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古自治区启动青年就业服务专项行动
“七个一”精准服务促青年高质量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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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中宙）近日，内蒙
古自治区正式启动青年就业服务专项
行动，通过实施“七个一”精准服务举
措，力争实现失业青年帮扶全覆盖、就业
服务全周期，助力青年高质量就业。

建立一个实名服务机制。依托智慧
就业云平台，采用电话联系、上门走访等
多种形式，对登记失业青年开展“地毯
式”摸排，采集就业需求、培训需求等信
息，提供“一人一档”定制服务。

挖掘一批适合青年就业岗位。聚
焦青年就业特点和需求，既动态发布本
地就业社保、医疗卫生、养老服务、电子

商务、现代物流等城乡新就业岗位，又
归集发布重点项目、重点领域优质岗位
资源，集中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指导和
人岗匹配服务。

落实一套精准就业公共服务。依
托实名制信息，推动专业就业服务力量
下沉，统筹利用各类基层服务网点，落
实落细“1131”服务、“大学生就业引航
计划”、就业服务基层行等服务和活动，
采取“上门一次、指导一次、回访一次”
的“三一次”服务工作法，确保“精准滴
灌”就业需求。

宣传一揽子就业扶持政策。更

新完善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
政策清单，通过发放“短视频+口袋
书”等青年喜闻乐见的形式，组织开
展进校园、“就业新青年 政策 e站达”
政策宣传周等线上线下活动，持续提
升政策知晓度。

实施一项青年能力提升计划。结
合青年需求和特点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求职能力实训营、就业见习、大学生实
习“扬帆计划”、青年新媒体主播培育计
划等一系列能力提升活动，破解“经验
不足”“技能错配”等难题。

提供一系列创业指导服务。通过

引导入驻创业孵化基地、组织创业指导
专家问诊、举办创业沙龙、举办各类创
业大赛等服务活动，实现从资金政策到
服务举措的“全链护航”，提升创业青年
能力，降低青年创业门槛，助力提升创
业成功率。

开展一人一策就业结对帮扶。聚
焦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以及有残疾的
长期失业青年，实施“一人一策”帮扶计
划，明确“三个优先”原则，即优先指导、
优先推荐、优先培训。通过开展结对帮
扶、实施“微光行动 暖青年帮扶”计划
等方式，帮助解决就业困难。

记者日前在采访中获悉，回民区中山西路作为贯穿城区、全长约2.5公里的城市风貌展示长
廊，刚刚完成了“绿色升级”。

此次“绿色升级”工程聚焦中山西路两侧行道树，开展栽植、补植以及养护工作，共栽植补植86
株一级国槐，所选国槐胸径均在25厘米以上，分支点为2.6米，总高度达6米。从优质树苗的筛选，
到依据道路实际情况进行科学的种植位置规划，再到严格按照操作规范栽种，每一个环节都经过
精心安排、精准实施，确保树木生长态势良好、树形美观。

目前，86株一级国槐已在中山西路两侧“安家落户”，它们整齐排列，如同一列列绿色卫士，守
护着道路，为城市注入了新的生机。 ■本报记者 祁晓燕 通讯员 马子璇 摄

本报讯（记者 于亚军）3月23日，
记者了解到，根据国家、内蒙古自治区
医疗保障局的相关要求，呼和浩特市
医疗保障局对诊查费和床位费等医疗
价格收费项目进行整合调整，呼和浩
特市医保中心及时在医保核心系统对
32项医疗收费项目进行参数维护更

新，呼和浩特市内各级定点医疗机构
从 2025年 3月 18日开始按照调整后
的收费价格收费和报销。调整后收费
目录见下表。

据介绍，甲类全部进入统筹，乙类
部分进入统筹，丙类不进入统筹，进入
统筹的部分按医保政策报销。

呼和浩特市对诊查费和床位费等
医疗价格收费项目进行整合调整

本报讯（实习记者 贾思敏）3月23
日晚，在第30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
前夕，呼和浩特市多个部门携手，在东
万达广场、振华广场开展了结核病防
治宣传“亮灯”活动，积极响应国家卫
健委“为终结结核病，点亮城市的红”
（Light Up for TB）的号召，引起市民广
泛关注。

本次活动由呼和浩特市卫生健
康委员会（疾控局）、呼和浩特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呼和浩特市卫生监督
所）联合呼和浩特市城市管理综合执
法局、呼和浩特市市政建设服务中心
等部门共同举办。夜晚楼宇灯光闪
耀，“全面行动 全力投入 全民参与
终结结核”的主题标语格外醒目，点
亮了城市夜空。亮灯行动通过视觉
冲击，希望让更多人了解结核病的严
重性和预防的重要性，提高公众对结
核病的认识，照亮公众对结核病防治
的关注之路。

