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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群众对公共
服务的需求日趋多元化、个性化。如何提
供高效、高质的社区服务，满足人民对幸福
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成为社区发展的
重要命题。

近年来，昌吉市坚持把服务群众、造福
群众、凝聚群众作为城市党建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深入开展“五个优化”服务提质行
动，在科学谋划布局、精准对接需求、搭建开
放平台、引入社会资源、扩展服务功能等方
面持续用力，确保社区阵地为民所需、为民
所用。

“你好，你们正在进行的是什么服务？”
“你好，我们正在进行美妆美甲服务。”
“是免费的吗？”
“是的，是免费的，我们作为嘉顺社区的

公益学校，会定期开展一些美甲美妆美容类
公益活动。”

“我可以试一下吗？”
“当然可以，请坐。”
近日，在昌吉市建国路街道嘉顺社区，

笔者看到，昌吉市顺之美技能培训学校的
工作人员在给辖区居民进行美容课程培
训。近年来，嘉顺社区根据辖区居民年龄
结构、文化层次、兴趣爱好等特点，社区引
入了专业社会组织为居民提供了养老、医
疗、文体、美妆、家政5大类26项服务，并组
建了“阳光舞团”“嘉家乐”合唱团等特色团
队，使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便捷
化公共服务。昌吉市顺之美技能培训学校
是嘉顺社区最早引入的社会资源之一，引
入之后，每周周三、周四昌吉市顺之美技能
培训学校的工作人员都会在社区为居民提
供美甲美妆美容等培训服务。

“日子越来越好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越
来越高，对美的追求也会越来越高，所以我
们就定期在社区开展了一些美妆美甲美睫

类服务，居民可喜欢了。”昌吉市顺之美技
能培训学校校长马睿说。社会资源的引
入，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看得见、摸得
着的实惠。使居民身体得到了锻炼、心灵
得到了滋养、素养得到了提升。

刘芳是嘉顺社区的辖区居民，怀孕三
个半月了。最近一段时间，刘芳都会在社
区参加针对孕妇开设的“孕妇瑜伽”班培
训。刘芳说：“我在社区的孕妇课堂培训，
我父母在社区的瑜伽理疗课堂学习。家门
口就有这么好的资源，这么多的服务，我们
感觉很方便。”

“吸引群众到社区，便捷服务是根本，办
好活动是精髓，社会资源是保证。我们要把
群众需求迫切、喜闻乐见、能得实惠的服务
项目引进来、请进来，实现社区服务向多元
化、优质化、专业化转型。”昌吉市建国路街
道嘉顺社区党委副书记孟庆梅介绍说，嘉顺
社区引进了文化类、健身教育类等方面的社
会资源，旨在满足居民多元化的精神需求，
不断提升辖区居民幸福指数。

顺应城市发展治理规律、提升社区发
展治理效能。近年来，昌吉市各社区通过
广调深研听民意，引进资源扩平台，集散服
务扩半径等方式，链接社会“资源圈”，拓展
便民“服务圈”，让社区服务在满足居民日
常生活的同时丰富居民精神生活。

在昌吉市北京南路街道油运基地社区，
一场由新疆同创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孟晓
旭组织的法律培训课正在举行。培训中，孟
晓旭以《民法典》为主线，结合工作中的真实
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就婚姻家庭、财产
继承、合同关系、工伤问题、社区开具证明等
常见的法律问题，进行详细讲解，引发了社
区干部的共鸣。新疆同创律师事务所是油
运基地社区引入的社会资源单位之一，在孟
晓旭看来，律师进社区，不仅提升了社区“两

委”依法履职、依法管理的水平，也提升了居
民群众的法治意识和法律素养。

油运基地社区内老人和孩子居多，为更
好地服务居民，油运基地社区坚持“乐党
建、乐服务、乐治理、乐文化”的服务思想，
围绕“医疗、养老、幼小、物业、助残”等和居
民息息相关的内容引入社会资源，让居民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快捷优质的服务。“为进
一步强化社区服务功能，补齐社区依法治
理、服务功能有限的短板，我们采取了引进
第三方的办法。”昌吉市北京南路街道油运
基地社区党委书记刘艺说，“我们社区引进
了驻餐点、康养机构和律师事务所，不仅可
以调节居民身边的矛盾纠纷，还能为居民
的健康保驾护航。”

一个健康、成熟的服务型社区，是社
区与政府、社区与企业、社区与居民良性
互动、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繁荣的社
区。通过采访，笔者深切地感受到，昌吉
市不断搭建资源整合平台，不断丰富社区
服务内容，让休眠的资源活了起来，让封
闭的资源走了出来，真正实现了“小社区”
共享“大资源”，“小阵地”发挥“大作为”。

“目前，昌吉市已优化调整社区功能室
1000余间，新增服务面积8126.9平方米，71
个社区与435家社会服务资源达成引进协
议，913个服务项目实现全域共享，多边引
入，实现了社区服务项目向多元化、优质
化、专业化转型。”昌吉市委组织部组织三
科科长张伟说，“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以居
民群众的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
加大文体教育、医疗保健、养老、托幼等项
目的引进力度，真正把一些群众需求迫切、
喜闻乐见、能得实惠的项目固化下来，构建
守望相助、命运与共、共治共享的治理格
局，不断提升居民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和
获得感。”

近年来，昌吉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
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
和推进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护绿、植绿、织
绿，不断提高生态效能，激发经济活力。

