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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荷苒·马汗报道：
3月20日是世界口腔健康日。3月
17日和20日，福建援疆前方指挥部
组织援疆干部人才在昌吉市阿什里
乡中心学校和滨湖镇中心学校开展
了口腔健康科普筛查及文体学习用
品捐赠活动。

活动中，两所学校的学生收到
了福建援疆前方指挥部和福建省口
腔医院联合捐赠的篮球、足球、文具
盒、书包等总价值10万余元的文体
用品，聆听了福建援疆医生、昌吉州
人民医院口腔科执行主任陈熙关于
口腔健康的讲座，随后，接受了口腔
健康筛查。陈熙表示，福建援疆前
方指挥部一直关注昌吉州少年儿童
的健康成长，此次活动为增进闽昌
友谊添砖加瓦，也为民族团结进步
事业助力添彩。

昌吉市阿什里乡中心学校三年
级（3）班学生热依那提·叶斯木别克
说：“我和同学们都非常感谢来自福
建援疆叔叔阿姨们的关心和关爱，
今天的活动也让我对口腔健康的重
要性有了更深的认识。以后我要好
好刷牙、爱护口腔，健康成长。”

本报讯 记者常昊报道：3 月
24 日是第 28 个世界防治结核病
日。为推进结核病防治知识全面普
及，呼吁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共同终
结结核病流行，当日上午，昌吉州

“百千万志愿者结核病防治知识传
播活动”启动仪式在昌吉职业技术
学院举行。

活动以“你我共同努力 终止
结核流行”为主题，通过开展志愿
者团体签名、志愿者环校园骑行
宣传结核病防治知识等一系列活
动，促进全州志愿者团体联动，激
发志愿者参与热情，呼吁大家加
入到结核病宣传志愿者行列中
来，扩大宣传效果。为了让更多
的人关注和了解结核病，来自昌
吉州疾控中心的 3 位专家还作了
专题讲座。

据悉，2012年3月，原卫生部启
动实施了“百千万志愿者结核病防
治知识传播活动”。10 年来，这项
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
积极响应。

昌吉州疾控中心结防科负责
人王丽霞表示，近年来，我州结核
病防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结核病
发病率和死亡率明显降低，成功治
疗率明显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得到不断提升。我州
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广泛宣传发
动招募各方志愿者，扩大志愿服务
的影响力、号召力和认知度，同时
呼吁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提高防
病意识，增强防病能力，终结结核
流行，为建设幸福、健康昌吉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一条条乡村公路纵横交错、四通八
达，将县城与村镇连接起来，不仅造就了
自然之美，也为百姓的幸福生活夯实了
基础。

近年来，新疆吉木萨尔县以县道为骨
架、乡道为肌肉、村道为血管，建好、管好、
养好、运营好农村公路，补齐农村基础设
施短板，打造了一条条高质量的兴农惠农

“致富路”，打开了乡村振兴的幸福之门。

织路为网 交通便捷

“以前去县医院，开车需要 3 个多小
时，现在路修好了，一个半小时就送到
了。”在谈及村里的乡村公路时，吉木萨尔
县老台乡二工河村村医张艳红说道。

近日，二工河村一位 80 多岁的老人
高热不退，且患有心脏病等基础病，家属
找到张艳红，张艳红当即决定送老人去县
医院。“当时我们都着急得不行，赶快把患
者往医院送，住了一段时间后，现在已经
康复了。”张艳红说，多亏了如今便捷的交
通，才能让老人得到及时的治疗。

二工河村位于老台乡南部，离县城有
60 多公里路程，是全县最偏僻的一个村
庄。以前村里唯一一条柏油路是2008年
修建的，路面宽度只有4米，且使用多年，
道路损毁严重。

“以前没有修桥，进出村里都要经过
村口那条河，平时还好，大人抱着孩子蹚
过去就行了，可要到了山上融雪水下来的
时候，洪水能把车直接掀翻。现在修了桥
就好了，也不用怕过河不安全了。”张艳
红说。

2017年，吉木萨尔县为加快南部山区
经济发展，投资2.42亿元修建101.26公里
的南部山区伴山公路，2019年道路基本建
成。公路起点从老台乡 S303 线岔口开
始，经过二工河村、三台镇潘家台子村、新
地乡、大有镇一直到泉子街镇的公圣村，
沿线经过6个乡镇、25个村，有两万多农
牧民受益。

二工河村村民宋思豫家种了二十多
年的土豆。忆及当年开车拉土豆下山的
情形，他仍觉得心惊肉跳。当年，他总是
双手握着方向盘，一刻也不敢松劲。因为
路面不平，剧烈的颠簸时常会让小四轮跑
偏方向。

“以前村庄偏僻，老板都不愿意来收
土豆，我们只能自己往山下拉。路不好，
土豆碰破了皮只得便宜卖。”说起过去的
经历，宋思豫仍觉得心疼，“现在好了，路
修好了，老板能直接开着大车进来收，在
家门口就能将土豆以好价格卖出去。”

据了解，吉木萨尔县全面提升农村公
路等级后，全县九个乡镇通二级公路，57
个行政村全部通柏油路；2022年，吉木萨
尔县投入资金1.15亿元，新改扩建农村公
路 92 公里，极大地提升了全县通达水平
和货物流通能力，有效保障全县乡村产业
的快速发展。

