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王英报道：5月8日上
午，昌吉州红十字会联合昌吉州、市人民
医院、昌吉州疾控中心等多家单位以及
蓝天救援队、抗癌乐园等社会志愿服务
团体，在昌吉市人民公园开展以“生命教
育、‘救’在身边”为主题的纪念“世界红
十字日”宣传活动。

活动在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歌声
中拉开帷幕。

州、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进行了“我是红十字人”主题宣誓；州政
协领导宣读了“5·8人道公益日”众筹活
动倡议书；现场为昌吉州星级志愿者、无
偿献血优秀志愿者、成功捐献干细胞志
愿者及相关单位颁奖。

“捐献能帮助他人重获新生，我觉得

很有意义，它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骄傲，
希望大家都能加入中华骨髓库造血干细
胞的捐献行列中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
人。”昌吉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靳鲲现
场呼吁。今年3月，靳鲲成功捐献162个
单位的造血干细胞混悬液。

在“自动体外心脏除颤仪（AED）”设
备捐赠仪式上，州档案局、州政务服务中
心、州职业技术学院以及昌吉市红十字
会等4家单位接受了捐赠。

今年福建援疆指挥部为昌吉州捐赠
了20台自动体外心脏除颤仪（AED），自
治区红十字会为我州配置了10台自动体
外心脏除颤仪（AED），后期将陆续投放
到人员密集场所。

据州红十字会培训中心主任刘斌介

绍：“自动体外心脏除颤仪俗称‘救命神
器’，人人可学可用，操作简单。设置在
人员密集场所，对心脏骤停的呼吸伤患
者配合心肺复苏术进行施救，抢救成功
率会大大提高。”

在应急救护培训中，红十字会应急
救护培训师、蓝天救援队志愿者和州人
民医院医护人员采用理论讲解、现场模
拟操作等方式，直观地讲解了心肺复苏、
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实用急救技能。

当天还举行了“博爱一日捐”活动，
全州79个单位共捐款18.9万元，州、市红
十字会为被救助人发放公益救助金共计
17.3万元。

活动现场，州、市人民医院的医护人
员还开展了义诊咨询服务。

本报讯 通讯员万里洪报道：5月8
日，奇台县半截沟镇腰站子村“海棠花
开乡村美 文旅融合促振兴”第五届海
棠花节暨“非遗集市”展示展演活动开
幕，各地游客来此参观、游玩，感受农
村新面貌。

开幕式上，演员们为游客们表演了
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在百亩海棠园
里，红白相间的海棠花在绿叶的映衬下
显得格外娇美，淡淡的花香弥漫在田野
中，不少游客身穿汉服，穿行在花丛间，
仿佛置身于水墨画中。重庆游客段胜菊
说：“今天我从重庆专门跑过来看海棠
花，感觉特别好，空气清新，海棠花也特
别美，走到这里，心情特别愉悦，真是不
虚此行。”

除了赏海棠花、打卡稻草人基地、
小麦博物馆研学游、看文艺演出、品特

色美食、看非遗展演、儿童游乐等活动
也是精彩纷呈。这几年，腰站子村不断
整合资源，逐步形成了“赏海棠花，游腰
站子新村”的特色生态旅游线路，展示
腰站子村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成
果的同时，也让广大游客欣赏乡村自然
风光、领略乡村民俗风情、感受乡土文
化。山西游客芦毅说：“今天来到腰站
子村，让我们感触良多，在这里赏海棠
花、品美食，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旅游
体验，我觉得新疆发展特别好，新农村
真的非常棒。”

在游客集散中心，大家在这里品尝
当地的黄面凉皮、烤肉、油糕、拌面等各
种特色小吃。小吃摊主马丽莉说：“游客
特别多，生意也特别好，比平时要好得
多，特别开心。”

奇台县半截沟镇腰站子村党总支副

书记刘长会表示，举办海棠花节，不仅为
各地游客带来良好的旅游体验，也提高
了腰站子村的知名度，促进农文旅融合，
推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腰站子村累计投入资金 3
亿元，实施了村庄绿化美化、道路硬化
亮化、房屋改造升级、防护林标准化工
程等，建成小麦博物馆、乡村振兴实训
基地、麦田公园、七彩花海和游客接待
中心，打造了一批特色民宿，该村还成
功创建为 3A 级景区和州级“研学游”示
范点，年接待游客 6 万人次。腰站子村
通过文旅融合、农旅融合发展，促进了
乡村全面振兴，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村、
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森林样板
村、全国美丽乡村宜居村庄、全国“一村
一品”示范村镇、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等称号。

州红十字会开展“世界红十字日”纪念活动

感谢您，捐献、捐赠、一日捐！

腰站子村海棠花节 农家特色游邀您打卡

5月8日上午，昌吉州红十字会联合昌吉州、市人民医院、昌吉州疾控中心等多家单位以及蓝天救援队、抗癌乐园等社会
志愿服务团体，在昌吉市人民公园开展以“生命教育、‘救’在身边”为主题的纪念“世界红十字日”宣传活动。图为志愿者现场
演练心肺复苏法。

本报记者 王英 摄

（上接06版）
注：
1.本公报中数据为初步统计

数，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
存 在 总 计 与 分 项 合 计 不 等 的
情况。

2.地区生产总值（GDP）、各
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
增长速度按不变价格计算。

3.地区生产总值（GDP）及各
产业增加值数据包括昌吉州行政
辖区内的兵团，包含五家渠市；其
余经济社会各项指标如没有特殊
说明的均不包括辖区内的兵团
数据。

4.公报注释:
[1]城镇新增就业指当年城

镇新就业人数-因退休、伤残等
原因自然减员人数。

[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指年
主营业务收入在 2000 万元及以
上的工业法人企业。

[3]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业单
位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
及以上的批发业企业，年主营业
务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
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 万元
及以上的住宿、餐饮业企业。

[4]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指计
划总投资达到 500 万元及以上
项目。

[5]房地产开发企业指在当
地注册、具有资质等级的房地产
企业。

[6]研究与试验发展（R&D）
相关数据为错年反馈使用，本公
报中相关数据为2021年数据。

[7]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
消费量为当量值。

资料来源：本公报中主要经
济指标数据来源于自治州统计
局，其他数据来源于相关部门。
其中，林业及自然保护区数据来
源于自治州林业和草原局；畜牧、
农业机械动力来源于自治州农业
农村局；公路客货运量数据来源
于自治州交通运输局；民用汽车
数据来源于自治州公安局；邮政
业务数据来源于自治州邮政管理
局；电信业务数据来源于电信企
业；外贸进出口总额数据来源于
自治州商务局；财政收支数据来
源于自治州财政局；股票、证券数
据来源于昌吉州金融工作办公
室；金融信贷数据来源于中国人
民银行昌吉州中心支行；保险业
数据来源于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昌吉监管分局；科学技
术数据来源于自治州科学技术
局；发明专利数据来源于自治州
市场监督管理局；教育数据来源
于自治州教育局；艺术表演团体、
博物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广
播、电视、体育、旅游数据来源于
自治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
局；卫生数据来源于自治州卫生
健康委员会；劳动就业与社会保
障数据来源于自治州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医疗保险数据来
源于自治州医疗保障局；城乡低
保和社会福利机构数据来源于
自治州民政局；矿产资源数据来
源于自治州自然资源局；环境监
测数据来源于自治州生态环境
局；水利数据来源于自治州水利
局；安全生产数据来源于自治州
应急管理局；居民消费价格数据
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昌吉调查队；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购进价格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新疆调
查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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