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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杰：
你于2012年1月在洮南市洮突路北

侧西郊公园西侧、原外贸土畜产品分公
司南墙外建设的羊棚（南北长17米，东
西长10米，高3米）是违法建筑。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
十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
于2019年6月20日向你送达洮城管限
决字〔2019〕第0000009号《限期拆除
行政决定书》，决定由你履行下列义务：
限你于2019年6月27日前自行拆除上
述违法建筑。在规定时限内你未履行拆
除义务，本机关又于2019年10月8日
向你送达洮城管催告字 〔2019〕 第

0000067 号 《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
限你于2019年10月14日9时前自行拆
除违法建筑，规定时限内你仍未履行催
告书告知义务。特发公告，限你于2020
年11月19日前，自行拆除违法建筑。

当事人如对以上行政决定不服，可
以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洮南市人
民政府申请复议；当事人也可以自本公
告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洮南市人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
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本行政决定的，本机关将
依法强制执行。

洮南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2020年11月12日

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公告
洮城管公告字〔2020〕第001号

“白城市医院口腔科根植鹤乡、服务人民、逐梦医坛，以闯的精神、创的劲
头、干的作风、捍卫口腔健康，打造现代升级版数字化诊疗，科学施策，精细布
局，让诊疗范围向‘大而全、专而精’方向发展，融医疗、教学、科研、预防和保
健于一体；集口腔科多元化、集群式运作之大成，下好先手棋，打好全口腔爱牙护
齿保卫战。”

谈起如今驶入医改前沿的白城市医院口腔科，大家纷纷对他们契合时代机遇，
重装上阵，以技术创新致力口腔健康，勠力前行的非凡举措大为点赞。

荣获国家、省、市多个科技成果奖；选派高资历医生到高等医学院校开展《口
腔卫生与保健知识》学术讲座，代培临床口腔后备人才；用过硬的医疗技术和娴熟
的操作技巧，让患者重获口腔健康。

白城市医院口腔科既把学科“至善至美、追求卓越”的作风表现得淋漓尽致，
又依照口腔医学的特点，结合科室发展中长期目标，更好地顺应人民群众的就医体
验，使学科足音铿锵，向更高层面、更新领域、更广阔空间迈进。

积能量 谋愿景 凸显学科诊疗特色

“精于匠心，医技日进。”
白城市医院口腔科，起步于1955年，发展于1996年（当时称白城市医院口腔

医院、口腔疾病研究所），崛起于2009年，特别是如今跃巅峰而不骄，披荆斩棘、
奋发向上，展现着新时代口腔科卓越风采。

为了这一发展愿景，白城市医院决策者们未雨绸缪、高屋建瓴、运筹帷幄，
深谙积聚着“口腔健康、全身健康”的口腔科提升与发展的重要性和巨大作用。
他们积极本着提供更优质服务，更好就医环境的初心，适应新常态，找准新定
位，高效联动、深度融合，对其口腔科进行了装修扩建，以原有口腔科基本框架
为升级改造轮廓，突出诊室的专业特征和文化氛围，营造出轻松、舒适的治疗环
境，重新划分整合出以口腔科为主体，细化设置口腔内科、口腔颌面外科、口腔
正畸科、口腔修复科、口腔种植科五大系列30个项目的诊疗格局，进而把白城市
医院口腔科诊疗优势发挥到极致，让群众足不出科就能享受到现代升级版数字化
优质前沿的诊疗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创新升级后的白城市医院口腔科诊疗优势逐步显现，地位更加
突出。特别是在龋病的预防和治疗，牙髓病、根尖周病治疗，外伤清创缝合、腮腺
肿瘤切除，儿童早期牙病预防和阻断性矫治，精密附着体修复、全口义齿整型，美
学种植、即刻种植、多种软硬组织增量治疗等都有独到的见解。

扩内需 强实力 再添学科发展动能

“医从于仁，术出于心。”
多年来，白城市医院口腔科作为学科手术系列的重要服务窗口，科内全体医护

人员始终把“专注、悉心”当成是出招施策的致胜法宝，把“工匠、慎密”看作是
圆满完成每一例诊疗任务的利器，成人达己，行稳致远。

基于此，他们呕心沥血，继往开来，提素质、练精兵，增强学科发展后劲，引进国内
先进的综合治疗机、脉动真空全自动蒸汽灭菌器、根管长度测量仪、微创治牙手术器
械、3D导航种植器械、骨增量手术器械、无痛注射麻醉仪等，并积极发挥科室人才精
英梯队专业医疗力量，扩内需、强实力，与吉林大学口腔医院结成协作联谊关系，开发
新项目、铺展新蓝图、推出新举措、进行线上线下“互联网+”合作与手术交流。

