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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茜、通讯员丁
菲、李枫报道：3月8日，记者从昌吉
州生态环境局了解到，昌吉州持续
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提升治水效
率、效能和效益，水环境治理工作取
得明显成效。

昌吉市在全疆率先通过国家节
水型社会达标创建验收；昌吉市头
屯河成功入选自治区“美丽河湖”名
单；全州 9 条河流 17 个断面、13 个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及2座湖库水
质优良率保持100%……2022年，昌
吉州水环境质量保持优良，城市黑
臭水体保持零增长，未发生突发环
境污染事件。城镇生活污水处理
率、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均
保持在98%以上。

扎实推进“三水”统筹治理。紧
盯水环境，全州440个行政村中，100
个行政村的生活污水处理率达60%
以上，全州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
22.7%。紧盯水资源，组织修订塔西
河、呼图壁河、三屯河、开垦河生态
流量报告，持续加强河流生态水量
监管，年内下泄生态流量 4 亿立方
米，完成率146%。紧盯水生态，深入
推进河（湖）长制，四级河湖长共巡
河1.32万次，解决问题47个。

全力保障水环境安全，加强城
镇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监管，组织开
展入河排污口排查，全州未发现黑
臭水体。加强农村饮水安全保障，
投资 2100 万元完成农村供水建设
维护项目 5 个，争取政府地方债务
资金2.46亿元支持农村供水保障重
点项目9个，木垒、奇台等县市供水
管网老化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昌吉州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
强化计划用水管理和用途管控，加
大地下水资源监管，立案查处非法
凿井等案件212件，结案180件。全
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全州各类
节水载体创建数量达 435 家，玛纳
斯县、阜康市、吉木萨尔县、木垒县
顺利通过自治区县域节水型社会达
标创建验收，全州达标创建率达
71.4%，高于全疆平均水平。

从木垒县人民调解委员会陈晓霞调
解工作室试点运行区级“石榴花”妇女儿
童维权工作室到昌吉市妇联联合昌吉市
人民法院民一厅正式成立“石榴花”妇女
儿童维权工作室，昌吉州探索打造集矛盾
排查、投诉受理、纠纷调解、心理疏导、法
律援助和关爱帮扶为一体的常设综合维
权工作室，切实在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工作
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接下来，“石榴
花”妇女维权项目将逐步在全州各县市试
点推广，为妇女群众提供坚实有力的法律
依靠。

为了充实全州妇女权益保障力量，建
立健全维权工作体制机制，州妇联联合政
法委、法院、公安、司法、民政等多部门制
定昌吉州婚姻家庭矛盾化解联动工作机
制，有效推动昌吉州婚姻家庭矛盾多元化
解工作；依托各县市司法局人民调解委员
会在全州 602 个行政村和社区设立妇女
维权岗；发动网格员、社区工作者、“爱心
妈妈”志愿者、婚姻家庭调解员、“访惠聚”
驻村工作队等力量走访入户，全面准确摸

清婚姻家庭纠纷底数和苗头倾向问题，积
极做好法律法规和政策咨询、心理疏导、
矛盾调解等工作。

2022年6月10日，州妇联还联合州司
法局与新疆同创律师事务所、新疆金仕成
律师事务所、新疆联明律师事务所、新疆
新蓝天律师事务所 4 家律师事务所签订

“妇女维权咨询窗口”法律服务协议，由律
所协助处理妇女儿童来信、来访、来电诉
求事项，及时提供法律咨询、开展法治宣
传等工作，并为符合条件的妇女儿童提供
法律援助服务，引导妇女儿童有序反映诉
求、依法维护权益。截至目前，4家律所已
累计接听妇女群众来电 72 人次，提供法
律咨询78人次。

打造由心理健康专家、律师、巾帼志
愿者、各级优秀妇女代表等专业力量组成
的维权服务志愿团队，持续为妇女儿童提
供心理援助、维权和家庭教育等服务。截
至目前，全州维权服务志愿者人数达到
328 名，进一步提升了妇联维权专业化
水平。

全州各级妇联组织高度重视“12338”
妇女维权服务热线的作用，安排经验丰富
的律师为广大妇女解答就业、婚姻、家庭
等方面的法律咨询，实现工作日全时段热
线接听服务，打通服务妇女的“最后一公
里”。

“妇女权益保护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
努力，接下来我们将加大法律服务和司法
保护力度，依法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但要使男女从法律上的平等达到现实生
活中的平等，仍然任重道远。我们要不断
加强妇女儿童的法律意识，引导妇女群众
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州
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张玲说。

家庭因她们而温馨，社会因她们而多
姿，国家因她们而美好。妇女是家庭的重
要成员，是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
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
全社会需要共同携手搭建社会化维权网
络，壮大妇女权益保障力量，创新权益保
障载体，扎扎实实帮助妇女群众解决权益
保障难题。

3 月 15 日，昌吉市人民检察院
开展了“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主
题宣传活动。

