医医院互联网医院
微信医保功能开通

与小组成员探讨新产品、准备培
训演示PPT、开发新课程……过年了，
路明明加快了工作的节奏。

路明明是一名职业技能培训讲
师，现就职于内蒙古通研电子商务有
限责任公司。“我是外地人，毕业回到
家乡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现家乡业态
分布单一，就业机会较少，所以在2021
年底，我又返回呼和浩特就业。”路明
明对记者说。

近年来，我市积极实施“丁香扎根
计划”，推进“十万大学生留呼工程”，
通过政策引才、产业聚才、服务留才，
向区内外高校毕业生发出了留呼、回
呼、来呼就业创业的集结号。

在呼和浩特有不少人才公寓，因为
公寓内部设施齐全，租用成本低，政府
还给相应的补贴，所以公寓汇聚了来自

全国四面八方的年轻人。舒适的居住
环境和友善的邻里关系，让人才公寓成
为了年轻人扎根青城的家，也让青城成
为了许多外地游子的第二故乡。

“过年了，家里就要有年味，装点
起来才有过年的气氛。”路明明告诉
记者：“我非常感谢首府为我们提供这
样好的就业环境，还可以住在享受政
府租房补贴的人才公寓。虽然留在呼
市就业不能时时与家人团聚，但有了
政府的各项保障措施，让我们在奋斗
的过程中没有了后顾之忧。”

谈及未来，路明明充满期冀，“呼
和浩特是一个很适合年轻人发展的地
方，这里地域优势明显、立体交通发
达、经济发展充满活力，近年来政府在
提升营商环境方面下了苦功夫，相信
未来将有更多的发展机会等着我们。”

“我从河北来到呼市十多年了，来
这个蘑菇大棚工作也有五年多了，大
棚内的温度不冷不热，待着很舒服，每
天工作 8个小时，一个月收入 4000元
左右，收益好的时候一年能收入四五
万，为家庭减轻了不少负担，比在外面
打工强。”芦玉玲摘着蘑菇和记者说。

芦玉玲口中的蘑菇大棚是位于新
城区恼包村的蒙菇源食用菌种植农业
专业合作社，该合作社成立于2017年，
总占地面积60亩，实用室内面积25亩，
有种植大棚 30个，以平菇立体化周年
生产为主导，本地冷凉气候下生产的夏
季反季平菇畅销全国各大批发市场。

走进蘑菇种植大棚，映入眼帘的
是由无数菌棒搭建起来的小矮墙，菌
棒两头长满了饱满新鲜的平菇，几位
工人熟练地穿梭其间，采摘、装箱、搬
运，一片忙碌景象。

“每亩产量20吨左右，一年可产两

到三茬成品蘑菇，效益十分可观，春节
来临之际，销量也有所增加。批发平
菇一箱是十斤左右，一箱大概卖 50至
70元，夏天价格高一些，这样的一箱能
卖到 100元左右。”合作社负责人王金
山说。

“我们将玉米棒粉碎，掺入麸皮、
白灰，发酵后装入塑料袋，经过高温消
毒后进行接种就可以形成菌棒。”王金
山介绍，“等菌棒约生长一个半月后完
全变成白色就能长出蘑菇，可连续生
产 5至 6个月，直至养分耗尽，每亩可
放置菌棒约两万个。菌棒是蘑菇生长
的培养基，能为蘑菇提供充足的营
养。”

“小菌菇”提供致富新模式，新城
区恼包村蒙菇源食用菌种植农业专业
合作社在推动平菇种植产业化生产的
同时，带动周边村民实现就业，为乡村
振兴添砖加瓦。

春节期间，内蒙古图书馆
照常对外开放，在合理安排人
员值班的同时，仍有文化志愿
者自发来到图书馆进行志愿
服务，传递温暖，奉献爱心。

■本报记者 刘清羽 摄

志愿服务
暖新春

本报讯（记者 梁婧姝 实习生 邬
旭然）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卫生健康
委获悉，我区全面推开紧密型医共体
建设工作，制定了《内蒙古自治区全
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三年攻坚
行动方案》，明确了紧密型医共体建
设三年攻坚行动的 13 项重点任务。
目前，全区涉农旗县区均已制定医共
体建设相关政策，共组建医共体 89
个，挂牌成立总医院，全面推进医共
体建设。