该学科领军人物、科主任石东澜，可谓是口腔科诊疗专家和多面手。从事口腔
专业工作近30年，擅长口腔医学专业技术诊断和诊疗，尤其是在口腔烤瓷牙、全
口义齿制作、口腔正畸、儿童早期牙齿正畸诊断、有计划开展不同形式的口腔治疗
等方面有丰富经验，是白城市医院具有代表性、复合型的创新医疗人才。

倾全力 增内涵 高奏学科惠民之歌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
时下，人们对健康和美丽的追求越来越高，全民健康、口腔健康成为全民共

识。白城市医院口腔科正是出于此考虑，在积极谋划自身发展战略目标，夯实服务
各环节的同时，有的放矢实现口腔科诊疗技术全覆盖，能够适时抓住每年“9·20”
全国爱牙日等重要节点，积极开展口腔宣教、义诊等活动，以此帮助人们树立正确
的口腔健康防护观念，学科联动、多管齐下，让口腔健康在学科落地见效。

在诊疗工作上，他们用热心、细心、关心、耐心换取患者的舒心、放心、安
心、欢心，把微笑服务融进日常工作中，包括面对就诊人群的诊前咨询、诊断、施
治与签约、预约服务，积极开通的患者反馈接待热线等。该科严格按照专业诊疗规
定操作，实行一人一器械一消毒的治疗原则和错峰、无交叉诊断方法，规范化服
务、标准化操作、微创化诊疗。不辞辛苦，不怕麻烦。不论年长妇幼，不论牙病诊
疗难度有多大，他们秉承的信念只有一个：让学科优质前沿的优质医疗技术资源惠
及广大人民群众，争做鹤乡口腔学科里的医疗卫士。

开启新征程，描绘新未来。相信，白城市医院口腔科一定会以更高超的前沿技
术做人们口腔健康的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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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白城市医院口腔科

●刘育民 王亚军 王殊音

白城市医院口腔科主任石东澜为患者进行口腔检查。

采用高科技手段为患者诊治的情景。 进行无交叉诊治的情景。 清新、亮丽的就医环境。为疑难牙病患者诊治的情景。

智能化时代 “无G”老年人如何跨越“数字鸿沟”？
●新华社记者 孟含琪 熊琦 李平 邰思聪

不会使用健康码、不会使用自助挂号机、不知道怎
样扫码点餐……数字化快速融入生活，在给人们带来
便捷的同时也给传统生活方式带来冲击，尤其是不少
老年人正面临跨越“数字鸿沟”的难题。专家认为，既要
帮助老年人融入数字社会，也要为“无G”老人提供服
务和便利。

初冬时节，在吉林长春一家三甲医院门口，数十人
排着长队等候进入。保安提醒大家出示健康码，一位老
人出示在社区开具的健康证明后进入医院。“知道出示
健康码才能进，因为我不会用，只好去社区开了健康证
明。”她说。

类似情况在各地时有发生。武汉市第四医院武胜路
院区门诊办负责人鲁海蜃告诉记者，医院每天会遇到30
多位使用老年机或不用手机的老年患者，因无法出示健
康码只能由医院前台护士引导，去社区开具健康证明。

“有的老年人只有老年机，无法出示健康码，乘车
出行实在不方便”——武汉城市留言板上的这条留言，
道出了不少老年人的心声。

今年初，60岁的程女士从江西农村到杭州和儿子
一起生活，经历了一场“融入城市与智能手机应用”的
艰难之旅。她用的是只能接收2G信号的老款手机，由

于无法出示健康码不能去超市、公园等，一开始只能在
家“宅”了大半个月。儿子给买了智能手机后，她也不会
操作：软件不知道如何使用，有时划一下页面就不见
了，来电话一着急就按了挂断。去超市时，她总是很紧
张，还时常找不到健康码。

对一些老年人来说，使用自助挂号机也是挑战。86
岁的北京市民张军福告诉记者，虽然有志愿者指导，但
还是不习惯，“有时候好多人排队用自助挂号机。我眼
神不好，看不清，怕人家催，也怕操作错误。”

77岁的杭州老人曹靖声可以熟练使用微信语音、
手机拍照、出示健康码等功能，但网络购物时还是担
心，“网络购物涉及退款、验证等相对复杂的操作，不仅
麻烦，也担心误操作后受骗。”

2018年发布的《我国中老年人互联网生活研究报告》
中称，46.3%的中老年人从未用过手机支付，而在互联网
上当受骗过（或者疑似上当受骗过）的中老年人比例高达
67.3%。一些受访老人说，家人提醒不要随意点开链接，但
有时别人会发一些文章链接，也拿不准是否该点开。甚至
有老人表示“手机没有带来便捷，带来的是麻烦”。

“数字化应用发展快、变化多。受文化程度、接受能
力和生活习惯等影响，使用智能手机不熟练的老年人

成为庞大而无奈的‘边缘群体’。”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
事、浙江省社会学会会长杨建华认为，填平老年人面前
的“数字鸿沟”，需要政府、社会、企业甚至家庭成员共
同帮助。

