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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茜、通讯员王晶磊报
道：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
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
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
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州金
融办积极引导全州各金融机构，将更多的
金融资源配置到实体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
和薄弱环节，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小微企业
快速发展。

11月1日，在新疆丝路六合电气科技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块块安全标示牌经
过智能化设计排版、打印、裁切、质检等程
序后，走下生产线。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企业发展壮大的背后，离不开国家的好政

策和金融机构的支持帮扶。”新疆丝路六合
电气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周勇韬介绍。

党的十九大以来，州金融办建立金融
机构行级领导帮扶中小微企业工作机
制。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行级领导每人帮
扶3-5家中小微企业，每季度深入企业开
展实地走访，充分了解企业诉求，介绍金
融政策和金融产品，帮助中小微企业持续
提升融资能力。目前，全州 22 家金融机
构 92 名行级领导共帮扶中小微企业 479
家，今年为其中392家中小微企业提供融
资53.24亿元。

州金融办联合中国人民银行昌吉州中
心支行、昌吉银保监分局，共同制定出台

《自治州金融支持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高

质量发展实施方案》，鼓励各金融机构进一
步加大对中小微企业信贷投入，提高中小
微企业对创新金融产品的运用能力，逐步
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今年以来，我州各金融机构积极利用
税务数据开发新型信贷产品，累计发放银
税互动贷款1017户，金额10.12亿元；核心
企业供应链融资服务水平大幅提升，通过
中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累计达成融资
380笔，成交金额144.26亿元，位居全疆前
列；持续推广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积极助力
高科技企业发展，共发放贷款3600万元。

今年8 月以来，我州金融机构共发放
小微企业贷款198户，金额6.27亿元；发放
个体工商户贷款728户，金额0.44亿元。

全面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白杨河乡扎实做好
农村清洁取暖工作

本报讯 记者何龙、通讯员张
芸菲报道：近年来，吉木萨尔县北庭
镇西上湖村认真学习借鉴新时代

“枫桥经验”，采取以网格为基本单
元、以信息系统为支撑的城郊村网
格化服务管理模式，多措并举打造
平安乡村。

今年5月，西上湖村村委会为村
民安装了“一呼百应”智慧安防系
统，村“两委”成员、网格长、网格员、
联户长在手机APP上可以实时进行
外围情况查询和实时语音播报，就
像有了“千里眼”“顺风耳”；普及到
家庭的视频防控网，打通了治安防
控“最后一公里”，做到了“探头站
岗”“鼠标巡逻”，使视频监控系统成
为防范打击犯罪、加强社会面管控
的有效手段。全村常住人口364人
已全部进入“一呼百应”系统，实时
语音播报系统每天设置5个时间点
为村民进行社会治理、扫黑除恶、防
电信诈骗、平安创建、村规民约等内
容的宣传，已累计播放1000余次。

西上湖村通过发挥党小组的
组织引领作用，推动社区网格化服
务管理，做到小事一格解决、大事
全网联动，形成了全村联动的综治
工作格局。打造“法治课堂”“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等平台，将法治和
文明理念深植人心；通过“村规民
约”“村民说事日”“百姓议事堂”

“矛盾纠纷调解室”强化村民自我
管理能力。围绕“平安北庭”奋斗
目标，全村形成了党员干部带头、
群众积极参与、一人带多人、多户
带整体的服务体系，村民的主体作
用、治理热情得到全面激发。

本报讯 记者荷苒·马汗、通讯
员玛海然报道：近日，木垒县水利管
理总站驻白杨河乡羊头泉村“访惠
聚”工作队协调资金，为羊头泉村4
户生活困难居民每户发放电采暖设
备安装费补助金 700 元，帮助他们
安装了电采暖设备。

据了解，白杨河乡按照“宜电则
电、宜气则气”的清洁能源供暖原则，
开展燃煤锅炉淘汰整治、清洁能源替
代工作，同时，向全乡农牧民群众广
泛宣传清洁取暖对于改善居住环境
的重要意义，普及清洁取暖知识。

白杨河乡为保障农牧民群众温
暖过冬，采取“主动衔接、配合联动、
定向帮扶”的方式，在了解掌握农牧
民群众安装意愿和实际困难的基础
上，实地考察电采暖设备安装工作
存在的短板，细化“煤改电”保暖供
电方案，推行“群众交 900 元，政府
补 900 元”的电采暖设备安装补助
措施，并对家庭困难的群众开展定
向帮扶，提供上门服务。通过“网格
化”服务，高效解决群众保电供暖问
题，扎实推进全乡电采暖设备安装
工作。