管养并重 畅安舒美

“就是这个‘智慧路长’App，打开‘我
的巡检’，定位好就可以开始巡路，巡完再
确定一下就好了，还能自动生成我的寻路
轨迹呢！”近日，泉子街镇干沟塘村的协管
员谢小云向记者介绍道。

“我负责的道路有10公里左右，一般
是一周去巡一次，如果是垃圾或者小块落
石，我自己就打扫掉。如果是路面破损或
者有规模性坍塌，我就拍照上传，乡里就
能直接看到问题，很快就过来处理好了。”
谢小云说。

在建好农村路的同时，吉木萨尔县交
通运输局还在管好、养护好农村公路方面
下足了功夫，制定出台了《吉木萨尔县农
村公路管理养护办法》《县域路域环境综
合整治实施方案》《吉木萨尔县交通运输
行业超限超载乱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等
道路养护治理措施。形成了县道县管、乡
道乡管、村道村管的分级管理、职责明确
的养护管理体系。

为彻底杜绝“重建轻养”现象，吉木萨尔
县还积极建立互联互通的管理网络，县乡村
道路分级养护，其中县道实行“县养护站+公
开招标”的方式，由专业养护单位施工，确保
养护工程质量过硬；乡道实行“乡路管站+自
备机械”模式；村道实行“村委会+工作组+
农户”三包模式，分级管理，使县乡村道路养
护职责清楚，收效明显。

在村一级道路养护过程中，采取农牧民
协同养护机制，全县设置公益性岗位“协管
员”187个，专职负责公路桥涵、护栏、标志牌、
爆闪灯、凸透镜等设施的日常养护工作，建
立了“一路一档”“一桥一档”管理养护台账。

“协管员”由脱贫户、低保户担任，平均每人
负责11.78公里公路，按月发放补助。这极
大地调动了各村护路人员工作的积极性，道
路养护质量也日益提升。

同时，因吉木萨尔县地处天山北麓，
冬季长达 4 个月，降雪较多，为保证能够
第一时间清除积雪，确保农牧民安全出
行，县财政近年来累计投入冬季清雪养护
资金598.9万元，购置大型清雪设备8台；
同时制定冬季清雪工作方案，每年与各乡
镇签订冬季清雪工作目标责任书，每个乡

镇自备小型清雪设备3台。近年来，积雪
天气对公路的影响明显降低，交通事故起
数持续下降。

以路为媒 路产融合

从泉子街镇政府所在地出发，沿着南
山伴山公路前往抵山村子，远处的雪山仿
若水墨丹青，道路旁的乡间彩绘墙面尤为
靓丽。

近年来，泉子街镇紧盯“大唐都护府、
丝路新北庭”的核心定位，依托南部山区

“一山四谷”（曹家山、百花谷、蝴蝶谷、星
露谷、野狼谷）景观带，将“旅游+”深度融
合作为富民强县的重要引擎，以高标准、
高层次、高品质建设推动“交通+旅游”综
合发展。

道路交通是吉木萨尔县全域旅游的
重要支撑和保障。2022年，吉木萨尔县投
入资金 4100 万元，再修建一条至阜康的
南山伴行道路5公里。通车后，不仅方便
了沿线乡镇农产品运输，更为沿线乡村旅
游带来了人气。

“路修好了，游客过来更加方便，我们
生意也更好。”泉子街镇蝴蝶谷负责人陈
慧云说道。据陈慧云介绍，依托蝴蝶谷、
百花谷、野狼谷等山区特色景观，很多周
边城市的游客慕名而来，6月到8月，蝴蝶
谷每日游客可达500余人次。

此外，依托“马铃薯之乡”“白皮大蒜
之乡”等特色农产品优势，吉木萨尔县结
合本地实际，整合现有资源，扶持一批特
色乡村旅游产业，积极探索实施农旅融合
新路径，不断丰富旅游要素，将白皮大蒜、
高淀粉马铃薯、高酸海棠果、草莓、红花等
特色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和品牌包装，开发
农产品伴手礼，打造成为特色鲜明的“北
庭之礼”，形成了能满足广大游客“有所
选、方便购、带得走”需求的旅游商品。

以路为媒，产旅融合。吉木萨尔县不断
提升道路网络的品质和功能，串联辖区旅游
景点、重点项目、美丽乡村等，已从单纯的自
然风光观景，发展为集乡村慢生活体验、果
蔬采摘等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综合体。

吉木萨尔县委常委雪河来提·巨艾提
说：“筑路永无止境，有路方能振兴。我们
将坚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加快农村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乡村交通
网络，推动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扎实
推进资源路、旅游路、产业路、文化路等美
丽公路建设，进一步提升农村公路引领乡
村经济振兴的能力。”

（原载3月12日《农民日报》实习生
张晓宇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道忠）

3月18日，一场精彩纷呈、竞争激
烈的赛马比赛在呼图壁县大唐西域国
际赛马场拉开帷幕，此次比赛吸引了来
自全疆各地的众多赛马爱好者参与。

比赛现场，骑手们跃马扬鞭，一匹
匹骏马犹如支支离弦之箭高速飞驰，
观赛游客的欢呼声、呐喊声为现场增
添了激烈热闹的氛围。在激动人心的
比赛间隙，还举行了刁羊、姑娘追等民
俗活动。

王俊伟 摄

我州启动“百千万

志愿者结核病防治

知识传播活动”

福建援疆前方指挥

部开展口腔健康科

普筛查及捐赠活动

吉木萨尔县：

铺就“四好农村路”乡村振兴加速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