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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ZONG HE XIN WEN

本报记者 王晓丽
7 月 13 日，旗委组织部、旗总工会组织全旗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举行集中入工会仪式。货车司机、

外卖员、快递员、直播销售员、商场信息员等 150

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参加仪式并集中入会。

此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集中入工会仪式，是

旗委组织部、旗总工会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落

实“我为群众办实事”的一项重要举措，首次吸纳

新就业形态快递员、外卖配送员、商场信息员、网

络平台直播员等群体加入工会组织，维护他们的

合法权益。

旗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王彪在致词中说，把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组织到工会组织中来，团结带

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是

党赋予工会组织的政治任务。希望广大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坚定信心，履行会员义务，努力奋斗，勇

于实践，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经济建设主战场，为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加入工会组织，使我感受到了党的关怀、工

会组织的温暖。我将按照《工会法》《中国工会章

程》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认真学习、努力工作，靠

劳动创造自己美好的幸福生活。”会员代表闫瑾激

动地说。

仪式上，还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会员代表发

放了慰问品。

以此为起点，旗总工会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

党工共建，努力打造党组织和工会组织服务新业

态、新就业群体的“温暖驿站”，不断提升新业态、

新就业群体会员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归属感。

达拉特旗举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集中入工会仪式
本报记者 付银兰

摄影不是他的本职工作，但是他喜欢摄影。朱

明飞是达拉特经济开发区财政金融局干部，平时工

作很忙。但他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喜欢给别人教摄

影，兼任达拉特旗摄影协会副主席。他钻研理论，勤

于实践，愿意无私地把知识传授给协会成员。

2015 年至现在，在朱明飞积极联系下，达拉特

旗以公益形式组织 30 人以上摄影专题讲座 11

场，受益近 1100 人；他牺牲节假日，举办摄影基础

公益培训 8 期（每期课时 8 天以上），受益 209 人；

摄影后期培训 2 期，受益 38 人次；公益专题拍摄

活动 7 次，以达拉特旗境内老油坊、铁匠铺、生态

园、传统手艺人、建党百年老党员、粗瓷制作等为

主题，以记录的方式拍摄留存资料；资助性公益拍

摄 1 次，为敬老院老人拍摄肖像。

2017 年，朱明飞注册“益摄影”公众平台，以公

益形式运行，平台以宣传和普及摄影知识为主，成

为达拉特旗广大摄影爱好者学习和交流摄影知识

技能的公益平台。平台已发布个人专题摄影 30 多

人次，摄影相关理论和技能方面文章近百篇。2020

年以“益摄影”之名成立公益摄影小组，以公益形

式普及摄影基础知识，提升大众摄影技能。在当地

社区及社会力量的支持下，现有多功能公益培训

教室、公益影棚各一间，摄影学习采风基地 9 个。

几年来，朱明飞的公益摄影培训，培养出大量的摄

影人才。

2021 年开始，朱明飞兼任达拉特旗老年大学

摄影班授课老师。“特别感恩朱老师在工作很忙的

情况下，牺牲休息时间，坚持多年做公益。现在又

为老年大学文苑摄影班的学员用心与付出，不吝

赐教，深表感恩。”退休职工牛彦茹说。

据摄影爱好者信洪珍介绍说，她和影友们跟

随朱明飞学习摄影，觉得朱明飞不仅摄影技术高

超，而且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教学方法，让学员们受

益匪浅。有一次，朱明飞带领大家到郊外进行拍摄

星轨练习，一直到半夜才回来，第二天，他还得照

常上班，非常辛苦，让大家都很感动。她也会以朱

明飞为榜样，积极参与公益摄影活动，为宣传达拉

特旗而努力！

朱明飞摄影“半路出家”，办公益培训也是“半

路出家”，他付出了全部的业余时间。“一方面在教

学相长中获得进步，另一方面能体现自己的社会

价值。”朱明飞被人们称为德艺双馨的摄影人，他

用自己的行动践行初心和使命。

德艺双馨的摄影人 朱明飞
本报记者 吴得胜

“这个包包救了我的命 ! ”
夏日正午，饭后的村民

都已酣睡。

指针还未过 14 时，达

拉特旗展旦召苏木建设村

村医李俊义就已经来到办

公室，候着村民白板仁的

到来。

前些日子，白板仁来村

卫生室就诊时，李俊义建议

她进一步进行诊治，并利用

一个会“行走”的全科医生

助诊包，通过这个助诊包里

的智能化诊疗设备，为其免

费挂了一个空军总医院唐

都分院的专家号。

这不，7 月 5 日 14 时至 14 时 30 分，是预

约好的就诊时间，李俊义早早来到办公室，一

边守在智能诊疗设备前等待与专家的连线，

一边电话联系白板仁千万不要耽误就诊时

间。14 时 20 分，唐都分院专家的视频连线刚

一响起，李俊义立即接通，与白板仁坐在一

起，开启了长达半个小时的远程问诊。

其实早在远程问诊之前，李俊义就已经

帮着白板仁，把病历等一些相关材料上传，方

便专家提前了解病人情况。

“要不是李大夫帮我挂这个号，我怎么能

这么顺利挂到北京专家号？对于我们老百姓

来说，真的是太方便了。”白板仁笑着说道。

其实，李俊义口中“行走”的全科医生助

诊包也是一座会“行走”的医院。

一座会“行走”的医院？是的。2021 年 8 月

份以来，达拉特旗以创建内蒙古自治区紧密

型县域医共体试点单位为契机，以 34 万农牧

民健康管理为依托，经达拉特旗委、旗政府多

次沟通对接，最终将全区首个“行走的医院”

