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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荷苒·马汗报道：7月
29日上午，“闽雨润天山”2023年闽昌“天
山论健”学术论坛在昌吉州人民医院举
行，昌吉州党委副书记、福建援疆前方指
挥部总指挥长黄立峰出席活动并致辞。

据了解，此次学术论坛持续至8月6
日，期间将举办一期国家级继续医学教
育项目“新疆基层心脑血管病共诊共治
技术及卒中胸痛中心建设学习班”和 8
期自治区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并开展
手术直播演示、多学科讨论、教学查房、
门诊示教、在职研究生教育、学科建设研
讨等系列活动。疆内外百余名医学专
家、学者将围绕医学领域新知识、新方
法、新标准等，进行全方位、多角度、深层
次、宽领域研讨，推动新理念、新项目、新
技术的应用。

黄立峰表示，此次学术论坛是深化
福建医疗人才“组团式”援疆和促进闽昌
两地医疗卫生交往交流交融的具体实
践，是提升昌吉州医疗技术水平和推进
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探索创新。近年
来，福建援疆前方指挥部高度重视医疗
人才“组团式”援疆工作，推动昌吉州人
民医院成为国家级高级卒中中心建设单
位，组建昌吉州卒中专科联盟，搭建高水
平学术交流平台，多举措助力提升昌吉
州医疗技术水平、规范诊疗流程和临床
教学，推动昌吉州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
发展。

本报讯 记者许乐报道：7 月30 日
晚，伴随着新疆曲子戏演员动情的演绎，
第十一届新疆乡村艺术节暨曲子文化节
在呼图壁县吉祥广场拉开帷幕。昌吉州
副州长苏晓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据了解，本届曲子文化节持续到8月
2日。其间，来自福建省、陕西省和乌鲁
木齐市、兵团第六师芳草湖农场等疆内
外戏曲团队汇聚呼图壁县，带来近40个
精彩剧目及节目，展示曲子戏的艺术魅
力。7月30日至8月1日，昌吉州七县市
演出团队共同完成了新疆曲子汇演。8
月1日至8月2日，昌吉州艺术剧院分别
举办《天山兄弟情》《唱着曲子游新疆》两
场文旅融合专场晚会。

本届曲子文化节还设有新疆曲子专
场培训、戏曲专场演出、戏曲大赛、特色美
食大赛、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疆内外团
队新疆曲子专场演出等活动。文化节期
间，呼图壁县还将在二十里店镇、园户村
镇、大唐西域酒庄、石梯子乡等地举办各
类文化、体育、旅游等配套活动，旨在将本
届文化节办成曲艺家的文化盛会、文旅融
合的“催化剂”和乡村振兴的“新引擎”，进
一步打响“百年乡村小曲子 传承之地呼
图壁”文化名片。

2012年以来，呼图壁县先后举办十
届新疆曲子文化节。2014年，呼图壁县
的新疆曲子被列入《第四批自治区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呼图壁县被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原自治区文化厅）
命名为新疆曲子传承基地。2017年，呼
图壁县举办的新疆乡村艺术节暨曲子文
化节荣获全国优秀群众文化品牌。

节水，是关乎城市发展的大事，也是
人人可为的小事。多年来，昌吉州始终
把节水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续
深化节水型社会建设，成功创建 527 家
特色鲜明的节水型载体。

一边是大量的城市污水、废水需要
净化处理，另一边是昌吉市 184 个小区
10.47万户居民采暖需求。位于昌吉市
昌滨路的华电新疆发电有限公司昌吉分
公司（以下简称“昌吉华电”），将二者的
需求衔接了起来：污水处理达标，转化为
中水，继续发挥“余热”，供给企业发电和
居民供热。

“再生水”也称中水，是指城市生活
污水、工业废水等经适当处理达到一定
水质指标，可以满足某种使用要求，代替
自来水、地表天然水进行非饮用用途的
有益使用水。

“过去，这些经过无害化处理的再生
水，大多是作为园林浇灌、景观补水、消
防用水等。其实，再生水的潜能远不止
这些。特别是在冬季，再生水有了更广
泛的用途。”昌吉华电发电运行部主管李
军介绍。

2011年，昌吉华电按照热电联产中

水利用直接空冷和同步脱硫的设计要
求，投用两台 330 兆瓦亚临界燃煤空冷
热电机组，利用再生水供热。2022年至
2023年采暖周期，该企业已节省地表水
65万吨。