在为农牧民群众提供报装送电
“一站式”服务等优惠措施的激励
下，截至目前，白杨河乡已完成电采
暖设备安装281户。

西上湖村多措并举
打造平安乡村

我州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中小微企业

10月30日，呼图壁县石
梯子哈萨克族乡多斯特克村
阿肯宣讲团在牧民家中宣讲
党的二十大精神。

国家税务总局昌吉州税
务局驻呼图壁县石梯子哈萨
克族乡多斯特克村“访惠聚”
工作队和村“两委”组织村里
的老党员、民间艺人、阿肯歌
手共 6 人成立阿肯宣讲团，
用冒热气、接地气、聚人气的
宣讲方式，让党的二十大精
神“飞入寻常百姓家”。

王俊伟 摄

临危受命 逆行出征

我州援乌医疗队奔赴一线全力抗疫

本报讯 记者王薇报道：“转身、环抱、
下蹲，检查防护服有无漏气。”11月7日，在
反复查看两名同事是否严格做好个人防护
后，张进文才放心地和他们一起登上 120
急救车出发。

张进文是吉木萨尔县人民医院骨科医
生，也是昌吉州援乌医疗队的队员之一。
他已在乌鲁木齐市奋战了1月有余，每天
往返于乌鲁木齐市各高风险小区、医院和
定点酒店“三点一线”。

10月3日晚上，张进文因突发性耳聋
还在吉木萨尔县人民医院住院，突然接到
科室主任电话：“你的身体怎么样了，能否
参加援乌医疗队……”张进文响亮回答：

“没问题！”半个小时后，他收拾好行囊奔赴
乌鲁木齐市。

“第一次参加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救援
行动。，压力很大。”今年 30 岁的张进文
说。他从医6年，在本院历经多次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的救援，有一定急救经验。“医
务人员要随时准备向一线发起冲锋。”

10月4日，张进文同来自全州35家医
疗机构的200名医务人员组成核酸采样队
紧急驰援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在各高风险
小区为居民上门做核酸检测。他们不负嘱
托和使命，圆满完成援乌核酸采样任务，用
实际行动交上一份合格的战“疫”答卷。

“在半个月后，我接到新任务，在乌鲁
木齐市120急救中心统一调配下，24小时
备勤，投入到高风险区急危重症患者的转
运中。”张进文告诉记者。

10 月 13 日晚，我州迅速从州人民医
院、州中医医院、木垒县人民医院、吉木萨
尔县人民医院、玛纳斯县人民医院及中医
医院抽调36名医务骨干和6辆救护车，再
次驰援乌鲁木齐市。张进文继续留在援乌
医疗队，和队员们一起全力投入当地的抗
疫行动，为当地群众提供医疗保障，以实
际行动共筑抗疫防线。

据悉，昌吉州援乌医疗队由领队1人、
医生12人、护理12人、司机12人组成，都
是急诊科、内科、骨科、康复科等骨干医务
人员，具有丰富的抗疫经验。在接到出征
命令后，他们闻令而动、积极参战，自愿投
身到一线参加抗疫。

昌吉州援乌医疗队队员们被分配在乌
鲁木齐市120急救中心，他们与时间赛跑，
与病魔较量，最忙碌时，日均出车量8次以

上，常常顾不上吃饭。大家总是说：“再等
等，如果现在去吃饭万一后面再有任务，防
护服就浪费了。”

“刚来乌鲁木齐市时，人生地不熟，乌市
120急救中心给了我们很大支持。连日来，
我们能感觉到转运越来越顺畅。”张进文告
诉记者。在安全完成转运任务及个人消杀
后，他会拿出套着防护袋的手机，看看和妻
子的合照，“我爱人也是医生，我们会在休息
时相互鼓励，真希望能早点回去相见。”

在乌鲁木齐市期间，昌吉州援乌医疗队
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怀着对乌鲁木齐市
人民的赤诚和对生命的敬畏，承受着身体和
心理的极大压力，昼夜疾驰于大街小巷，勇
当抗疫排头兵，以实际行动为党徽增辉。

“很荣幸能够成为昌吉州援乌医疗队
一员。乌鲁木齐市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
杂，我是一名医护人员，也是一名共产党
员，深知此次任务光荣且艰巨，我将用担当
承载责任，用行动践行誓言，不负重托，与
队员们圆满完成医疗援助任务。”张进文
说，他真诚地希望乌鲁木齐市早日走出疫
情的阴霾，恢复正常生活状态。

截至11月6日10时，昌吉州援乌医疗
队累计出车 430 余次，完成 415 人次的转
运。目前，他们仍24小时不间断，飞奔在
紧急救援一线。

同心抗疫

共克时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