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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岁，女性，突发意识障碍，不
能言语，右侧肢体偏瘫……”2020年6
月18日，州人民医院卒中中心急救微
信群里弹出一条紧急急诊预报信息。
第八批福建援疆干部人才、州人民医
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程琼带领卒中救
治团队在做好详细评估的同时争分夺
秒，极力挽救这名危重脑梗死患者的
生命。

短短 56 分钟，这名患者接受了
脑梗死机械取栓手术治疗。从抢救
到闯关再到康复，每天都在出现新的
奇迹——患者意识渐渐清醒，身体各
项机能逐步恢复，一周后痊愈出院。

这是州人民医院首例急性大脑中
动脉闭塞血管内取栓术。经过两年多
的努力，州人民医院将脑卒中患者从
就诊到用药的时间由原来的100多分
钟缩短至35分钟，达到国家高级卒中
中心的水平。

2020年以来，程琼带领团队启动
急诊绿色通道建设，建立昌吉州脑卒
中专科联盟，采取线上培训、远程会
诊、线下研讨等形式，进行疑难病例讨
论、培训、会诊，为我州留下了一支永
不带走的医疗人才队伍。

如今，州人民医院卒中救治团队
一步一步成长成熟。

脑卒中 MDT 团队通过静脉溶
栓、动脉介入取栓等，成功挽救患者生
命；神经外科能熟练完成颈动脉狭窄
和脑动脉瘤介入及手术治疗，让现代
医疗技术造福广大患者；神经科和康
复疼痛科积极开展脑卒中患者发病三
天内床边康复治疗，最大限度提高患
者的生活质量……

随着医护人员快速成长和高精技

术加速运用于临床，2020年12月，州
人民医院获得中国卒中中心专科联盟

“综合卒中中心”的认证和授牌，2022
年7月通过国家卫健委脑防委专家组
高级卒中中心的现场考评，步入科学
发展的快车道。

智力援疆、人才援疆是提升昌吉
州发展软实力的基础。从援疆干部人
才单方面的“输血”转变为培养一批本
地优秀人才队伍，实现自己“造血”，是
这些年福建援疆探索出的一条颇为有
效的道路。

2020 年 4 月，第八批福建援疆干
部入疆。3 年来，福建省坚持“请进
来”与“走出去”相结合，长期援疆与短
期援疆相结合，在深入推进项目援建、
产业合作的同时，不断拓宽援疆领域，
积极强化人才援疆、智力援疆，不断加
大交往交流交融力度，扩大智力人才
援疆规模，切实为昌吉州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和长治久安增强“造血”能
力。

“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福
建省来自教育、医疗卫生、农业科技、
宣传文化、项目经济、企业管理等多个
领域的137名专技人才将先进的发展
理念与先进技术融入昌吉州的经济社
会发展中，让全州干部群众开阔了视
野、增长了见识，激发了大家干事创业
的激情。

人才是第一资源。福建省结合自
身优势，灵活运用柔性引才机制，多渠
道链接智力资源，缓解昌吉州紧缺人
才引进难、留用难问题。3年间，福建
省选派农业技术人才 126 人、支教教
师331人、公安民警300人、司法干警
500人、法院和检察院干部38人进疆

工作，为昌吉干部人才队伍注入了新
力量。

对口援疆是促进福建与昌吉之间
加深交流交往、增进各民族团结融合
的纽带。3 年来，福建省结合自身优
势，不断探索创新互动交流的新形式、
丰富交往交融的新内涵——

援疆医生助力提升医疗技术水
平，累计接诊超过 12 万人次，实施各
类手术7000多台次；引入医疗新技术
175项，组建新科室17个；深入基层开
展义诊 180 多次，接诊群众 2 万多人
次，免费发放药品价值50万余元；

援疆教师用心用情授业育人，累
计开展校内听课评课约3000次，举办
各级公开课 561 场次，组建名师工作
室15个，师徒结对231对；

农技人才助力提升农业质量效
益，深入基层调研指导 2266 人次，解
决农牧渔业生产问题429个，引进“名
优特新”品种271个，推广先进适用技
术150项，撰写调研报告123篇……