据悉，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加
强领导、卫生健康部门统筹协调、相
关部门协同参与、医共体具体执行运
作的县域医共体建设管理模式基本
建立。县域整体服务效能提高，促进
分级诊疗效果明显。县域内住院人
次 占 比 从 2020 年 的 65.5% 上 升 到
67.3%，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门急诊人

次 占 比 从 2020 年 的 34.6% 上 升 到
37.4%。医共体牵头医院帮助基层开
展新技术、新项目 283个；二、三级医
院依托医共体通过派驻坐诊、巡诊带
教、义诊等方式下沉基层的医疗卫生
人员共计 1347人。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达到服务标准的机构占比由 2020
年的 3.3%提高到 28.8%；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与牵头医院人均收入比值从
2020年的 0.73增加到 0.88，基层医务
人员薪酬与公立医院差距逐步缩
小。慢病患者基层机构规范管理率
由 2020 年的 79.1%提高到 81.3%；基
层中（蒙）医药门急诊占比由 2020年
的 12.5%提升至 14.7%，医共体内基
层医疗卫生将更多工作转向健康管
理，提高人民群众自我健康管理意识
和健康素养水平，坚持医防深度融
合，全面落实大卫生、大健康。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记者从市
住建局获悉，为进一步规范住房公积
金缴存业务，维护缴存职工合法权益，
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及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公积金缴存管
理办法》等三个办法的通知（内政办发

〔2022〕92号）精神，市住房公积金中
心进一步明确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工
作，一是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年度为每
年 7月 1日至次年的 6月 30日。二是
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基数为职工本人

上一自然年度月平均工资。职工月平
均工资按国家统计局规定列入工资总
额统计的项目计算；单位和职工住房
公积金的缴存比例下限为5%，缴存比
例上限为 12%，单位可自主确定缴存
比例，同一单位职工的住房公积金缴
存比例应当一致。三是缴存比例和缴
存基数应当由缴存单位核定，并在住
房公积金缴存年度（当年的 7月 1日）
开始前完成核定工作；住房公积金缴
存比例和缴存基数每年核定一次，缴
存年度当年不变。

本报讯（记者 武子暄）近日记者
从市水务局获悉，我市2023年申报的
7项水利工程全部通过自治区标准化
管理评价，并认定为“自治区级标准化
管理工程”。

实行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是保
障工程运行安全和效益持续发挥的
有效途径，是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
发展的必由之路。2023年，我市标准
化创建工作任务包括和林县石咀子
中型水库、黄河托县段堤防、黄河清
水河喇嘛湾段堤防、东河左右堤防、
大黑河城区段左右堤防，市水务局重
点推进，科学安排，从工程状况、安全

管理、运行管护、管理保障、信息化建
设五大类逐条逐项对标对表，全面梳
理短板弱项，列出问题清单后逐项完
善，在市水资源河湖保护中心、各旗
县区水务局水管单位的积极配合下，
按时将标准化考核评价成果上报自
治区水利厅。日前，自治区水利厅对
全区 13 个盟市 104 处参评工程进行
标准化考评，共有 61处工程达标，通
过率 58%，其中：我市 2023年申报的
7项水利工程全部通过“第一批水利
工程标准化管理”评估考核，并认定
为“自治区级标准化管理工程”，通过
率100%。

本报讯（记者 梁婧姝）记者从自
治区中医医院获悉，近日，自治区中
医医院互联网医院微信医保功能已
经开通，互联网医院处方、线下门诊
处方、检查检验均可以通过微信医保
进行支付。

据悉，微信医保支付范围包括：
内蒙古医保、呼市医保、各盟市医保
及省外异地医保。省外异地医保使
用需要在国家医保 App 先进行异地
医保备案，备案通过后达到医保起
付线可以进行报销。操作流程如

下：线下门诊处方及检查检验（包括
线上线下）需打开内蒙古自治区中医
医院互联网医院小程序—首页—线
下门诊服务—医保缴费—处方/检查
检验去支付—医保授权—处方/检查
去支付—支付密码—完成；互联网医
院处方需打开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
院互联网医院小程序—互联网医院
服务—处方查询—点击待支付处方
—选择自取或配送—立即支付—医
保支付—医保授权—支付密码—完
成。

