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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虎辞旧，玉兔迎新。农历兔年春
节，庭州大地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喜
庆氛围。家家户户的团聚，发自心底的
喜悦，各行各业的坚守，交织成一幅充满
浓浓年味的温馨图景。我州各地干部群
众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共同庆祝新
春佳节的到来，大家齐聚一堂，说变化、
谈感受、话未来，以崭新姿态迈入新的一
年。

春节赏花灯，喜乐庆团圆。春节期
间，位于昌吉市滨湖河中央公园的冰雪
大世界主题乐园里，一组组贺新春主题
花灯与烘托节日氛围的红灯笼、彩灯交
相辉映，可爱的玉兔笑脸、逼真的小蜜
蜂、绚丽的花朵等各式花灯赏心悦目，吸
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打卡观赏。

“春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佳
节，在节日里与家人、朋友看一场新春
花灯展很有仪式感，也给这个传统节日
增添了一份中国味道。”昌吉市民刘怀
强说。

绚烂的花灯寓意吉祥顺遂，总能勾
起人们对新年的美好期盼。众多市民徜
徉在灯海中观灯赏景，享受节日的喜庆
与温馨。

“春节期间，园内 10 余组花灯每晚
都会亮起，通过花灯的形、色、光、动等视
觉效果，为夜晚的滨湖河中央公园增添
更多活力，营造出喜庆祥和的新春氛
围。”昌吉市滨湖河中央公园冰雪大世界
主题乐园项目经理孙兆阳介绍。

1月20日，在呼图壁县石梯子乡，一
场“迎新春暨民族团结一家亲”联谊活
动，让当地群众在欢乐祥和中感受到浓
厚的节日气氛，该乡机关干部、“访惠聚”
工作队员和村民代表欢聚一堂，以歌舞
表演的形式，共同庆祝新年的到来。

歌曲合唱、武术表演、诗歌朗诵等精
彩节目轮番上演，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掌
声、笑声、欢呼声连成一片。

“以文艺演出的方式欢度春节，不仅
营造了喜迎新春的节日氛围，丰富了群
众文化生活，也是深入推进文化润疆工
作，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体现。我们会
通过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把
文化润疆工作做得更扎实、更深入。”石

梯子乡党委委员原沁飞说。
讲年俗、剪窗花、写对联、做灯笼……

在吉木萨尔县三台镇羊圈台子村，该镇党
委邀请基层文化带头人、学生、“访惠聚”
工作队员、村干部欢聚一堂，开展迎新春
系列活动，热热闹闹过大年。

今年 70 岁的基层文化带头人罗连
成结合有趣的民俗小故事向孩子们介绍
春节的传统习俗，介绍“年”的传说和做
灯笼、剪窗花的由来，让孩子们了解春节
习俗，感受浓浓的年味和传统文化的魅
力。

“我们以春节等传统节日为契机，开
展多元化的传统文化活动，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展示艺术魅力，传递社会正
能量，不断增强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三台镇副镇长郭文静说。

愉快的春节假期，少不了冰雪活动
带来的乐趣。在天山天池景区，前来旅
游“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该景区推出

“春节七天乐”活动，即每天推出一档主
题游玩活动，内容包含堆雪人、打卡马
牙山、歌舞表演、寻宝、扭秧歌、威风锣
鼓民俗表演等，通过不同的活动增强景
区的娱乐性，提升游客的参与度，游客
在景区不仅能赏景，还能参与到特色活
动中。

“我们在赏景的同时，还能参与景区
组织的活动，特别开心。”乌鲁木齐市游
客李娟说。

逛商场是春节期间必不可少的消费
项目之一。在汇嘉时代昌吉购物中心超
市，火红的灯笼、福字营造出了热闹喜庆
的过年气氛，货架上各类商品琳琅满目，
购物区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市民逛商场热情不减，外出下馆子
也成为时尚。春节期间，各大餐馆的生
意持续火爆，部分餐饮店前排起长队，迎
来了新一波消费热潮。

在汇嘉时代昌吉购物中心餐饮广
场，餐桌前坐满了顾客，客流量比往年增
长了不少。商户席瑜徽说：“春节期间店
里客流量很大，生意火爆，营业额是平日
的2至3倍。”

（通讯员闫曦、吾拉恩·巴合提努尔
张玉洁、叶飞参与采写）

近日，全球最大的水光互补电站
——雅砻江柯拉光伏电站500千伏汇集
站唯一的一台变压器正在做出厂前的调
试。为了能够保障这台变压器顺利出
厂，特变电工沈变公司的一线技术人员
坚守岗位抢工期，放弃了春节与家人团
聚的机会。

柯拉光伏电站是雅砻江流域清洁
能源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
成为全球最大的水光互补电站，首次
将全球“水光互补”规模提升到百万千
瓦级。

公司结构主管设计师张宏丽介绍
说：“由于项目高海拔的特殊性，我们通
过周密计算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修
正产品的外绝缘各项数据，将套管由原
先 500kV 提升至 750kV，以此来提升空
气端部分的绝缘水平，确保变压器设备
安全稳定运行。”

提升看似简单，但在技术尝试上却
没有任何前车之鉴。线圈内部通常为调
压螺旋式结构，常见的有 4 螺旋和 6 螺

旋，雅砻江解体变产品采取更加复杂的
12 螺旋结构，需要 48 根导线进行两次
90°折弯，难度是平常的3倍。

为了保障产品顺利出厂，线圈工艺
设计师王丽华和她的徒弟——“95 后”
工艺员王胜男一起在车间过年了。正常
导线折弯后，公差控制在2毫米内就算
合格，王胜男硬是研制出新的折弯工具，
实现了导线折弯“零公差”。