6月，笔者在昌吉市北部荒漠看到，大
量人工种植的梭梭、红柳等林木植被生长
茂盛，构成一道绿色生态屏障。

2017年以前，北部荒漠区共有公司制
农场、家庭农场 173 家，耕地 20.5 万亩，年
采用地下水达8000万立方米，地下水每年
下降0.5至1米，春秋季农业生产高峰期，
有近2万名务工人员生活在这里。地下水
的无序开采和使用，对辖区生态环境造成
了巨大影响，出现荒漠治理难度增大，野生

动物生存困难、野生植被面积逐年减少等
现状。

近年来，昌吉市积极落实水资源管理
制度“三条红线”，将北部荒漠区划定为地
下水禁采区，对辖区农场进行了清理，荒漠
区上百家农场全部退出，并进行了大规模
生态恢复，共种植梭梭14.1万亩，栽植苗木
1170万株，有力恢复了北部荒漠区原始风
貌。天然植被得到保护，提高了植被覆盖
率，实现了森林面积和蓄水积量持续“双增
长”。10年间，昌吉市通过采取封沙育林、
拉设围栏、巡护管护等措施，使封育区内灌
木林地覆盖度由10%提高到40%。

2023年，昌吉市对老龙河河谷天然林
胡杨、梭梭、红柳采用全封方式进行封育。

同时为有效防治白粉病害的发生，减少病
害对天然林梭梭的侵害，采用无人机进行
飞防项目实施防治，防治效果明显。

昌吉市还专门建立了国家级公益林管
护队伍，对北部荒漠区实行重点巡护。4个
管护站全年设卡，检查天数累计达到604次，
林区巡护1308次，劝返进入林区车辆8395
辆、28977人，有效阻止非法进入林区作业及
游玩人员，减少林区生态植被破坏力度。

“通过实施人工造林、封育等措施，北
部荒漠区天然林植被盖度和野生动物数量
大幅提高。”昌吉市北部荒漠生态保护管理
站副站长钟海说，“天然林植被盖度增加，
起到了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阻止沙漠南移
的作用，守住了昌吉市的生态北大门。”

昌吉市在北部荒漠筑起百万亩绿色生态安全屏障
本报通讯员 张婷 李瑞瑞

玛纳斯县小海子村的辣

椒是咋火起来的

玛纳斯县首个村级金融

服务旗舰店开业

贴心社区营造满满的幸福
本报通讯员 梁宏涛 刘华 闫雯

据新疆日报报道 （石榴云/
新疆日报记者托亚）“现在我们在
村里就可以用自助取款机取款，
还可以办理转账和社保缴费业
务，村金融旗舰店为我们带来了
很多便利。”玛纳斯县清水河乡团
庄村村民李致远说。

前不久，玛纳斯县首个村级
普惠金融服务旗舰店在清水河乡
团庄村开业，该旗舰店可实现
2000元以下的现金取款以及5万
元以下小额转账自助办理、资料
打印、网上银行办理等业务，同时
村民还可进行医保、社保缴费等。

玛纳斯县清水河乡属当地南
部山区，距离县城有 50 多公里。
为解决农牧民办理金融业务不便
的问题，玛纳斯县供销合作社积
极落实便民金融政策，主动与新
疆玛纳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作，依托清水河乡供销合
作社牧旅融合社会化服务中心，
在团庄村试点建设全县首个村级
普惠金融服务旗舰店。

目前，玛纳斯农商银行已在全
县各乡镇场、村社区设立普惠金融
服务站、点99个。不同于其他村
镇的金融服务站、点只可办理简单
的转账业务等，团庄村的金融旗舰
店配置有自助取款机，并有专人负
责社保等业务的办理。

古尔邦节假期，玛纳斯县南部山区
壮观的景色吸引了众多自驾游爱好者
畅游被称为“天山地理画廊”的省道101
公路，尽情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

省道 101 公路东起乌鲁木齐，西
至乌苏巴音沟，总长301.6公里，是一
条依托天山生态风貌交旅融合的公
路。人们开车沿途而行，可以领略到
雅丹、丹霞、戈壁、河谷、峡谷等不同的
自然风光。

图为游客在玛纳斯县南部山区拍
照留念。

瓦力斯江·乌马尔江 摄

据新疆日报报道 （石榴云/
新疆日报记者盖有军）“玛纳斯县
广东地乡小海子村紧邻玛纳斯国
家湿地公园，土壤富含硒元素，种
植的辣椒绿色、美味，又有营养，
欢迎您选购品尝……”近日，在玛
纳斯县广东地乡小海子村的特色
农产品超市里，到村工作大学生
张晓帆正通过抖音直播间向各地
游客推介本地生产的辣椒产品。

小海子村旁边就是玛纳斯国
家湿地公园，这里的土壤含硒量
高，是玛纳斯县富硒农产品核心
产区。2018年初，小海子村组织
部分村民到外地考察学习特色作
物辣椒的种植技术，计划在村里
进行推广。但学习回来后，很多
村民不敢尝试，只有村民王解忠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种了二十亩辣
椒，结果第一年就见了效益。第
二年，王解忠又扩大种植面积，种
植了两百亩辣椒，一年下来，纯收
入达到三十多万元。看到王解忠
种植辣椒发了财，村民们这才开
始尝试种植辣椒。慢慢地，村里
的辣椒种植形成了规模。

去年，王解忠在自己种植辣
椒的同时，还和村里的40余户村
民签订了庭院辣椒收购协议，村
里的辣椒种植面积扩大到了两千
余亩。

小海子村党支部书记朱涛表
示，下一步，村里将挖掘资源优
势，成立富硒果蔬合作社，建成富
硒农产品种植基地。做大做强富
硒农产品品牌，让更多村民通过
特色产业增收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