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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高云哲、通讯员吴慧芳
报道：近日，昌吉地区出现的轻度、中度污
染天气让人忧心。12月6日，记者来到位
于昌吉市的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近两天内昌吉地区AQI
（空气质量指数Air Quality Index的缩写）
由轻度污染转为中度污染，环境状况不是
很理想，但是今年下半年采暖期期间的
AQI峰值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未出现重
度污染天气。

今年，为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州党
委、人民政府统筹谋划，制定了一系列大气
污染防治专项方案，为确保我州按要求实
现碳达峰目标指明方向。

我州积极开展四大专项行动，严格落
实区域同防同治，积极开展差异化管理，发
挥调度指挥作用，建立长效机制，定期对全
州蓝天保卫战开展调度，督促落实工作任
务，抓好重点领域污染整治，强化监督执
法，督促各行业、各领域落实大气污染防治

要求。
开展扬尘治理专项行动。充分利用

卫星遥感等科技手段排查裸地、施工工
地、道路扬尘整治情况，有效处置各类扬
尘事件 391 起，昌吉市裸露面积减少
126.61公顷。全州建筑工地全面落实“6
个100％”，“乌昌石”区域4县市城市道路
机械化清扫率由60%上升至80%以上。

开展散煤治理专项行动。稳步推进
农村地区清洁取暖、燃煤锅炉综合整治
等12项措施。新增电采暖面积109.2万
平方米，推动实施 11631 户村民清洁取
暖改造工程。按计划全面完成135台65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淘汰任务，超额完成
自治区下达的目标任务。实施 91 台燃
气 锅 炉 低 氮 改 造 ，完 成 目 标 任 务 的
101%。“乌昌石”区域4县市将城市建成
区100%划入禁燃区。

开展机动车污染防治专项行动。全
面推广“四严管、五到位”机动车污染防

治工作机制，形成生态环境部门检测取证、
公安交管部门实施处罚、交通运输部门监
督维修的联合监管执法模式。推进机动车
排放检测与维修制度。全年抽测柴油货车
13825辆、非道路移动机械184辆。

开展工业企业深度治理专项行动。将
全州7家钢铁企业全部纳入计划实施超低
改造，对26个重点行业的172家企业全面
实行重污染天气绩效分级管控，440 家企
业实行污染减排清单化管理。加快企业绿
色发展，争取4123.1万元中央资金支持企
业深度治理和提标改造。

据悉，“十四五”期间，我州将继续深入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把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摆在突出位置，严格落实“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制度，形成协同配合、齐抓共管
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合力，让大美昌吉天
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人民更
幸福。

本报讯 通讯员张晓桐报道：
12月3日，昌吉市建国路街道嘉顺
社区结合社区主题党日活动，邀请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昌吉分
院医务人员，到该社区开展应急救
护培训和义诊活动。

活动中，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昌吉分院急诊科医生采取理
论知识讲授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方
式，向居民代表及社区干部详细讲
解了生活中常见的突发事故以及应
对措施，重点讲解了心肺复苏等应
急救护的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以
及在施救过程中的自我保护方法。

活动现场，该院医务人员还为
30余名居民义诊，并为他们讲解了
心脑血管保健等相关知识。

本报讯 通讯员于雪、金雅楠
报道：12月6日，昌吉市残联“残疾
人素质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培训
班为期10天。

据了解，此次培训主要涉及手
工艺品制作、新媒体运营及管理、线
上销售技巧等内容。

学员石建琳说：“在培训班，我
可以学习制作手工艺品，还能学习
如何直播带货，今后我可以通过直
播卖自己做的手工艺品，真是太好
了！”

昌吉市残联党组书记马红月
说：“我们还对有能力且愿意创业的
残疾人提供就业援助，对自主创业
的残疾人每人每年一次性补贴
3000元。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
进一步加大残疾人培训力度，鼓励
更多的残疾人多渠道实现就业。”

本报讯 通讯员关佳惠报道：
11月28日，昌吉市清源水务有限责
任公司组织党员干部到昌吉市榆树
沟镇前进村，开展人居环境专项整
治工作。

活动中，该公司党员干部对前
进村的巷道、沟渠林带、房前屋后等
区域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和乱堆
乱放杂物进行了集中清除，确保全
覆盖、无死角；深入村民家中大力宣
传开展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的重要意义，增强了村民参与环境
整治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进
而实现屋内院外同步清理。

据了解，自11月1日以来，昌吉
市清源水务有限责任公司派出党员
干部 300 余人次，协助前进村村委
会整治环境20平方公里。

“一家企业拖欠了我们好几个月的工
资，我们该怎么维权？”12月2日上午，在昌
吉市信访局一站式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
中心李艳丽法官调解室，20多名在昌吉市
务工的甘肃籍农民工，围在李艳丽身边反
映情况。

看着眼前这些农民工辛苦干了好几个
月的活，却因为拿不到工资，无法回家与家
人团聚，李艳丽当即约来拖欠工资的企业
负责人，依法依理进行调解。最终，拖欠工
资的企业与农民工当场达成协议。

“群众利益无小事。及时调处化解各类
矛盾纠纷，社会才能和谐安定。”李艳丽说。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昌吉市坚持群众需求导向，积极
探索推行“4+3+1”社会矛盾纠纷多元调处
化解机制，构建起市、乡镇（街道）、村（社
区）和网格“四级联调”组织体系；实行人民
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三调联动”机

制；上线智慧调解应用系统，群众“只进
一扇门”，便可解决各类矛盾纠纷。这一
机制，让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由过去的司
法、信访等部门各自唱“独角戏”，变为平
安建设全社会“大合唱”。

今年 9 月的一天，因昌吉市一家企
业拖欠员工工资，50名员工到市信访局
一站式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反映
问题。该中心立即启动联动调处工作机
制。接访科了解案情、安抚群众，律师提
供法律咨询，巡回法庭现场开展调查。
了解到该企业因经营亏损导致暂时拖欠
员工工资的情况后，调解人员分别对双
方进行调解。最终双方达成了解决拖欠
工资的调解协议，法官连夜制作法律文
书，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至此，原
本要上法庭解决问题的双方，通过更加
便捷、有效的调解方式，让矛盾纠纷得到
解决。

今年，昌吉市坚持“互联网+”思维，建
设上线“一网通”智慧调解应用系统。以昌
吉市信访局一站式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
中心为核心，纵向联通市、乡镇（街道）、村
（社区）、网络四级调解组织，横向连接各行
业部门和专业性调解组织。借助“一网通”
智慧调解应用系统，既能动态掌握全市矛
盾纠纷发生和调处情况，又能对复杂矛盾
纠纷进行多层次分析，及时组织力量进行
精准“攻坚”，实现了矛盾纠纷收集上报、分
析研判、办理反馈和远程视频调解等业务

“一网通”。
“开展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化解的

是矛盾，理顺的是民心。”昌吉市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庄国强说，今年1月至11月，昌
吉市共调解各类社会矛盾纠纷586件，调
解成功575件，成功化解多年积案11件，各
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
强，有力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昌吉市探索社会矛盾纠纷多元调处机制

群众解决纠纷“只进一扇门”
新疆日报记者 盖有军 通讯员 杨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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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吉州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四大专项行动
——聚焦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系列报道之四

12月12日，在木垒县
西吉尔镇新疆闽新服饰有
限公司内，两名女工正在
打包校服。新疆闽新服饰
有限公司是福建漳州产业
援疆项目，近年来，福建援
疆漳州分指挥部通过项目
和产业带动，为木垒县加
快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内
生动力。
本报记者 巨海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