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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失业保险共释放稳岗红利2713亿元

走基层新春

2022年首府文化旅游工作荣获多项国家级荣誉

本报讯 除夕夜，赛罕区山丹街
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们像往年一样，
在阖家团圆之时依旧坚守岗位。

“虽然除夕夜不能回家与家人团
聚，但是我们依然坚守初心、牢记使
命，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
胜。”山丹街消防救援站特勤班战斗员
王磊说，今年是他在队里过的第四个
春节，能够成为一名消防员他感到十
分光荣，春节坚守岗位，这是一名消防
员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担当。

山丹街消防救援站28名指战员
春节期间全部坚守岗位，在欢度春节
的同时，随时做好出勤准备。“为了让
市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春节，中队
制定了春节排班计划，保证全员在岗
在位，车辆器材装备完整好用，如有
火情能够及时出警、及时扑灭、迅速
处置。”山丹街消防救援站副站长王

杰说。
“整理个人防护装备、检修消防

救援车辆器材装备，这些工作时刻不
能懈怠。”除夕夜，在回民区公园西路
消防救援站的车库里，高伟和队友们
正在整理各自的个人防护装备。消
防员的个人防护装备有 18件套，包
括消防头盔、灭火防护服、消防救援
手套、灭火防护靴、空气呼吸器、消防
斧、应急逃生自救安全绳等，可以说
是防护从头到脚、配备一应俱全。

“在进行灭火救援任务时，这些
都是保障消防员生命的个人基本防
护装备。”高伟介绍道，“你看这个空
气呼吸器，在我刚入职时还达不到人
手一件的标准，现在已经是个人装备
中必备的物品，平时日常维护保养要
做好，时刻保证完整好用，时刻处于
备战状态。” （孙岳龙）

“蓝朋友”在身边
时刻准备护安全

“环卫橙”走街巷
清扫保洁不打烊

本报讯 1月 22日，大年初一早
5点半，环卫工人李红像往常一样，
在新城区成吉思汗大街开始了一天
的垃圾清扫工作。

成吉思汗大街滨海广场北侧的
1000米左右路段是李红和同事的责
任区，这里门面房多，人流量大，清扫
任务很重。“春节期间，不少市民出来
逛街，垃圾会比较多。我们从早上5
点就开始打扫卫生，先用扫帚清扫一
遍，再进行不间断清扫，做好节日期
间道路清扫保洁、垃圾清运等环卫服
务保障工作。”李红说。

“这个责任区有4个人，两班倒，
和往常一样需要工作 8个小时。”李

红表示，春节期间环卫工人虽然要坚
守岗位，工作量也会增加，但工作之
余的时间还是能够和家人团聚在一
起，家人也都支持。

“希望自己身体健康，家人平安，
好好在工作岗位上为这座城市贡献
一份力量。”提及新年愿望，李红这样
说。

记者走访大街小巷、城区道路和
公园，都能看到和李红一样身穿橘黄
色工作服的环卫工人们拿着清扫工
具认真清扫责任区，到10时许，城区
主干道第一轮普扫工作已基本结束，
清理除夕夜市民燃放烟花留下的碎
屑工作也接近尾声。 （孙岳龙）

交通警察执勤忙
春节坚守保通畅

本报讯（记者 苗欣）“交警们
精神饱满，在寒冷的天气为市民
服务，这种不怕苦、不怕累，勇于
奉献的精神令人感动。”市民胡先
生说，他除夕夜 23 时许离开大召
广场时，看到交警们正在忙碌地
疏导交通、维持秩序，彼时的大召
广场周边人员密集、人流量极大。

首府交警在春节期间依然坚
守岗位，做好值班备勤，强化对主

要街区管控和不间断巡逻。“为确
保春节期间道路畅通，市民平安
出行，所以不能陪伴家人，但看到
市民群众能够平安欢度春节，感
到很欣慰。”一位忙碌的交警这样
说。

1 月 22 日下午，记者探访多个
交通路口，此时路面车辆行人较
多，交警们指挥疏导，紧盯路口交
通情况，一刻不敢放松。

春节期间，在呼和浩特开往额济
纳的K7911次列车上，鲜红的小灯笼，
喜庆的福字，兔年窗花贴纸，车厢内处
处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列车员不时
为旅客解读电子客票、最新儿童票、旅
客列车携带危险品要求等相关知识及
健康防护知识。列车上还特别设置了
新春留言板，旅客们纷纷写下新春的
美好心愿。

