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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 2023年3月24日 星期五02

依规办事不求人 方便快捷少跑腿 打造便民服务圈

我区出台10条措施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呼和浩特晚报讯（记者 王英）3月 23日，呼

和浩特晚报记者从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优化营商环境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自治
区人社部门助力优化营商环境，制定印发了
《全区人社系统优化招商引资营商环境的若干
措施》。旨在做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真正
让企业和群众“依规办事不求人，方便快捷少
跑腿”。

众所周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一头
连着发展，一头连着民生，处在服务企业、服务
群众的第一线。《全区人社系统优化招商引资营
商环境的若干措施》要求各级人社部门将办事
窗口前移，把政策送上门，当好企业“服务专
员”。同时，助力企业引育高层次人才，强化企
业技能人才培养储备，降低企业用工成本。此
外要持续推进简化办事流程，优化线上线下服
务，打造便民服务圈。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政务服务处
处长张海涛表示，为企业设立服务专员，是全区
人社部门转职能优服务的具体举措。把人社部

门定义为企业的“服务员”、“店小二”，主动上门
服务，企业需要什么、有哪些问题需要人社部门
帮助解决，人社部门就做什么。围绕企业需求，
人社服务专员要当好“六大员”。

当好惠企政策的“宣传员”。围绕国家、自
治区在就业创业、社会保险、劳动关系等领域出
台的惠企便民政策，明确主要内容、适用对象、
办理条件、流程时限等要素，通过人社服务专员
深入企业推进政策宣传解读，重点推动企业关
心的稳岗补贴、技能提升、社保费减免缓降等政
策举措落地见效，做好人社政策送达、举措落实

“最后一公里”的工作。
当好企业用工引才的“服务员”。提前对

接企业用工需求、缺工情况，人社部门第一时
间服务保障，充分运用自治区“四位一体”就
业服务平台和各级人社就业公共服务平台、
跨区域劳务合作平台提供服务，同时，积极组
织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多形式的招工引才
工作。

当好职业培训的“指导员”。指导企业开展

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和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帮
助有条件的企业自主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设立企业职工培训中心，创建高技能人才培训
基地及技能大师工作室。

当好劳动关系的“协调员”。帮助企业建立
健全用工管理、薪酬分配、休息休假等制度，推
动建立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帮助企业构
建和谐劳动关系，稳定职工队伍，营造企业发展
良好环境。

当好人社服务的“代办员”。引导帮助企业
通过网上办事大厅、微信公众号、手机App等线
上渠道提交业务，办理更多服务事项。

当好企业发展的“联络员”。定期对接企
业，跟踪掌握企业需要人社部门帮助解决的
困难和问题，征求对人社部门各项工作的意
见建议。

据悉，《全区人社系统优化招商引资营商环
境的若干措施》围绕助力企业招才引智、帮助企
业纾困解难、服务企业便捷高效等方面，共出台
了10条具体措施。

呼和浩特晚报讯（记者 于亚军）呼和浩
特晚报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3月21
日 9时，S43呼和浩特机场高速公路三环互
通项目首节钢箱梁架设成功，标志着项目施
工步入崭新阶段。

据介绍，为确保实现 2023年 9月底 S43
机场高速与巴彦淖尔路、三环快速路互联互
通，机场高速公司组织项目各参建单位，反
复论证施工方案，积极协调相关部门进行交
通导改，确保了本次吊装方案顺利实施。

据施工现场负责人介绍，三环互通钢箱
梁施工是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钢箱
梁共计 22跨，重 7167吨。钢箱梁首节的成
功架设，不仅为现场施工打开了全新工作局
面，也为后续架设工作的顺利开展积累了宝
贵经验，为保障项目顺利完成各项节点目标
奠定坚实基础。

下一步，S43机场高速项目全体参建人
员将继续在确保项目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工
程质量整体可控的前提下，以顽强不屈的精
神，锚定预期目标，全力推进项目高质量建
设，确保项目如期顺利完工。

呼和浩特晚报讯（记者 王劭凯）为做强我区
“引客入蒙”空中通道，做实“百万人互游”系列活
动，进一步发挥“航空+旅游”的合作优势，为区内
外各机场、航空公司、旅游企业搭建一个充分沟
通、交流、合作的平台。23日，由内蒙古民航机场
集团公司主办、呼和浩特机场公司承办的“内蒙古
地区2023年夏航季航空旅游产品推介会”在我市
召开。

在推介会上，呼和浩特晚报记者了解到，今
年夏航季，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将运营航线
161条；日均起降航班 476架次；通航城市 92个
（国际及地区城市 4 个），其中通航国内城市 88
个，区外 74个，区内 14个。新增鄂州、温州等 15
个城市；省会城市除拉萨和港澳台机场外，均实
现每日通航；实现直飞的城市达 73个。重点提
升呼和浩特至长三角、珠三角、成渝机场群通达
能力。其中，长三角日均 27班，通航城市有上

海、宁波、杭州、南京、常州、温州、合肥、南通、扬
州；珠三角日均 16班，通航城市有广州、深圳、珠
海；成渝日均 12班，通航城市有成都、重庆；同时
还优化了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等热点城市的
频次和时刻，其中：上海日均 7班、广州日均 8.1
班、深圳日均 6.4班、成都日均 7班，上海、广州、
成都实现早中晚分布。

在区内航线方面，14个支线机场均实现通
航，航班量将达到日均 90班以上，开通直飞航
线 37 条，经停航线 21 条。热点旅游城市呼伦
贝尔、通辽的航班量日均将超过 20班，锡林浩
特、赤峰、乌兰浩特等支线城市的日均航班量
均超过 10班，满洲里、巴彦淖尔、乌海、阿拉善
左旗的日均航班量为每日 2 班以上；同时，至
呼伦贝尔、通辽、赤峰、锡林浩特、乌兰浩特、
满洲里、乌海等支线机场的航班均实现大机型
运营。

内蒙古地区2023年夏航季航空旅游产品推介会召开

运营航线161条通航城市92个

呼和浩特晚报讯（记者 李蒙）3月 22日，内蒙
古自治区气象局发布消息，内蒙古建成全国规模
最大的北斗导航平漂探空观测网。

据介绍，2022年，内蒙古气象防灾减灾工作机
制不断完善，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水平不断提
升。全区建设升级自动气象站 145套，布设固态
降水等观测设备215套，建设完成7部雷达和2部
垂直综合观测系统。 2022年，内蒙古气象部门晴

雨、气温预报准确率分别为 89%、78%，暴雨（雪）
预警准确率87%，较2021年提高3个百分点，强对
流天气预警提前45分钟，较2021年提前5分钟。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应急与减灾处副处长
王鹏飞表示，2023年内蒙古将进一步提高预报预
警精细水平，提升风险预估预警能力，强化部门
应急联动水平，为防灾减灾救灾提供更有力的气
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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