培训“走出去”，经验“引进来”，实
事好事一件又一件。福建省创新实施

“五个一百”工程，3 年间，从昌吉州
医、教、农、文旅等行业以及未就业高
校毕业生中选派 4800 名左右专技人
才赴闽培训培养。组织受援地党政干
部、专技人员、村党组织书记等赴内地
培训369个班次约1.5万人次，支持疆
内培训 632 个班次约 10.5 万人次，开
展县、乡、村干部培训约 4.2 万人次。
仅2022年，集中组织受援地村党组织
书记、村委会主任和妇联主席 598 人
赴闽轮训。

赠人玫瑰，授人以渔。在这美丽
的庭州大地，福建省第八批援疆干部
人才带着一腔热血入疆，把理念、方
法、成果、经验留在昌吉，把奋力前行
的足迹留在昌吉，把永不磨灭的援疆
情缘留在昌吉，实现了“留下一支永不
走的人才队伍”的铮铮诺言。

本报讯 记者王薇、通讯员张超、邓月龙报
道：天气转暖，奇台县的夜间消费也跟着“热”了
起来，不论是商场、超市还是餐馆，越来越多的
夜间消费场景点亮了古城夜间经济灯火。

4月6日，夜幕降临，走进位于奇台县迎宾
路与旱码头中街交会处的天和购物中心，灯火
通明、人流熙攘。白昼的忙碌告一段落，人们涌
进商场，选购商品，有说有笑，洋溢着欢乐的氛
围。与此同时，商户们也开展了各种优惠促销
活动，激发居民的购物热情。

送走一拨顾客，天和购物中心3S商铺店主
孙丽英一边儿麻利地整理衣架上的服装，一边
儿说：“现在正值换季时节，春装热卖，夏装开
售。为促进消费，我们刚举办了夏装品鉴会，来
店消费的顾客越来越多，销量也很可观。”

交谈间，奇台县居民何女士笑着插话：“基本
上每个星期我都会来天和购物中心购物，这里的
商户服务好，还经常赠送小礼品。希望奇台县的
商户们不断创造新鲜独特的消费体验，满足大家
个性化、沉浸式消费的需求。”

天和购物中心商圈总占地面积30万平方
米，项目总投资20余亿元，是集购物、休闲、娱
乐、餐饮为一体的大型商业综合体，目前已入驻
商户500余家，含全国知名主流品牌100余个，
日均客流量达 3000 人次，日均营业额达 90 余
万元，带动就业3000余人。

天和购物中心是奇台夜间商圈沸腾的典型
代表。如今，奇台县已基本形成古城商业街、天
和购物中心、汇通商贸城商圈为主的夜间文旅消
费集聚区，培育以城南和犁铧尖为两翼，以江布
拉克景区沿线游为环线的全域经济发展格局。

想让夜经济更便利，还要让更多主体参与
进来，共同打造室内、室外夜间经济消费模式。
今年年初，奇台县持续推进“2023消费促进年”
活动，全年联动组织大型商业综合体、超市、餐
饮、电商企业不间断开展节庆促销、主题促销等
各类消费活动，鼓励商场、超市、旅游景点延长
营业时间，持续拉动夜间经济消费。

据统计，今年前3个月奇台县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1.06亿元，实现同比增长25.8%，为全
年消费加速恢复注入新动力。

夜晚漫步于古城商业街，一天的疲惫瞬间
消散。烧烤、辣子鸡、酸奶、凉面等各色美食在
灯光下呈现诱人的色泽，挑动着人们的味蕾。

“一般晚上顾客比较多，等夏天到了，还会
更火爆。”由氏家传土火锅店老板由德天在古城
商业街开店13年，是这条街上经营时间较长的
商户之一，他的店年营业额最高时达200万元。

在逐渐增大的夜间消费需求下，夜晚穿梭
在街头的外卖骑手越来越多，奇台县本地小店
的亮灯时间也越来越长。不仅是餐饮、休闲娱
乐消费，“线上下单，线下30分钟送达”即时零
售模式也催热了古城夜经济。