本报讯（记者 梁婧姝）记者从市
妇幼保健院获悉，即日起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市妇幼保健院为 35—64
岁妇女且近三年（2021、2022、2023）
未参加过国家和自治区、市“两癌”免
费检查项目的人群进行免费“两癌”
筛查。

据悉，免费“两癌”筛查在市妇幼
保健院门诊部 3 楼妇科 3018“两癌”
筛查门诊进行，时间是周一至周五
（ 节 假 日 可 打 咨 询 电 话 ：
13171022160）。市妇幼保健院工作

人员提醒：筛查应在非月经期进行；
筛查前 48 小时内避免性生活；取材
前不要做妇科内诊及阴道冲洗、阴道
放药和经阴道的超声检查，如有炎
症，最好先进行治疗再进行筛查，正
在进行妇科阴道给药治疗者，建议停
药 48 小时以上；哺乳期暂缓做乳腺
癌筛查；非宫颈原因做了子宫全切的
女士无需宫颈癌筛查。筛查前工作
人员将进行电脑资料审核，如不符合
目标人群将不予免费筛查，同时将告
知自费筛查流程。

市妇幼保健院：

即日起，2024年免费“两癌”筛查开始

路明明正在与同事讨论工作

工作人员正在打包蘑菇

泥腌麻酱鸡蛋奔赴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杨彩霞

在赛罕区黄合少镇添密梁村一大
院，空气中散发着淡淡的香味，工人们
忙着将麻酱鸡蛋打包发走。合作社负
责人张健告诉记者，库房里的麻酱鸡蛋
已销售一空，每天仍有新的订单下来。

“95后”的张健是赛罕区黄合少镇
添密梁村人。父母从事养殖行业，所
以他对鸡蛋行业有所了解。2018年张
健接手了家里经营的合作社。

“能不能把鸡蛋打造出属于自己
的品牌呢？”张健一直在琢磨如何扩大
鲜蛋生产，提升产品附加值，增加经济
效益。

有了初步的想法后，张健开始在
全国多地进行考察调研。在仔细研究
了北海的海鸭蛋、河南的变色蛋等多
个闻名全国的蛋制品后，他选择了从
味道到地域更符合北方人口味的天津
麻酱鸡蛋。

到当地工厂学习后，2022年，张健
开始创建加工厂。而制作麻酱鸡蛋这
条路，张健走得并不平坦。由于温度
湿度的原因，麻酱鸡蛋的发酵并不理
想。经过反复试验，张健终于解决了
技术性难题。

“我们采用的还是传统的制作方

法，把鸡蛋裹上咱们这儿特有的红
土，泥腌的第一步就完成了。”张健
一边熟练地操作，一边向记者介绍：

“要想口感好，土质是关键。当时我
们尝试了各种土质，效果都不好。最
后发现咱们黄合少镇的红土富含矿
物质，用这个泥腌过的麻酱鸡蛋口感
特别好，上市后受到广大顾客的一致
好评。”

“养殖场的鲜鸡蛋平均下来5毛一
颗，如今咱这麻将鸡蛋出厂价就是2块
一颗，这账怎么算都算得过来！”他笑
着对记者说。

经过几年时间，张健的麻酱鸡蛋
加工厂集称重分拣、清洗发酵、杀菌包
装于一体，实现了器械设备的进一步
完善，年产鲜鸡蛋 100万斤，年加工麻
酱鸡蛋1000万枚。

加工厂的创办，为农民就业提供
了机会，现阶段已解决就业20余人，助
力农民增收。“可不是吗，我过去就指
着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过日子，一年
下来也存不下几个钱。现在可不一样
了，来工厂里挑挑鸡蛋，每月就能挣
5000元左右，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
下。所以啊，还是年轻人脑壳灵光。”

负责分拣鸡蛋的村民杜二成开心地告
诉记者。

按照张健的计划，新的一年，他想
干两件大事，一是走电商销售路线，拓
展产品的销售渠道。二是将品牌名气

打出去，让麻酱鸡蛋成为呼和浩特，甚
至内蒙古的一块招牌。

“成功还远远谈不上，跟前辈们相
比，创业这条路，我才刚刚启程。”张健
说。

麻酱鸡蛋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