不仅要保障重大工程设备顺利安全
出厂，特变电工沈变公司还承担着不少
国家重点工程新产品的研制任务。特变
电工沈变公司副总工程师王相中介绍：

“今年开年，我们就签订了胜利、锡盟等
国家重要特高压变电站特高压产品的订
单，承接了多项国家重点工程新产品研
制任务，还有出口到巴基斯坦、墨西哥、
孟加拉等 10 多个国家的产品。车间排
产饱满，春节期间我们也是做好了倒班
安排，大家铆足干劲，确保这些产品高质
量如期交付。”

（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新疆频道）

本报讯 通讯员魏雪峰、杨茗茹报
道：为有效应对春节期间昌吉州范围
内出现的重污染天气，保障人民群众
身体健康，昌吉州各部门联动，形成了

“众人同心、其利断金”协同作战新局
面，全力以赴推进春节期间空气质量
保障工作。

积极行动主动作为，召开工作推
进会议。1 月 21 日下午，昌吉州召开
落实自治区“乌昌石”区域 2023 年春节
期间空气质量保障工作推进会议，通
报了昌吉州环境空气质量及大气污染
防治重点工作帮扶指导发现问题，传
达了自治区“乌昌石”区域 2023 年春节
期间空气质量保障工作推进会议精
神，“乌昌石”区域 4 县市就做好春节
期间空气质量保障工作依次作了表态
发言。州人民政府对全州春节期间空
气质量保障工作作了全面安排部署，
要求各相关州直单位每天进行工作调
度，督促各县市行业主管部门落实好
春节期间空气质量保障工作措施。

开展联合执法检查，强化工业源管
控。制定印发昌吉州生态环境系统《关
于春节期间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执法检查
监测工作方案》，成立“4+4+4+2”联合检
查工作组，由州环境执法、环境监测及污
染监控骨干，与县市、园区一同对企业污
染排放等环节进行监督检查，有效应对
春节期间重污染过程，确保春节期间平
稳运行。截至目前，工作组共检查企业
10家，发现问题7个（其中立查立改类问
题3个，限期整改类问题4个）；对昌吉高
新区昌吉高新明德热力有限公司 35 吨
燃煤锅炉废气、新疆恒有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12吨燃气锅炉废气、新疆格莱
美特活性炭有限公司 15 吨燃气锅炉废
气进行执法监测，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
未超标。工信部门对 11 家企业生产状
况开展现场检查，经查各企业均严格落
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措施和重点行业
采暖季错峰生产要求。

保持高压严管态势，严控移动源污
染。州交通运输部门督促县市交通局
加强对重点运输企业的督导检查，严格

落实路检路查、车辆错峰运输、国四及
以下车辆禁行等工作。昌吉市、呼图壁
县、玛纳斯县、阜康市交通运输部门组
织辖区内货物运输企业召开会议，要求
企业在重点管控时段禁止使用国四及
以下重型载货车进行物料运输。玛纳
斯县、呼图壁县、阜康市交通运输部门
派出执法人员对货运车辆遮盖篷布情
况进行专项检查，严禁渣土运输车辆带
泥上路，巡查道路 212 公里。州公安局
交警支队加大对大型货车分流管控力
度，各县市公安交管部门不断强化区域
限行管理工作，在城区进城口布置警
力，严防大型货车进入市区，制定大型
货车分流管控方案，全州设置 15 个分
流点位，分流大型货车 1500 余辆，依法
查处并责令其驶出禁行区域。组织开
展夜间治理行动，坚决杜绝重型柴油大
型货车进入主城区。昌吉市公安交管
部门还安排警力在屯河大桥下、东外环
健康路路口等 7 个点位设置分流引导
岗，安排警力全天不间断分流大型货
车，确保大型货车严格按照重污染天气
期间分流管控线路通行，最大限度减少
污染排放。

强化巡查管控力度，严管面源污染。
州环委会办公室制定印发《关于2023年
春节元宵节期间倡议不燃放烟花爆竹的
通知》，各县市、园区结合实际，印发了倡
议书、明确了禁燃禁放区，昌吉市在距离
建成区外5公里处设置一处合法销售点
位，并通过微信公众号广泛宣传倡议。
各县市、园区住建、城管等部门出动执法
人员对露天烧烤、焚烧垃圾等行为开展
巡查。

积极响应减排措施，减少污染排
放。全州“乌昌石”区域 4 县市 2 园区
纳入减排清单企业 518 家，包含 224 家
绩效分级重点行业企业。自 1 月 18 日
14 时启动重污染天气红色预警以来，
全州季节性停产和长期停产企业 190
家，自主减排、禁行国四及以下重型载
货车辆企业 141 家，39 家企业落实限
产措施，148 家企业落实红色预警停产
措施。

1月22日，正月初一，呼图壁县雀尔沟镇冰雪娱乐场所迎来不少游客，游客们在
雪地里拍照、滑雪圈，体验冰雪乐趣，感受冰雪魅力。 陶维明 摄

昌吉州各部门联动全力以赴应对春节期间空气

质量保障工作

特变电工：力保全球最大水光互补电站变压器

顺利出厂

欢歌笑语贺新春
——我州各地干部群众共庆幸福中国年

本报记者 左晓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