在武汉老年大学，“智能手机操作”是近年来最受
欢迎的课程之一。从智能手机的基础操作到微信、支付
宝等软件使用，老师手把手教学，几乎场场爆满。杨建
华建议，相关企业在开发推出平台软件时，也应考虑到
老年群体的实际情况，尽量聚焦他们使用场景中的难
点、痛点，开发“简易”版本，让老年人尽快上手。

长春理工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卜长莉认为，
子女家属应多一些耐心，教会老人使用数码产品。这样
老人不仅学得快，还能体会到晚辈关怀。社区和志愿者
也应加入科技助老行动中。

此外，还有很多老人没有智能手机，自身也不便使
用智能手机，对他们仍需保留人工帮扶。北京市老龄
办、北京市老龄协会在智慧助老行动倡议书中提出，车
站、银行、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应提供必要的信息引
导和人工帮扶；建立“无码绿色通道”，采取替代措施；
保留现金支付及线下办理渠道，改善“面对面”服务。

（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

11月11日，安苑小学的学生在进行中药知识竞答活动。
当日，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安苑小学的学生来到以岭药业中药材标本馆，开展“学习

中药知识，感受传统文化”社会实践活动。学生们通过参观中药材标本、制作中药香囊和药
材知识竞答等活动，通过看、摸、闻、听、做的形式感受中药文化、了解中药知识，感悟中
药魅力。 新华社发（梁子栋摄）

云南探索实施电子劳动合同“全程网办”

新华社昆明11月11日电（记者林碧锋）云南省昆明市官渡
区电子劳动合同服务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并与云南省公共就业服
务平台实现数据共享，探索实施电子劳动合同“全程网办”，促
进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不见面”办理劳动合同业务。

据云南省人社厅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云南着力优
化劳动关系公共服务功能，选取官渡区率先在全省推行电子
劳动合同试点，积极探索“互联网+劳动关系”工作，打造高
效便捷的企业服务平台，推动劳动合同信息实现“无纸化”
传输。

目前，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可以通过官渡区电子劳动合同服务
平台，在线签订和管理《云南省劳动合同》《云南省劳务派遣劳
动合同》和《云南省农民工劳动合同》3项电子劳动合同，签约
数据依法共享，可实时查验。

云南省人社厅有关负责人说，与传统纸质劳动合同相比，
使用电子劳动合同可以有效降低企业运行及员工管理成本，
提高劳动合同档案管理效率，并降低劳动合同签订过程中的
安全风险。

（上接一版）
驻足洮儿河、二龙涛河畔，举目嫩江

之滨，稻乡镇赉，紧紧围绕建设吉林西部
生态经济区这一目标，扛起维护国家粮食
安全重大责任，与促进脱贫攻坚、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协同推进，在加快改善生态环
境，促进粮食产业融合发展和农民增产增
收上，做出了一系列文章——坚持“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推进农业机械化，扩大
保护性耕作，良种良法配套，继续抓好引
嫩入白、镇赉灌区等重大水利工程，把更
多精力投放在实施“河湖连通”工程上来，
兴水活水让镇赉大地呈现出河湖互济、草
茂粮丰、鱼兴牧旺、碧水蓝天、人水和谐的
美好景象，让农民的“粮袋子”变成了“钱
袋子”。

新华社呼和浩特11月11日电（记者李云平）记者从内蒙
古自治区政府获悉，内蒙古攻坚克难守护蓝天碧水净土，污染
防治攻坚战各项指标任务均达到国家时序进度要求。

据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包钢介绍，今年前10个月，全
区环境空气优良天数比例达 90.2%，同比提高 0.8 个百分
点，高于89.1%的年度目标要求。全区列入国家考核的52
个地表水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69.2%，达到不低于59.6%的
年度目标要求；劣Ⅴ类水体比例为1.9%，达到低于3.8%的
年度目标要求。

包钢说，为加快空气质量好转，今年内蒙古强化重点污
染源治理，已完成“散乱污”工业企业整治510家、工业窑
炉综合整治178家、火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19台，淘汰10
蒸吨/小时以下小锅炉413台，帮助2.53万户居民完成集中
供热改造。

“十三五”期间，内蒙古获得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支持
项目282个，现已建成156个。全区108座城镇污水处理厂
平均达标排放率达95.2%，平均负荷率达79.2%，再生水利
用率达37.3%。

目前，内蒙古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国家级监督监测点位总
体达标率达98.1%，农用地土壤安全利用率达99%以上，土壤
环境质量整体良好。

据了解，在做好中央环保督察整改的同时，内蒙古自治区
本级生态环保督察已覆盖所有盟市，有效解决了一批群众关心
关注的生态环境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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