本报讯（记者 杨志伟）3月23日，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了解
到，内蒙古自治区2025年普通高校运
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招
生文化考试（简称“体育单招文化考
试”）将于3月29日至30日进行。

据了解，考试科目及时间：3月29
日9∶00—10∶30考语文，14∶00—15∶30
考数学；3月 30日 9∶00—10∶30考政
治，14∶00—15∶30 考英语。考试地
点：2025年体育单招文化考试在东、
西部各设一个考点，东部考点设在赤
峰市红山区第十九小学，西部考点设
在包头市第四十九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提醒，
考生须登录“普通高等学校运动训
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招生系
统”（简称“体育单招系统”）下载打印
体育单招文化考试准考证；3月 24日
12∶00后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

“内蒙古自治区普通高校招生网上报
名平台”下载打印体育单招文化考试
通知单。

考生可于2025年5月18日12∶00
后通过“体育单招系统”查询文化成
绩，对成绩有异议的考生可于 5月 18
日12∶00至19日12∶00通过该系统提
交复核申请。

本报讯（记者 于亚军）近日，内蒙古自治区
交通运输厅印发《助企行动实施方案》，全面启
动交通运输领域助企行动，以一系列务实举措
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交通
运输行业高质量发展。

在优化涉企事项审批方面，内蒙古自治
区交通运输厅将优化并联审批程序，推广告
知承诺、容缺受理，提升“一件事”办理效能。
同时，清理规范涉企审批支撑性要件，新增全
区通办事项，推动异地无差别受理，着力提升
涉企政务服务事项网办率，让企业办事更加便
捷高效。

为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内蒙古自治区交通
运输厅将落实债务清偿长效机制，全面摸排交
通运输领域拖欠企业账款情况，督促责任单位
及时整改，保障企业合法权益，助力企业稳健
发展。

方案聚焦提升交通运输市场主体竞争力，
提出多项创新举措。包括推动交通物流降本
提质增效，培育领军企业；扶持“互联网+”新业
态发展，促进产业联动；发展多式联运，激发民
间投资活力，落实差异化收费政策；加快大宗
货物和中长途货物运输“公转铁”，推动低空经
济发展等。

为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内蒙古自治
区交通运输厅将规范招投标领域管理，修订相
关细则，防止设置不合理条件限制企业参与。
同时，加强标后监督管理，整治招投标过程中
的违法违规行为。此外，还将梳理规范涉企监
管事项，纳入“互联网+监管”平台管理，规范行
政检查和收费，查处违规收费行为，加强“双随
机、一公开”监管，为企业创造更加公平、透明
的市场环境。

聚焦企业“急难愁盼”，内蒙古自治区交通
运输厅将提升12345、12328政务便民热线企业
专席效能，组建涉企政策解答专员队伍，为企业
提供精准政策解答。同时，建立涉企审批帮办
代办机制，为企业提供审批事项帮办代办服务，
切实解决企业在办事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提升企业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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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株一级国槐“安家落户”
回民区中山西路实现“绿色升级”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3月 21日，
伴着悠扬的马头琴声和热情的蒙古族
舞蹈，草原铁路首趟银发旅游专列Y75
次从呼和浩特东站启程，近千名平均年
龄 60岁以上的旅客乘坐专列，开启他
们为期11天的踏青之旅

据了解，此次专列为全列空调卧铺车
厢，采取“一车直达、多景串联”模式，途经
河南、江苏、安徽等地。旅客将在11天时
间里，深度游览“万国建筑博物馆”鸡公
山、“世界三大赏樱胜地”无锡鼋头渚樱花
谷、“油菜花开金满地”千垛景区、“世界文
化遗产”扬州瘦西湖等热门旅游景点。

与普通旅游团不同，银发专列采取

“车随人走”的灵活调度方式，让老年旅
客得以在慢节奏中欣赏沿途美景、感受
人文魅力、品尝当地美食。铁路部门通
过深入调研“银发族”出行习惯和各方
面需求，提前与当地文旅部门和景区沟
通对接，采取预约、错峰等方式组织旅
客游览景区，专门设计了不赶时间、行
程合理、不走回头路的线路，全力满足