■本报记者 云艳芳 摄

草原列车

温暖归乡人

急诊，是医院的“前沿阵地”，是永
不熄灯、24 小时为生命护航的地方。
在这里，时钟仿佛走得更快，争分夺秒
的转运、生死时速的抢救……医护人员
总是忙碌着。

1月22日，记者来到市第一医院急
诊科，这里的医护人员脚步匆匆穿梭于
患者中间，为患者及家属答疑、诊断、输
液、换药……他们在与时间赛跑。

“姑娘，眼睛进东西了，急诊挂哪个
科室？”“手让猫抓伤了，在这儿能打狂
犬病疫苗吗？”“想做个CT，应该找谁开
单子？”……预检分诊台前，值班护士包
文静耐心地一一答复着大家。

“大过年的，谁也不想来医院，来了
的一定都很着急。我们尽量为患者做
好服务。今天来看病的人不是很多，偶
尔能坐下来歇一歇。”对于包文静来说

春节值班早已是家常便饭。
“这两天人不算多，我昨天一天也

就接诊 40人次。受疫情影响，元旦时
是人最多的时候，单日接诊 500 多人
次，留观最高峰达40人，医护人员根本
忙不过来。150平方米的抢救室最多
时挤过40多张床。”急诊内科主治医师
梁燕丽告诉记者，“最忙的时候，坐在分
诊台一天都动不了地方，不喝水不吃饭
也不上厕所，甚至连头都顾不上抬。科
里缺人，很多医生都是带病坚持工作。
医院所有科室都在尽力帮急诊周转病
人，只要有床位，我们就把能收治的病
人都收治了。”

病床上的患者、焦急等待的亲友、
忙碌的医护人员……在急诊抢救区，

“小步快走”成为医护们的标志性步伐。
“姐，我来交接班了。”下午三点不

到，梁燕丽拿起了记录本和同事开始进
行交接班。

“这个病人有发烧症状，一会儿需
要照个CT。”“这个病人需要办理住院
手续。”“这个患者有恶心、呕吐的症状，
有糖尿病，正在等待检查结果。”……梁
燕丽一边详细记录患者情况，一边询问
患者家属目前的状况。交接手续办完
后，梁燕丽开始和各个科室联系病人住
院的相关事宜。

整个下午，梁燕丽和同事们都忙着
为一个又一个病人检查开药、安排住
院。“现在明显的感受就是患者变少了，
大厅也安静多了。高峰时期真的是忙
到‘起飞’，恨不得自己有三头六臂。”梁
燕丽说。

“急诊就是这样，前一秒还风平浪
静，后一秒便是波涛汹涌，谁也无法预

知下一个来的是什么样的患者。”进入
急诊科工作以来，梁燕丽从来没有过节
假日的概念。特别是三年疫情，急诊科
作为抗击新冠病毒的“最前哨”，必须守
好急危患者的第一道防线。

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后，
目前我市已度过第一轮新冠病毒感染
高峰期，医院的急症量也有了显著回
落。“但冬季正是老年人心血管疾病、呼
吸系统疾病的高发期，再加上春节期
间，亲友团聚、外出活动增加，急诊科的
压力依然较大。”梁燕丽说。

如今，救护车开进医院的次数有所
减少，进抢救室的病人也有所减少。“我
们都很高兴。”梁燕丽说。

晚六时，华灯初上，窗外的万家
灯火亮起，急诊科里的身影依然忙碌
着……

本报讯（记者 苗青 刘丽霞）2022
年，我市逐步提升城市文化能级，推进
文化强市建设，文旅行业获得多项国家
级荣耀，努力实现文化旅游融合高质量
发展。

塞上老街历史文化街区获评首批
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老街街区是居
民和游客体验一地生活的集聚区，也是
城市特色文化、餐饮、商业、旅游、体育、
娱乐、住宿等业态的集中消费和体验
地，更是旅游和多产业融合的试验地。

伊利全球智能制造产业园区获评
国家旅游科技示范园区。园区以打造

“智能化+旅游服务”为基础，应用VR、
XR、裸眼 3D等技术手段，以科技化、智
能化、现代化乳制品产业基地和乳文化
多元体验、融合为核心，打造“全过程、
一站式、体验式”的智慧旅游体系。

蒙牛工业旅游景区获评国家级工

业旅游示范基地。景区以“参观也是生
产力”为理念，构建“可观、可玩、可学、
可购、可闲”的一站式工业旅游运营生
态体系，打造面向全球消费者的中国乳
业全产业链与沉浸式体验中心。

新城区保合少镇获评第四批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镇。辖区旅游休闲资源
丰富，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善，是度假
休闲的不二之选。

小草种子乐园被评为国家3A级旅
游景区。乐园一路小草荡漾，一处一
景，是跨出家门即可亲近的自然景观，
是游客放松身心的休憩佳地，是享受亲
子互动寓教于乐的科普乐园。