项目成功落户达拉特旗。

李俊义使用的全科医生助诊包，就是“行

走的医院”项目为基层医生配备的智能化诊

疗设备。助诊包可以通过连接超声探头、导联

线等不同的外接设备，进行 24 项血液化验、

11 项尿液检测、超声影像检测、心电图检测

以及血压、血氧等常规检测，几分钟便可出来

结果。

说到这个“行走的医院”项目的智能化诊

疗设备，展旦召苏木海子湾村村民刘根树连

连点头表示感谢，因为这个设备可是他的“救

命恩人”。

5 月 19 日晚，刘根树出现持续性胸痛、

胸闷不能缓解，伴有出汗症状。5 月 20 日 6

点刚过，刘根树就来到李俊义的村卫生室就

诊。李俊义利用“行走的医院”全科医生助诊

包为其进行了心电图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实

时上传至达拉特旗人民医院“行走的医院”远

程心电协诊系统。值班医生通过实时上传的

数据立即发现了异常，一键启动胸痛中心绿

色通道，心内科王福荣介入治疗团队前往导

管室准备……

到达旗人民医院后，经

医生会诊，立即为刘根树安

排了手术。半小时后，手术

顺利完成，刘根树从入院到

血管开通仅用了 48 分钟！

“真得感谢俊义这个包

包啊，人家帮我联系好后直

接就进了手术室，一路绿

灯，为我争取了救治时间，

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啊！”看

得出来，刘根树的感激发自

肺腑。

2022 年，达拉特旗把

“行走的医院”项目列为十

大民生项目之一。5 月 16

日，“行走的医院”项目平台正式启用。之后为

全旗 45 个村(嘎查)卫生室、5 个基层卫生院

免费发放 50 套“全科医生助诊包”，3 年内每

日免费向村民提供 100 个专家远程门诊号，

真正打通了老百姓就医的“百里千里”，将优

质的医疗资源送到百姓家门口。

据悉，“行走的医院”是在农工党中央联

络工作委员会指导下，由中国初级卫生保健

基金会中西部振兴与发展办公室等单位发起

的医疗帮扶项目，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提升

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为目的，通过搭建

远程诊疗平台、为基层医生配备智能化“全科

医生助诊包”等精准举措，构建“互联网 + 远

程诊疗”模式，引导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整合

医疗卫生资源破解“看病难”问题，让老百姓

“看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县”，更好地满足人民

群众不断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不断增

强群众健康获得感。

“行走的医院”项目的实施，让昔日的村

医穿上了科技的“铁鞋”，真正将村卫生室变

成村民健康管理的“前沿哨所”。

眼下，白泥井镇七份子村的西瓜迎来成熟上

市的好时节，皮薄瓤脆、甘甜多汁的西瓜不仅甜了

百姓的舌尖，也成为了村民们的致富产业。

走进种植基地，只见茂盛的瓜藤下掩映着一

个个油亮亮、圆滚滚的大西瓜，不少村民正在瓜田

里忙着采摘西瓜、装筐搬运。据了解，七份子村产

出的西瓜自上市以来，就受到了市场青睐，为瓜农

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今年西瓜市场行情稳定，我种了 20 亩西瓜，

从 7 月 1 号开始摘瓜出售，价格最好的时候每斤

能卖到 2 元，最近两天量大便宜了，也能每斤卖

8、9 毛钱。”七份子村西瓜种植户樊相龙说，今年

他种植的西瓜喜获丰收，亩产预计能达到 4000 斤

左右，虽然受天气影响，有少数幼苗被冻死了，但

整体收入仍然很可观。

除了瓜农自行售卖外，白泥井镇的驻村工作

队也在帮瓜农拓宽销售渠道。7 月 7 日，市城投集