“银发族”对旅行品质的需求。
即将踏上旅程的老年旅客们都十

分开心，纷纷表达着自己的喜悦心情，
“阳春三月下扬州，我十分期待这次能
去江南赏美景，吃美食，领略人文历史
风景，我们把旅游专列作为了春季出游

的新选择，期待能在旅途中留下美好的
回忆。”“过去我们工作都很忙碌，现在
退休了就想多出去走走看看，这次专列
的行程安排得很合理，适合我们老年人
的出行节奏。”“上车休息，下车赏景，不
用长时间走路，也不用频繁搬运行李，
这是旅游专列最吸引我的地方。”

记者从呼和浩特客运段了解到，为了
让老年旅客出行更加便捷舒适，工作人员
在服务保障方面下足了功夫。呼和浩特
东站为老年旅客开辟进站绿色通道、设立
候车专区、安排专人引导、免费提供大件
行李搬运等服务；对列车进行了适老化服
务升级，在车厢内增配爱心呼叫器、便携

拐杖、服务包等设备设施，安排随行医护
人员全程陪伴，在餐车提供低糖低盐健康
套餐；车辆部门有序做好列车的检修、整
备作业，全面检查空调、卫生间、洗面间、
电茶炉等服务设施，为旅客出行游玩营造
安全舒适的乘车环境。同时，列车上还准
备了棋牌、书籍等物品，旅途中还将组织
开展象棋赛、红歌赛、京剧表演等文娱活
动，丰富旅客们的旅途生活。

后续，草原铁路将持续推动“铁
路+旅游”融合发展，因地制宜开发更
多普惠、舒适型银发旅游产品，打造跨
区域银发旅游走廊，让老年旅客实现老

“游”所乐、幸福出行。

草原铁路首趟银发旅游专列启程
近千名老年旅客开启踏青之旅

走进赛罕区金河镇根堡村的蔬菜大
棚，只见一片绿意盎然的景象，萝卜、油菜
等蔬菜长势良好。合作社工作人员正操
作新引进的数控种子编织机，将使用特制
纸质编织完成的种子进行播种。

如今，在赛罕区农业高质量发展进
程中，轻量化、低成本、易操作的“小科
技”正成为农民手中的“新农具”。这些
看似微小的技术革新，通过精准破解农
业生产的痛点，正持续释放重塑传统农
业格局的巨大能量。

“去年七月，我们合作社引进了这
台专门针对油菜、菠菜、萝卜等蔬菜的
数控种子编织机，机器通过可降解纸带
配合专用线材，使种子实现精准定位，
相比于传统手动播种，这种播种方式既
有利于种子发芽，又能节省种子用量和
人工成本。”呼和浩特市绿联种植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陈俊英对记者说。

据了解，呼和浩特市绿联种植专业
合作社成立于 2010年 9月，占地面积
240亩。近年来，合作社积极响应国家

“智慧农业”战略，全面改进并升级温室
设备，加强特色产业的种植和培育，并
通过引进轻量化、低成本、易操作的“小
科技”，不断提升农业发展水平。截至
目前，合作社共有温室 61 栋，冷库一
座，每年可生产绿色无公害果蔬 1800

余吨，年销售额达到450余万元。
在土默特左旗国家现代农业示范

区的智慧温室内，一颗颗色泽鲜艳的小
番茄犹如红玛瑙般缀满枝头。技术员
王军在藤蔓间穿行，结合监测系统查看
番茄生长情况。

在无土栽培区，记者看到番茄根系
深深扎入岩棉条中，智能滴灌系统正沿
着纤细管道输送“定制营养餐”。

“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智能水肥
一体化系统，系统能根据实时环境数
据，自动为番茄输送肥料，就像给番茄

‘私人订制’生长方案。”王军介绍，智
能温室集内外遮阳系统、湿帘风机降
温系统、灌溉施肥系统、空气热能加温
系统于一体，实现 24小时全天候环境
调控。

“我们是去年 8 月定植的这批作
物，已持续采收 5个月，单果重 25—40
克左右，每穗串番留果8—12个。整个
大棚预计一年利润达 200余万元。”土
默特左旗阿勒坦农牧业发展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总经理周立丰说。

从凭经验播种到靠科技种田，“小
科技”正在重构首府现代农业的“基因
密码”。在呼和浩特这片充满科技活力
的土地上，一幅精准高效、智慧绿色的
现代农业新图景正徐徐铺展。

重构首府现代农业的“基因密码”

科技助力 农业发展更有活力
●本报记者 杨彩霞

内蒙古自治区2025年体育单招文化考试
将于3月29日开考

呼和浩特“亮灯行动”共筑抗结核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