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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毕业工作3年，从初级工到高
级工，年薪达到 25 万元，这是重庆“95
后”小伙王川东在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
（以下简称“准东开发区”）书写的励志
故事。

“从重庆来到准东，我不后悔。”王
川东说。28岁的他是陕西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新疆吉木萨尔发电有限公司的
一名电气检修工，2020年从重庆电力高
等专科学校毕业后，便来到了这家位于
准东开发区的企业。

“我是3月来到准东的，那时天气还
很冷，还遇上了沙尘暴，当时感觉非常不
适应这里的环境。我们入驻厂区时，公
司还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4个人住在
一起，很拥挤，工作又苦又累。我当时
想，男孩子嘛，坚持坚持，先苦后甜，就咬
牙留了下来。”王川东告诉记者，“在准东
只要肯干，能吃苦，就有收获。”

进公司后，王川东刻苦钻研业务
技术，跟随前辈师傅深入生产现场，与
施工人员一起参与调试设备、拉电缆
等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后，他

顺利转正成为一名电气检修工。巡
查设备、记录问题、动手解决一个个
难题……每天的工作看似简单枯燥，
但容不得半点儿马虎。王川东日复一
日和各种电压电气设备打交道，不断
提高学习能力、动手能力和业务技能
水平。

2021 年 12 月，王川东首次独立带
队检修一台真空泵电机。检修前，他制
定了检修方案，提出了规范化、标准化
管理检修区域的管理要求，在检修过程
中，他将拆下的零部件摆放得整整齐
齐，做好防油、水、灰等污染的措施，及
时将检修中产生的废弃物按照垃圾分
类进行处理。电机里每个拆开的部件
都非常重，拆装过程中不能损坏任何零
部件。王川东顶着大风，用了不到4个
小时就完成了检修工作。电机试运行
时，一次性启动成功，这让他很有成
就感。

2022 年 6 月，公司举办技能比赛，
检修部100多名员工中有30多人参赛，
在低压配电科目比赛中，王川东获得了

第一名。
经过不断努力，王川东成长为电气

检修高级工，工资、奖金比刚入职时增
长近两倍，年薪达到了25万元。

“在公司，我们能实实在在学到东
西，公司也很重视我们，为我们提供专
业培训，一年可以休 3 次探亲假。1 号
机组顺利并网发电，公司还给我们发了
一笔丰厚的奖金。”回想起在公司工作
的点点滴滴，王川东感到十分自豪。

王川东说，公司兑现了承诺、提供
了平台，他一定能在这里干出一番事
业，实现个人价值。

“接下来，我还要晋升技术员。”王
川东对自己未来五年的职业发展进行
了规划。为了能在公司安心发展，王川
东将妻子田茂丽从老家接到了准东开
发区。“从重庆来到准东，到后来适应准
东，爱上准东，我不后悔。现在我妻子
也来到了这里，并成功应聘到我所在的
公司，很快就能上班了，我们要把家安
在这里，一起努力，把日子过得更好。”
王川东说。

本报讯 记者高云哲报道：为进一步强
化消防安全意识，普及消防知识，增强和提
高干部职工消防安全素质，4月11日，州文
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组织干部职工开
展了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邀请
了昌吉市消防救援大队的消防宣传员开
展培训。培训分为消防知识安全讲座和
灭火实操培训两部分。讲座上，消防宣
传员以近年来高发的电动车火灾为例，
详细讲解了电动车消防安全的重要性以
及如何正确给电动车充电，随后就楼道
消防安全、灭火的基本方法、灭火剂分
类、火场逃生等内容，通过实例、图片等
形式深入浅出地向大家讲解了日常消防
安全知识。

随后，消防宣传员就如何正确使用灭火
器进行了详细讲解，并重点强调使用灭火器
的注意事项。在消防宣传员的耐心指导下，
参加培训的人员依次进行了灭火实操演练，
进一步掌握了基本消防知识和技能。

“风险无处不在，隐患无处不在，必须
要树牢安全意识。参加此次培训后，我的
消防安全意识得到进一步提高，同时还掌
握了基本的灭火技能，大大增强了自救自
护能力。”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市场监督管理科科长赵亚军说，“今后我
会把学习到的消防安全知识运用到工作
生活中，消除身边的安全隐患，保障生产
生活安全。”

本报讯 通讯员徐莹报道：近期，州无
线电管理局在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走访服
务企业时，通过监测发现一个不明长发信
号，根据信号特征初步判断该信号为一数
传信号。