团驻侯家营子村第一书记黄晓龙帮助七份子村瓜

农销售西瓜 10000 斤。 另外，该镇“井耕细作”直

播间于 7 月 9 日首播，大力宣传助销本镇农副产

品，吸引粉丝，七份子村西瓜也在电商平台上受到

了消费者的青睐。

经了解，七份子村瓜农所种的西瓜品种为“沙

漠一号”，是根据北方特殊生态条件专门选育的高

科技花皮椭圆形西瓜品种。耐旱性强，较抗炭疽

病、蔓割病，皮色好、外观美、膨果快，从开花到成

熟只需 32 天，耐强光高温，易坐果。单瓜重约 8 公

斤，最大可达 25 公斤。瓤色正宗大红，中心含糖约

12%，梯度小，口感佳，皮薄且耐贮运，商品价值高，

倍受群众喜爱。

樊相龙种植西瓜，让他在获得产业收入的同

时，也带动周边农牧民就地就业，周边农牧民帮其

收获西瓜，一天下来每人能拿到 300 元左右的工

资。

“西瓜产地就在我家门口，我没事做的时候就

会过来务工，不仅可以多增加一份收入，也不耽误

家里的农活。”基地里忙碌的务工人员说 。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今年以来，白泥

井镇依托新实施的 11934 亩高标准农田建设，大

力发展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目前，种植的 3627.6

亩西瓜已经陆续成熟上市。

白泥井镇将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继续发挥地

理特点，做强特色产业，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同

时通过打造“井耕细作”品牌，探索买卖渠道，帮扶

农产品销售，助农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来源：今日白泥井）

银 李俊义背着“行走”的全科医生助诊包，走村入户服务农牧民，
守护农牧民健康。（摄影：付银兰）

今年以来，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驻二锁圪梁村工作队在推进乡村“五大振兴”

生动实践中，不断丰富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为抓手，实现

“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伸到哪里”，奏响

了乡村振兴“新篇章”。

新时代文明实践 + 生产组织力

春分过后农事忙，二锁圪梁村村民们都在

抓紧翻耕准备播种，农业机械也进入使用高峰

期。由于春耕春播时间紧，二锁圪梁村农机生

产服务队充分发挥春耕备耕主力军作用，除自

己村使用外，还以劳务承包的方式对接业务，

与周边村及土地承包种植户合作，适时开展订

单“合同”作业，提供深翻、深耕、平整土地等有

偿农机服务，增加村集体经营收入。

这支农机生产服务队，是驻村工作队与

村“两委”，为了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和为民

办实事联合成立的，今年累计开展深耕、深

翻、种植等农机服务达 6000 多亩。

“家里种了几亩地，以前到了播种季节，

根本忙不过来，现在有了农机生产服务队，全

部托管给村上，省时又省力，价格还低。”村民

鲁志光说。

新时代文明实践 + 文化创新力

“现在家里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我们这

些老姐妹们，平时在家主要任务就是带带孩

子、做做家务，现在参加了舞蹈队，平时不仅

能聚在一起排练，还可以到各村文艺公益演

出。”说起这支队伍，住在鲁家圪堵西社的潘

二莲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容。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村民们

