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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保障精河县
枸杞采摘用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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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以来，内蒙古国际蒙医医
院专家在温泉县蒙医医院开展“中
医药文化润疆·温泉行”义诊活动。

活动中，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
专家在温泉县蒙医医院坐诊，为前
来就诊群众提供医疗服务、答疑解
惑，并提出健康指导及治疗建议。
同时，为患者开展饮食健康、疾病预
防、健康生活方式的相关宣传。

下一步，温泉县蒙医医院将与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加强交流合
作，发挥中医、蒙医特色，让群众享
受优质的医疗服务。

（通讯员沙仁花尔）

“温泉县是我的第二故乡，只要看
到患者的笑脸，觉得一切都值得。”这
是湖北省第八批医疗援疆干部李齐勇
常说的一句话。2021年10月，李齐勇
来到温泉县人民医院开展援疆工作，
任副院长兼影像科主任。

李齐勇常常思考着“来疆为什么？
在疆干什么？离疆时能留下什么？”他
希望不辜负党组织的信任，坚守使命，
为边疆医疗技术水平提升贡献力量。

作为受援单位骨干技术力量，李齐
勇思想觉悟高，工作作风扎实，始终坚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不断提高自
己的政治理论水平和专业技术水平。

援疆期间，李齐勇积极开展X线、
CT及MR影像诊断阅片和带教工作，积
极做好“传帮带”工作，整合医疗资源，提
升医院诊疗水平。工作中，李齐勇勤勤

恳恳、爱岗敬业，得到受援单位的一致肯
定，并获得温泉县党委组织部颁发的
2021年“突出贡献人才奖”。

为充分发挥援疆专家“传帮带”作
用，根据温泉县人民医院援疆专家“师带
徒”实施方案，李齐勇通过晨会读片、报
告审核及科内小讲课等方式对科室5名
年轻医护人员实行专业技术辅导，从以
专家讲为主到后来以学员讲为主专家总
结为辅，年轻医护人员学习兴趣浓厚，专
业技术水平也都有了明显进步。

援疆以来，李齐勇已审核DR及CT
报告两万余份，晨会阅片进行经典疑难病
例讨论200余例、专业知识讲课20余
次。根据科室现有CT设备条件，结合临
床需求，开展新技术头颈部CTA检查，从
技术检查、应急预案、头颈部血管疾病影
像表现及报告书写，进行针对性指导，直

到大家都能独立完成相应的工作。
援疆工作不仅是在医院为患者服

务，李齐勇还多次下基层了解各族群众的
生活，开展义诊活动。此外，李齐勇也常
常深入各族群众家中，与各族群众拉家
常、交朋友，播撒民族团结的种子。

“李医生经常来我们村开展义诊活
动。我父亲生病后，在李医生的医治下，
康复很快，真的很感谢他的帮助。”温泉
县安格里格镇托里村村民王茂森说。

“漫漫援疆路需要援疆干部一步
一个脚印，踏踏实实把工作做细做好，
我虽然援疆期满，只要温泉县群众有
需要，我会尽己所能为他们排忧解
难。”李齐勇说。

本报精河讯（通讯员安晓龙）线下
摆摊展销，线上广泛宣传。领导现场带头
吆喝售卖，党员干部、村党支部书记变身

“摊主”……近期，精河县十万亩枸杞迎来
了采摘季。为帮助杞农销售枸杞，精河县
各级干部化身为“销售员”，在机场、车站、
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设置枸杞销售点，进
一步拓宽枸杞鲜果的销售之路。

今年，精河县在全面梳理精河县枸
杞产区、产业、产品资源的基础上，提炼并
塑造了“源自北纬44度中国枸杞之乡”
的品牌定位，提出了“丝路传杞·杞能错
过”的品牌宣传标语，清晰传递了精河县
枸杞的地域文化和独特价值，让精河县
枸杞有了全新的对外形象和推介名片。