随后，州无线电管理局的技术人员利
用便携监测设备立即进行监测定位，经现
场开关机验证，确认该不明信号发射源系
第三方公司用于厂区内道路施工测量定位
而架设的RTK测绘电台。州无线电管理
局工作人员向当事人宣传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要求其立即停止使
用并下发了责令改正通知书。

经过宣传教育，该单位相关负责人充分
认识到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的危害性，并
立即关停了设备，表示会采取有效措施进行
整改，做到依法规范设置使用无线电台。

本报讯 通讯员刘玉洁、穆亚丽、玛丽
娜·波拉提报道：又是一年春种时，呼图壁
县二十里店镇呈现出一派繁忙的春耕春种
景象。

4月11日，在呼图壁县二十里店镇二
十里店村的西瓜地里，村民们整地、移栽、
浇水、盖膜，播下希望的种子。

西瓜产业一直是二十里店镇的特色产
业之一。今年以来，二十里店镇依托区位
优势和地域优势，因地制宜，与河南省的西
瓜种植大户深度合作，扩大种植面积，更新
西瓜品种，加强生产技术指导，不断做大做
强西瓜种植产业，使西瓜种植成为带动农
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

截至目前，全镇西瓜种植户共有 12
户，种植面积 1000 余亩，预计产量可达
7000余吨。

本报讯 记者王薇、通讯员徐梅报
道：清明过后，气温回升，浓浓春意洒满
乡间田野，奇台县吉布库镇涨坝村的68
座温室大棚内，棵棵种苗青翠欲滴，挺
拔茁壮，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4 月 6 日，记者走进涨坝村村民赵
多宝的育苗大棚，夹杂泥土清香的热气
扑面而来，机采番茄种苗长势喜人，工
人们正在忙着间苗、补苗。

一个月前，有着5年育苗经验的赵
多宝便开始每天“泡”在大棚里，抢抓农
时忙育苗。一眼望去，茁壮成长的幼苗
在阳光的照射下展现勃勃生机，一片翠
绿尽收眼底。

赵多宝的两个大棚占地1亩，经过
45 天的培育，育苗大棚里的 26 万余株
机采番茄种苗陆续具备移栽条件，已被
吉木萨尔县一家番茄酱厂订购，实现产
销无缝对接。

“我们每年育一次机采番茄苗，大
概有 1 万多元的收入。番茄酱厂不仅
免费提供种子还给予全程技术服务
指导。‘订单农业’让我们吃上了‘定
心丸’，真正实现销售无忧。”赵多宝
笑着说。

在育苗大棚内，随处可见工人们
忙碌的身影。赵多宝的育苗大棚带动
了本村和周边村的6名村民就近务工，
吉布库镇达板河村村民闸花就是其中
一员，她熟练地装土、点种、间苗，每天
可以拿到100元工资。

乡村振兴靠产业，产业发展靠特
色。涨坝村现有68座温室大棚，其中，
特色草莓采摘棚16座，年产值4万元；
订单式蔬菜育苗棚41座，年产值1.5万

元；无公害有机蘑菇棚 11 座，年产值 5
万元。68 座大棚由 18 户农户种植经
营，总产值达 200 万元以上，带动本村
劳动力就业60余人。

涨坝村村委会主任赵彬山介绍：
“根据涨坝村育苗大棚的整体布局，我
们积极对接周边涉农企业，因地因时发
展‘订单农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截
至目前，特色草莓棚和无公害有机蘑菇
棚的自动控温等基础设施已得到完善，

为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一座座充满了希望的温室大棚，

照亮了群众的致富路，构成了产业振
兴的新图景。“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
关键，是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
村繁荣的根本。”赵彬山充满信心地
说，今年，涨坝村将大力引进涉农企
业，打造农副产品展销馆和农业实践
基地，拓宽村民增收致富路，铺就乡村
振兴幸福路。

4月6日，奇台县吉布库镇涨坝村的温室大棚里，工人们正在间苗、补苗。
李海涛 摄

王川东：“只要肯干，就有收获”
本报记者 刘辉

“从重庆来到准东，到后来适应准东，爱上准东，我不后悔。”来自重庆的王川东这样说。在准东经济技

术开发区，像王川东这样的年轻人有很多，他们将这里当做自己的第二故乡，成家立业，实现梦想——

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

局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二十里店镇：

春耕正当时 西瓜种植忙

州无线电管理局查处一起

不明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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