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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付小芳报道：6 月 5 日是第 52 个
世界环境日，主题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6月2日，昌吉州市生态环境部门在昌吉市亚
心广场联合开展世界环境日宣传系列活动。

此次活动由昌吉州生态环境局牵头，州市环境
保护委员会30多家成员单位联合举办，旨在深入宣
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促进全社会增强生态
环保意识，引导和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生态环境
保护实践，弘扬生态文化，全面展现我州生态文明建
设取得的显著成效。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
单、摆放宣传展板等多种方式，向过往群众宣传普及
生态环保知识，解答群众咨询的相关环保问题，引导
群众树立环保意识和环保理念，自觉践行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低碳生活方式，积极争做环保卫士。

昌吉市民熊新民说：“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作
为市民，我们要倡导绿色低碳出行，逛超市时自带
环保购物袋，不随地扔垃圾，保护好我们的生态环
境。”

据悉，为营造浓厚的环境保护氛围，进一步增
强群众的环境保护意识，昌吉州各县市、园区环境
保护委员会组织开展了“绿色家庭”评选、“美丽中
国·青春行动”系列活动、环保征文、线上生态环境
保护知识有奖答题等形式多样的活动。

昌吉州生态环境局组织人事宣教科科长周燕表
示：“我们将以这次宣传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入开展
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四进’活动，即进企业、进乡村、
进校园、进社区，为群众宣传普及生态环境保护政策
法规和科学知识，为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昌
吉作出贡献。”

昌吉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第
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以及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
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统筹经
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
政府工作部署，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树牢兵地一盘棋思想，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
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打好
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2022年，昌吉市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4.91（同比下降6.1%），空气优良率75.3%，
重污染天数比率8.5%，PM2.5平均浓度50微克/立方
米，全州9条河流、13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和2座
湖库水质优良率达100%，全州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
持稳定，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保障，
全面完成大气、水、土壤环境约束性指标任务，全州
生态环境质量总体呈现向好态势，生态环境质量稳
步改善，有效实现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
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的局面逐步形
成，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
美丽新疆贡献昌吉力量。

全州7县（市）共设置747个区域昼间环境噪声监测点，累计监测面积133.22
平方千米，覆盖人口56.4万人，平均等效声级范围在47.2分贝（A）-54.0分贝（A）
之间，平均值为49.4分贝（A），同比下降0.4分贝（A）。阜康市、玛纳斯县、呼图壁
县、吉木萨尔县和木垒县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为好，昌吉市和奇台县为较好。

全州7县（市）中，区域昼间声环境质量好的占39.4%、较好的占44.8%、一般的
占13.6%、较差的占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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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吉州生态环境概况昌吉州生态环境概况

◆◆主要湖泊水质状况主要湖泊水质状况

◆◆城市区域声环境城市区域声环境

（本版除署名文章外均由昌吉州生态环境局提供）

按照《湖泊（水库）富营养化评价方法及分级技术规定》（总站生字
[2001]090 号），采用叶绿素 a、总磷、总氮、高锰酸盐指数和透明度等 5 项
指标计算水体综合营养状态指数，评价水体综合营养状态。阜康市天池
全湖整体水质为优，其中，天池进口垂线和出口垂线为Ⅰ类水质，中心垂
线为Ⅱ类水质。呼图壁县石门水库全湖整体水质为优，其中，石门水库出
口垂线为Ⅱ类水质，进口垂线为Ⅲ类水质。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评价，天池湖体营养状态整体为贫营养，与去年同期相比
有所好转，石门水库湖体营养状态整体为中营养，与去年同期相比无变
化。

全州7县（市）共有13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其中，地表饮用水水源地
7个，地下饮用水水源地6个，水质达标率100%。

◆◆城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状况城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