近日，精河县党委宣传部党员干部
来到博乐（阿拉山口）机场，为即将开始
的枸杞展销做准备。“刚采摘的新鲜无
公害枸杞，颜色鲜艳、果实饱满，香甜可
口，先尝后买，快来抢购呀！”大家都大
声吆喝起“自家”的枸杞鲜果。

“原来都是购买枸杞干果，鲜果是第
一次看见，味道清甜，还很新鲜。”来自成

都的游客李丽说。展位前站满了前来购
买枸杞鲜果的游客，大家一边挑选，一边
询问产品情况，拿出手机扫码付款。不到
一个小时，50盒枸杞鲜果售卖一空。现
场不少游客表示想继续购买，主动留下
了在场干部的联系方式。

“眼下正是头茬枸杞上市时节，我
们希望通过展销的方式，把精河县枸
杞产品宣传推介出去，为本地农产品
拓宽销路。”精河县党委宣传部常务副
部长陈明娜说。

在五台服务区，阿合其农场干部
也热情地向停靠在服务区的游客宣传
枸杞产品。“空闲时，大家可以带着家
人去枸杞采摘园游玩、体验采摘乐
趣。”阿合其农场党委副书记韩蕾向游
客介绍到。

为拓宽销售渠道，精河县还鼓励
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加
大宣传力度。6月18日，托里镇党委、
政府安排工作人员到乌鲁木齐市各大
批发市场，对接枸杞鲜果销售渠道。

“精河县枸杞首次在乌鲁木齐市水果

批发市场亮相，受到了批发商、顾客的
青睐，销量很不错。”托里镇副镇长刘
杨说，“通过跑渠道、找商家，目前我们
已在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设
立了销售窗口，近期计划开展多种形
式的活动，打造特色合作模式，进一步
扩大枸杞销售渠道。”

除利用互联网、微信朋友圈推广、销
售枸杞，精河县党委、政府还积极与经销
商、合作社、物流公司对接，建立绿色销
售通道，推动农超对接、农电对接，推动
党政机关、单位、重点企业与果农建立帮
扶机制，“面对面”帮助杞农销售枸杞。

“枸杞是精河县特色产业，也是精
河县的一张‘红色名片’。随着保鲜技
术运用和运输、销售途径探索，精河县
枸杞鲜果已走出新疆。目前，全县党员
干部助农销售枸杞鲜果近4000公斤，
枸杞鲜果销售成为精河县枸杞产业新
的增长点。”精河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
记、副局长张昊说。

工人们正在筛拣、包装枸杞鲜果。
（记者赛永杰 摄）

今年以来，阿拉山口综保区党
群服务中心改进工作流程，进一步
深化企业注册“全程代办”服务，推
动涉企服务提质增效，助力阿拉山
口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阿拉山口综保区党群服务中心
立足服务“小窗口”，在做好便民利
企服务工作的基础上，派出骨干力
量赴相关职能部门学习，从公司注
册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刻制印章、
银行开户、税务登记等事项，为企业
提供“一对一”帮办指导。

截至目前，阿拉山口综保区党群
服务中心累计帮办注册企业83家。

（通讯员塔娜）

精河县枸杞进入收获期。近
日，河南省濮阳市第一批共120名
枸杞采摘工抵达托里镇采摘枸杞。

州人社局提早统筹谋划季节性
用工服务保障工作，依托精河县枸
杞种植面积，动态掌握枸杞种植企
业、合作社和农户用工需求，搭建

“枸杞产业线上劳务市场”。在枸杞
地里通过直播带岗方式，邀请枸杞
种植企业、合作社、种植户介绍采摘
时间、采摘价格、薪资保障、住宿保
障等情况，通过网上招聘会洽谈枸
杞采摘用工供需合作事宜，确保“市
场”供需双方信息真实有效。

同时，州人社局联合精河县人
社局安排专人跟踪服务，及时协调
解决务工人员生活困难，让他们住
得安心、吃得放心、干得舒心。

（记者叶尔登其米格）

精河县头茬枸杞上市

党员干部争当“推销员”

李齐勇：脚踏实地显真情
□ 记者 陈亿文

党群服务中心
为企服务出实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