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越来越强烈。驻村工作

队紧紧依托二锁圪梁村黄河乡村文化资源，争

取到一事一议项目资金 50 万元，协调市旗文

旅捐赠 3.5 万元物资，组建以舞龙队、舞蹈队、

秧歌队、曲艺表演队等为主的村文化惠民服务

队，规划建设二锁圪梁村黄河乡村文化活动阵

地，深入挖掘二锁圪梁黄河沿岸的乡村文化，

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惠民活动 40 多次，极大

地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新时代文明实践 + 科技引导力

“这个红蜘蛛该怎么治理呀？”“喷叶面肥

到底有用吗？”在二锁圪梁党群服务中心，村

民们正围着几位农业专家，请教今年春耕种

植方面的问题。

这一幕发生在二锁圪梁村农牧民种植业

培训会上。今年以来，为了提高村民种植亩产

收入，驻村工作队积极对接达拉特旗农牧技

术推广中心和农业广播学校专家，组成科技

支农服务队，常态化深入二锁圪梁村田间地

头查看春播情况，采取“集体授课 + 实地讲解

+ 现场操作”的方式，推广深耕深松、测土配

方施肥等实用技术，开展科学防病虫害、正确

施肥、粮食作物高产高效技术等田间管理和

农业技能指导培训，实现科技人员到户、良种

良法到田、技术要领到人，极大地提高了农户

的种植水平和科技素质。

新时代文明实践 +美丽乡村吸引力

为了打造美丽二锁圪梁村，驻村工作队

深入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年”活动，联合

村“两委”组建了一支 9 人组成的人居环境服

务队，统一配备工作制服和垃圾收集车、扫

把、铁铲等保洁具，实行定人、定时、定岗、定

责的网格化管理，对村里主要路段和公共区

域进行清扫，让美丽乡村留住乡愁。

同时，积极开展“美丽庭院”“十星级文明

户”等评选活动，发动党员带头对自家庭院内

外、房前屋后以及室内卫生等进行彻底整治，

带动和影响左邻右舍农户，增强了村民主动

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引导

村民主动清理自家室内、房前屋后及周边的

环境卫生，逐步改变了不良生活习惯。

“如今生活质量好了，我们就要把家里、院

子里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再种上绿

植和花苗，不但看得舒畅，住得也舒服，今后我

还要带动更多的亲朋好友一起打造美丽庭

院。”人居环境示范户韩生耀开心地说道。

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力

“头再低一点，往左边一点”。在村民潘占

开家里，一名穿着红色马甲的志愿者，正用梳

子比着，一丝不苟地把老人两鬓的花白头发

用推子推整齐。

这是二锁圪梁村的志愿服务队，正在为

70 周岁以上老人进行免费理发。为了让村里

行动不便的老人们过上一个清爽、舒适的炎

炎夏季，志愿者们自带理发工具，一边和老人

唠家常，一边理发。短短一下午，志愿者们先

后为 40 余名老人理了头发。看着焕然一新的

发型，老人们乐得合不拢嘴，对志愿者们连声

道谢。

自驻村工作队进驻以来，考虑到村里老

人日常照料不足、生活质量不高等问题，探索

实施了“关爱老人、情暖夕阳”志愿服务行动，

由村党支部发起倡议，动员村干部、党员和热

心群众成立了志愿服务队，广泛开展维护社

会治安、法制宣传、义务理发等志愿服务 30

余次，以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让

村民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

新时代文明实践 +党组织的凝聚力

为了充分发挥好党支部的凝聚引领作用

和党员示范带动作用，二锁圪梁村积极推行

党员联系群众“六个一”工作机制，探索实行

“一组三员双驱动、直通互联促共富”的乡村

治理模式，完善了“党支部—党小组—农民群

众”的村党组织体系，将全村分为 4 个党小

组，40 名党员组织党员服务队，联系帮扶常

住农户 655 户，打通了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

公里。

鲁家圪堵东社村民鲁杰，因为肺气肿丧

失了劳动能力，妻子和女儿常年不在身边，只

有年迈的继父照顾其生活。党员王凯了将相

关情况反馈至党小组集体商讨后，经驻村工

作队与市旗两级民政部门沟通和协调，为他

办理了低保，帮助其渡过了生活难关。为表达

感谢，鲁杰和妻子乌秀琴专门送来了一面绣

有“做群众贴心人、为人民办实事”的锦旗，感

谢驻村工作队对她们家庭的帮扶和关怀。

现如今，走到村里，说起这几只服务队村

民们都竖起大拇指，希望帮村里村民做更多

的实事、好事。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刘鑫表

示，今后将继续以提升广大村民满意度和幸

福感为落脚点，聚焦大家所想、所需、所盼，用

“新时代文明实践 +”实际行动为群众办实

事、解难题，用心做好点滴事，把文明实践阵

地打造成为民服务的“大平台”，让群众共享

新时代文明幸福生活！（来源：鄂尔多斯市人

民政府办公室驻二锁圪梁村工作队）

“新时代文明实践+ ” 赋能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