“开春以来，天气转暖，夜晚的订单越来越
多，我们的营业时间也延至凌晨1时左右。”在
奇台县开便利店的王先生称，今年以来，该店即
时零售业务整体呈现增长态势，每天晚上都会
送出几十单商品。

夜经济的发展不仅延长了消费时间，也进
一步拓展了消费空间，创造出更加丰富的消费
场景。火锅店、健身房、练歌房……近年来，奇
台县涌现了越来越多的夜间消费形式，迎合了
人们对健康生活、沉浸体验、潮流文化等消费的
新需求，由夜宵、夜购、夜娱、夜健等组成的多种
业态，让夜生活多姿多彩。

“夜间经济是提振经济、拉动内需的重要抓
手。”奇台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商务科科长高
军表示，该县依据“夜游、夜购、夜品、夜健、夜
娱、夜学”等消费元素，构建多元夜间消费场景，
充分释放夜间经济活力。同时通过引进各类餐
饮娱乐企业，延长大型商超营业时间，推出各项
夜间打折优惠措施等，满足广大群众品质化、多
元化、便利化消费需求，让城市的烟火气息更加
浓厚。

奇台县：

夜间经济逐渐火热

消费活力加速复苏

留下一支永不走的人才队伍
——福建省第八批对口援疆工作系列报道之四

本报记者 王薇

本报讯 记者王薇、通讯员王文
静报道：站在田埂边，技术员手里操作
着遥控器，无人机缓缓起飞。伴随着
旋翼的嗡鸣声，从无人机底部喷头里
喷出一粒粒芝麻粒大小的油菜种子，
被均匀地播撒进田间……

吉木萨尔县大有镇渭户村马王庙
片区党员科技示范户安世刚正在使用
无人机播种油菜，无人机助力油菜生
产，这在我州尚属首次。

开机、起飞、播撒，短短 10 分钟，
20亩山旱地油菜播种任务便已完成，
安世刚连连发出赞叹：“用无人机喷
洒农药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用无人
机播种油菜，这可真是头一回，与人
工播种相比，效率真是太高了！”

“无人机自动规划飞播路线，其飞
行高度、速度、作业面积、电量等数据
一目了然，技术员只需站在田边操控
并适时加入种子，便能轻松完成播
种。”安世刚指着无人机的操作界面

说，除了速度快、省人工，最重要的一
点是无人机飞播的均匀度是传统人工
无法比拟的。

无人机每小时可飞播 100 亩，特
别适合在山旱地进行播种，目前已作
为一项重要技术在全州进行示范推
广。

智能化管理、精准化作业、无人化
操作的农机新技术新机械的广泛应
用，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
力。

州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推广研究员
熊祖华介绍，墒情的应用把握是山旱
地庄稼有无产量、产量高低的核心技
术所在。无人机飞播技术具有播撒均
匀、作业范围大、不受地形限制、播撒
效率高等优点，为抢墒播种提供有力
支撑。

时下正是油菜播种的关键时期，
为推广油菜机械化播种技术，提高油
菜播种效率，州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

织技术人员深入基层现场指导油菜种
植户品种选择、种植密度、水肥管理、
病虫害防治等技术，确保农户及时完
成抢墒播种任务。

熊祖华表示：“今年，我州积极拓
展农业功能，优化产业布局，油菜的多
功能优势逐渐发挥作用，油菜种植面
积逐年增加。我们在昌吉市六工镇十
三户村和奇台县、吉木萨尔县伴山公
路沿线乡村打造 500 亩特色油菜基
地，推广应用2022年筛选出的6个优
良油菜品种，展示鉴评引进的 4 个油
菜新品种，农业生产机械化、病虫草害
绿色防控等良法良机共协奏，达到节
本最大化的效果。”

据悉，近年来，我州大力推广农业
机械化、现代化发展，推行油菜绿色高
产高效生产模式，统一供应良种，不断
创新农机服务机制，提高农机装备水
平，突出个性化服务推广新机具新技
术，夯实油菜丰收基础。

我州首次使用无人机播种油菜

渭户村种油菜尽显“科技范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