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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孙学良报道：12月26
日至27日，昌吉州党委书记王国和在昌
吉市和呼图壁县调研煤矿安全生产工
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重要论述，进一
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最大限度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
发生，全力确保全州安全生产形势平稳。

王国和先后来到昌吉市国能新疆屯
宝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宝平能源有
限责任公司，深入矿区主井入口、安全生
产调度中心等处，详细了解企业安全生
产管理、生产矿井安全管理举措落实、安
全隐患排查整治等方面工作情况。他指
出，安全生产是企业的根本，各煤矿企业
要充分认识安全和生产辩证统一、相互
促进的关系，没有安全保障生产经营就
无从谈起，深刻汲取近期国内安全生产
事故教训，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严格
落实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聚焦安全风
险突出和易发生事故的关键环节和要害

岗位，做实做细各项防范措施，全面开展安
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安全生产培训，健全
完善安全生产奖惩长效机制，坚决遏制各
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在呼图壁县中煤能源新疆鸿新煤业有
限公司苇子沟煤矿、新疆明基能源有限公
司白杨河煤矿，王国和详细询问企业生产
经营、施工建设、能源保供、安全生产等工
作，全面了解了技术改造情况。他强调，冬
季用煤需求量大，各煤矿企业要正确处理
安全生产与煤炭扩能的关系，在确保安全
的前提下努力提高生产效能，严防为盲目
追求利益而不按安全规章制度违章生产；
强化提标改造，开展安全技术改进和设备
更新，持续推进“一优三减”措施，推进安全
生产信息化建设，提升隐患排查治理数字
化、智能化水平，向先进技术、先进装备要
安全、要生产力，推动高危行业安全管理能
力提质升级，确保企业在安全健康的环境
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王国和强调，要坚持监督管理与指导

服务相结合，狠抓执法监督检查，加大执
法监管力度，全面加强安全生产源头管
控和安全准入，从体系和源头上提升安
全管理水平，制定并落实安全风险管控
举措，从严从实治理企业各类事故隐患，
发挥专业机构和行业主管部门专业力
量，引导服务企业解决安全生产难题，切
实提升煤矿企业安全生产整体水平。

调研中，王国和强调，安全生产事关
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必须
常抓不懈。全州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
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各项工作部
署，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负责的态
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扛起保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
重大政治责任，以最严格的标准、最严密
的举措、最严肃的态度，全力抓好各项安
全防范措施落实落细，为推进自治州社
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
环境。

李长江一同调研。

本报讯 记者冯燕、程晾、通讯员赵
善宾报道：12月24日，在玛纳斯县包家
店镇新疆农业大学驻玛纳斯县科研基
地，刚刚拿下一项大奖归来的“虫博士”
张广杰，又马不停蹄投入项目研究。这
时，他却遇到一个新难题。

张广杰是新疆农业大学农学院
2019级博士研究生。12月14日，由他主
导的《环境昆虫变废为宝 助力乡村振
兴》项目，一举获得第九届新疆创新创业
大赛一等奖。更让他高兴的是，在获奖
项目基础上，他和科研团队提出的昆虫
生物动能分离棉田残膜项目，获得2022
年自治区重点研发任务立项。项目目标
是借助环境昆虫白星花金龟反噬棉杂，
实现残膜混合物分离。项目申请到
1000 万元研发经费，计划繁育150 吨虫
体，推广应用30万亩棉田。正要让小虫
子施展“大本事”时，张广杰发现万事俱
备欠了东风。原来，该项目成功的关键
是昆虫能够稳定足量繁育，而现在面临
的问题是“虫源”变少了。

据“虫博士”介绍，项目的“主角”白星
花金龟是鞘翅目金龟甲科昆虫，成虫对农
作物有一定危害性，喜欢在畜禽粪便和作
物秸秆等废弃物中“安家产子”，幼虫“一
生”都在废弃物中“取食”，在自然界发挥
着重要的环境净化作用。以前自然界当
中白星花金龟的种源较多，根据它的取食
和行为特性，项目团队在研究中“圈养”成
虫，产卵孵化幼虫，让幼虫吃进“垃圾”，实
现农业生态循环利用。现在乡村环境整
治搞得好，饲草乱堆、粪污乱排现象少了，
垃圾堆、污水沟不见了，白星花金龟快“无
家可归”了。张广杰举例说：“以前基地周
围一个‘诱剂点’一晚上可以诱捕上百头
白星花金龟，这两年只能诱捕到几十头。
今年基地‘圈繁’了 10 万头白星花金龟，
明年项目前期需要种虫按吨算，想达到10
吨的量，难度不小。”