此次活动在昌吉汇嘉时代东方
广场店、亚心广场等地同时进行，通
过手机扫描二维码推送宣传页、发
放普法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向群众
宣传讲解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
法规。

本报记者 何春泉 摄

昌吉州：

多措并举打造高品

质水环境

保障“她”权益 守护“她”力量
——昌吉州全力保障妇女权益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杨鹤

古有木兰从军行，今有英勇娘子军。
随着时代不断变迁，社会经济结构不断调
整，妇女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半边天”作
用日益彰显，她们勤劳勇敢、智慧善良、自
强不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出巾帼不

让须眉的别样风采。
2023年1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正式实施，内容
从9章61条增加至10章86条，进一步加
强妇女权益保障力度，推动经济社会和男

女两性全面协调发展。
近年来，昌吉州深入开展维护妇女权

益行动，用心用情守护“她”权益，让“她”
力量在阳光下尽情绽放，努力在全社会营
造尊重和保障妇女权益的良好氛围。

搭平台送服务，让“她”有作为

今年50岁的耿秀芹每天的生活忙碌
而充实，她经营着一家护理按摩店，店里
的生意很是红火。从打工到自己创业当
老板，最近两年，耿秀芹的生活发生了巨
大变化，说起这一变化，耿秀芹的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她告诉记者：“2015年，
我工作的洗车行突然歇业，失业后再就业
之路处处受阻，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参加
了公益职业教育培训班，掌握了一项家政
职业技能，让我重拾信心。”2017年，在负
责妇女工作的社区干部的帮助下，耿秀芹
第一次走进昌吉州旅游培训中心参加为
期 20 天的公益职业教育培训班，顺利拿
到了保健按摩技能培训合格证。2022年，
她再次来到昌吉州旅游培训中心，接受更
高层次的职业教育培训，如愿获得保健按
摩技能资格证书，成为一名专业的保健按

摩技师。
“我们将耿秀芹的事例作为职业技能

教学班的典型案例，激励更多再就业妇女
同胞自立自强。今后，培训中心将利用优
质教学资源，为更多再就业妇女同胞提供
家政技能培训服务。”昌吉州旅游培训中
心校长宋乐霞说。

如今，像耿秀芹一样通过家政技能
培训实现再就业创业的妇女还有很多，
她们在昌吉州各级妇联和相关行业部
门的帮助下，用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实现
人 生 价 值 ，开 启 了 属 于 她 们 的 美 好
未来。

近年来，昌吉州各级妇联充分发挥
妇联组织桥梁纽带作用，联合州公共就
业服务局，依托创业孵化实训中心、家政
服务业培训基地、妇女合作社以及民办

职业培训机构等开展“春风”送岗、职业
技能培训、项目建设等一系列常态化、系
统化、品牌化的创业就业服务活动，让全
州广大妇女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和关怀。

据悉，昌吉州争取区级石榴花·巾帼
创业就业基地11个，扶持资金55万元，培
育州级石榴花·巾帼创业就业基地30个，
提供扶持资金90余万元；全州71个“靓发
屋”项目落地经营，到位扶持资金106.5万
元，受益妇女每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每
年举办巾帼家政技能示范培训班，培训妇
女群众上千余人次……一项项务实举措
为全州广大妇女群众释放创造活力、实现
自身价值提供了广阔舞台；一个个亮眼成
绩充分展现昌吉女性“勤劳、智慧、勇敢、
创新”的新时代风采。

普法宣传不停步，守护“她”力量

今年3月初，州妇联、州人民检察院、
州公安局、州司法局多方联动在昌吉市北
京南路街道油运基地社区开展法律咨询
面对面宣传教育活动。检察官、执业律师
以真实案例讲解妇女在遇到人身伤害时
如何申请法律援助，解析新修订《中华人
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法律条文内
涵，为广大妇女群众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
务。

全州常态化开展“建设法治昌吉 巾
帼在行动”主题公益普法宣讲活动，是昌
吉州各级妇联不断丰富宣传形式和内容、

扩大普法覆盖面、提升妇女群众法治观念
的有效措施。

线上线下齐发力，推动普法宣传工
作走深走实。昌吉州各级妇联连年开
展“建设法治昌吉 巾帼在行动”、“三
八”维权月法治宣传活动，通过发放宣
传单、设置宣传栏、设立法律咨询台、
开展知识竞答等多种形式加大对《中华
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等各类法律法规的

宣传力度，并邀请执业律师为妇女进行
面对面解答。

在线上，州妇联利用微信公众号昌吉
女声“石榴花科普园”栏目，定期发布普法
宣传内容，通过动漫、图表、微视频等表现
形式，让生硬的法律条文变得言简意赅、
通俗易懂、生动有趣；联合州司法局、新疆
同创律师事务所、昌吉州融媒体中心推出

“与法同行”栏目，开展普法宣传；以“石榴
花”普法大讲堂为依托，举办法律法规知
识专题讲座；不定期组织送教育进商场、
进社区……

权益保护不失位，让“她”有依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