李军说：“2019年，我们通过中水处理
系统、工业废水处理系统、锅炉补给水处
理系统、污泥处理系统‘四水合一’的方
式，对企业所需的工业用水、生活用水进
行循环利用，2022年处理工业废水、反渗
透浓水64万吨，全部用于生产系统。”

州党委十二届六次全会工作报告指
出，加强水资源循环利用，抓好中水回
用，强化节水宣传，全面建设节水型社
会。再生水集中供能等低碳技术的发
展，在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中具有
积极的示范意义。

近年来，昌吉州坚持把节约用水贯
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指
导企业、单位、机关、居民小区等载体在
节水制度、节水技改、节水管理方面补短
板、强弱项，积极申报创建自治区级县域
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县，高质量推动节
水型载体创建工作，推进水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昌吉州充分挖掘工业企业、机关学
校、居民小区等社会单元的节水潜力，大
力推广企业中水回用、废污水“零排放”
等节水工艺技术和设备，通过“管理节

水”和“技术节水”的“双节水”机制，推动
城市社会单元共建共治共享。

截至目前，全州共建成公共机构节
水型单位307家、节水型企业65家、节水
型居民小区154家、节水型高校1家。全
州水利系统38家机关（单位）率先全面
完成水利行业节水型单位建设，在全州
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

作为自治区首批县域节水型社会达
标建设县，昌吉市顺利通过水利部复核，
有序推进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其试点经
验做法在全州推广应用，玛纳斯县、阜康
市、吉木萨尔县、木垒县顺利通过自治区
验收。

此外，昌吉州探索各行业合同节水
管理方式，扩大实施范围和领域，全州累
计实施合同节水管理项目4个，吸引社
会资金170万元，实现年节水量26190立
方米，产生直接经济效益 124.71 万元。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合同节水案例被
水利部收录展播，打造了可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的合同节水管理典型。

州水利局局长李桥说：“我们要贯彻
落实州党委十二届六次全会精神，进一
步加强部门联动，积极推动节水型企业、
单位、小区等载体创建，引导用水单位在
节水制度建设、节水技改、节水管理等方
面补短板，提高行业用水效率，发挥典型
示范引领作用，全面提升水资源的综合
利用水平，让节约用水意识深入人心。”

本报讯 记者刘茜、通讯员杨茗茹
报道：日前，自治区科技创新大会召开，
大会宣读了《关于奖励2022年度自治区
科学技术奖获奖科技成果和突出贡献奖
获奖人员的决定》。其中，由昌吉州生态
环境局牵头的《昌吉州大气重污染成因
与治理成效研究》课题荣获自治区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

据了解，2021年，由昌吉州生态环境
局牵头的《基于大数据平台的昌吉州大气
污染监管体系建设及应用》课题获得自治
区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在此基础上，该局

继续加强生态环境领域科技课题研究，
2022年组织昌吉生态环境监测站和昌吉
州环境污染监控中心业务骨干成立课题
组，形成并申报《昌吉州大气重污染成因
与治理成效研究》课题。该课题通过建立
高时空分辨率排放清单，开展基于受体
模型的PM2.5来源解析和区域空气质量模
型源解析，首次应用科技手段形成PM2.5

精细化源解析结果，是全疆首个全面厘
清污染源贡献的地州。在污染源排放清
单和源解析基础上，得到PM2.5精细化源
解析结果，污染贡献率依次为燃煤源、工

业源、移动源和扬尘源（以下简称“四大
污染源”）。针对“四大污染源”，课题组
在重污染过程频发的秋冬季，开展环境
空气质量跟踪研究，分析重污染成因及
污染物区域输送特征，支撑建立健全重
污染天气应对体系，制定一系列综合治
理措施，补齐了自治州大气污染防治精
准施策、科学治污的短板和空白，在

“乌-昌-石”区域内具有较强的推广意
义。2022 年，昌吉州利用该课题成果，
扎实开展“四大污染源”污染防治攻坚
行动，推动昌吉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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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生态环境局这一科技成果对“乌-昌-石”大气污染防治意义重大

污染源搞清了 怎么治清楚了

7 月 26 日，在呼图壁县 110 千
伏大丰变电站，国网昌吉供电公司
变电检修中心工作人员对变电设备
进行检修。连日来，昌吉回族自治
州用电负荷持续攀升，该中心工作
人员顶着高温，对重要供电线路、变
电站进行巡检，守护电网安全。

本报记者 陶维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