面对难题，张广杰还是挺乐观的：“虽
然‘虫源’受到影响，但是自然界的病虫害
减少了，对农民和农业生产来说是好事。”
现在，他正和导师联系，准备用科研渠道培

育、引进扩繁白星花金龟。
在玛纳斯县乡村振兴局，乡村振兴

保障中心主任张琨听说“虫博士”遇到
的新难题后笑了，他说：“这样的难题我
们是乐见的，说明乡村环境变好变美
了，让农牧民生活得更幸福就是我们乡
村振兴工作的目标。”据了解，2022年玛
纳斯县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
范经验作为典型案例在全疆推广。该
县倡导村民自己的家园自己建，全县常
态化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实行
垃圾分类积分兑换、人居环境以奖代
补、村庄清洁问题日推送等长效管护机
制，村容村貌持续改善，实现从“村庄
美”到“全域美”。

随后，记者联系了州林业和草原局，
该局生态修复科科长赵刚告诉记者：“从
工作角度说，病虫害治理以防治为主，但
从外部条件看，整个乡村环境变好对减
少部分病虫害确实起着积极作用，环境
美化绿化净化后，害虫缺少了寄主，就会
像无源之水。”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党中央从战
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

这几年，我州持续深入推进农村人
居环境优化提升工作，农村“脏、乱、差”
现象得到有效治理。“虫博士”遇到的新
难题，从辩证的观点来看是好事，正好从
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这个变化。

乡村振兴，内涵丰富，不仅要“里子

挺刮”，看农业强不强、农民富不富，还要
“面子有光”，看农村美不美、环境好不好。
后者直接关系到农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
感。以前的农村，房前屋后乱、旱厕随处
见，污水遍地流、垃圾满天飞，卫生从何谈
起？还影响农牧民的健康。现在的农村，
道路硬化、庭院美化，卫生厕所进户、排污
管道接通、垃圾专人清运，“一处美”迈向

“处处美”，农民群众的环境卫生观念发生

可喜变化，大家对农村优美人居环境的
期待，从“摆脱脏乱差”逐步提升为“追求
村居美”。正是有了这些改变，“虫博士”
才会遇到新难题。他的难题能通过科研
解决，广大农村“生产美、生活美、生态
美”的大变化，还是要通过持续推进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坚持整治常态化、长
效化来实现。

（冯燕）

王国和在昌吉市和呼图壁县调研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

深刻汲取经验教训坚守安全红线底线
突出做好监管服务确保生产形势平稳

全面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虫博士”遇到新难题

新难题是好事

金之镇在昌吉市调研

煤矿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讯 记者刘茜、通讯员尚立生、
米鹏报道：近日，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纤维
检验所发布棉花公证检验数据：2022年
度我州棉花公证检验量突破 14 万吨大
关，共计检验皮棉3400批次、65万余包。

我州 2022 年度棉花仪器化公证检
验自10月15日开检以来，纤维检验所强
化内部管理，优化检验流程，提升检验质
量，坚决杜绝检验样品积压和延时检验
现象，及时有效地为全州60家棉花加工
企业出具科学、公平、公证的检验数据，
为企业在贸易商谈、交易过程中赢得
先机。

我州棉花公证检验量

突破14万吨

记者感言

本报讯 记者荷苒·马汗报道：12
月28日，昌吉州党委副书记、州长金之
镇深入昌吉市煤炭企业生产一线，就安
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智慧化矿山建设
等情况开展调研。

在昌吉市菏泽腾达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和兖矿新疆矿业有限公司硫磺沟煤
矿，金之镇来到矿区调度指挥中心、井口
等处，详细了解灾害治理、安全防护、隐
患排查整治等情况，听取了矿区智慧化
矿山建设情况介绍。

金之镇指出，安全生产是事关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责任重于泰
山。要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把安全
生产工作作为工作任务中的重中之重，
始终树牢安全意识，绷紧安全生产这根
弦；以更高标准、更高站位、更高水平落
实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规范落实
生产一线的安全生产制度，坚决克服麻
痹思想、侥幸心理；扎实推进安全生产信
息化建设，以智慧化矿山建设为抓手，不
断完善功能，发挥“互联网+安全生产”
作用，筑起安全生产管理“智慧长城”。

金之镇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
党委工作要求，落实好昌吉州安全生产
工作会议精神，落实落细安全生产各项
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
生；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抓
好发展和安全，主动担当作为，坚守安全
底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
念，在风险管控、隐患整治、能力提升上
再加力，以煤炭生产的高质量安全服务
好昌吉州经济高质量发展。

李长江一同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