敕勒川草原陆游房车营地获评国家
3C级房车营地。营地位于敕勒川草原景
区，占地面积大，设施完备，集自驾车补
给、住宿餐饮、休闲娱乐、商务旅行为一
体，为户外露营生活提供“一站式”服务，

让游客打开门就能欣赏草原风光。
新城区恼包村—寻青觅草之旅线路

入选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走进恼包
村，林荫道、石拱桥、一栋栋别墅鳞次栉
比，一派生态宜居的美好景象。不仅是文
化旅游街区、美丽乡村的典范，更成为乡
村旅游新地标品牌、乡村振兴新发展理念
实践地、市民休闲娱乐的网红打卡地。

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坚持把节约型
机关创建融入日常工作中，推行绿色办
公、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等工作和生
活方式，被授予国家级“节约型机关”。

同时，内蒙古嘉瑞农牧业有限公司
的王吉宏、呼和浩特市麦野谷旅游服务
有限公司的张朝飞被国家文化和旅游
部授予 2022年度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
人。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的张轩荣
获“全国扫黄打非先进个人”和“全国
行政执法先进个人”。

城市是有生命的。如何让城市的
根扎得更深，市委、市政府挂图作战，
向全市人民立下了“四个起来”的责任
状，即：让规划约束“严起来”、让基础
设施“强起来”、让城市环境“优起来”、
让城市管理“精起来”。一句话，城市
不仅要塑形，更要塑魂。

让规划约束“严起来”。规划时，
要着重体现城市文化与个性、遵从地
区实际和民众诉求、充分考虑短、中、
长期发展的持续性；规划确定后，要严
格落实国土空间总体方案要求，让约
束力“长牙带刺”，特别要杜绝规划在
执行中变调走样。

让基础设施“强起来”。城市基础
设施如同人的骨架、肌肉和血脉，既有
看得见的道路、桥梁、机场、隧道等，还

有看不见的供热、供气、供水、供电等
地下管网，可谓上天入地、筋脉相连。
市委、市政府正在加快新机场工程建
设、推动 G5901 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
互通、启动几个高速路与省道的相互
连接，还将新建续建市政道路、打通城
市“断头路”、改造背街小巷、全面落实
国家海绵城市示范城市建设任务等
等，一句话，我们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就是要让城市骨骼更强壮、肌肉更
结实、血脉更通畅。

让城市环境“优起来”。从显性视角
看，城市环境如同人的衣着打扮、面容形
象；从隐性视角看，整治优化城市环境，是
在提高城市的免疫力、增强城市的亲和
力、提升城市的感染力、扩大城市的吸引
力、塑造城市的影响力；从深层次看，是让

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百姓，比如改造老
旧小区和棚户区、更新改造老旧管网、实
施“生态绿带”提升工程、新建提升口袋公
园和社区游园、解决新市民和年轻人住房
问题等。

让城市管理“精起来”。城市需要
悉心经营，城市更需要精心呵护。再
好的城市，如果在管理上掉了队、在服
务上不达标，就会出现“好衣服”穿不
出“好气质”，甚至导致“穿西服戴毡
帽”的效果。硬件不软，软件要硬，城
市管理需要时时用心、处处细心、表里
如一、持之以恒，以美丽青城、草原都
市的魅力吸引八方宾客，提升人口能
级和经济能级；以美丽青城、草原都市
的底气传承文明、涵养文明，提升城市
文化能级和生态能级。

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姜琳、郭晓蕾）记者从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获悉，2022年，人社部门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
先后出台三轮“降缓返补扩提”一系列阶段性、组合
式援企稳岗政策举措，其中仅失业保险就释放稳岗
红利2713亿元。

失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积
极就业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据人社部失业保险司
司长桂桢介绍，2022年，我国在延续降低失业保险费
率政策一年的基础上，叠加实施困难行业企业和受
疫情影响中小微企业缓缴失业保险单位缴费政策，
共减收企业失业保险费1590亿元。

为进一步助企稳岗，2022年，我国大幅提高失业

保险稳岗返还比例，将中小微企业返还比例由 60%
最高提至 90%，大型企业由 30%提至 50%。2022年
全年，各级人社部门共向787万户企业发放失业保险
稳岗返还资金497亿元，是2021年的2倍。

失业保险进一步突出培训在应对疫情中的稳岗
功能，同时加大技能提升的支持力度。

2022年创新出台的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政策，
对出现中高风险疫情地区的所有参保企业、未出现
中高风险疫情地区的5个特困行业参保企业，按每名
参保职工不超过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政策实施7
个月来，通过失业保险划转资金，向 530万户企业发
放留工补助303亿元。

（下转第4版）

高品质规划建设管理城市
——五论贯彻落实市“两会”精神

●本报评论员

争分夺秒，全力以赴
——急诊科里的新春见闻

●本报记者 梁婧姝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