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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生活是什么？人们可以获得良好
的教育，有稳定的收入，就医更方便……

悠悠万事，民生为重。今年以来，昌吉
州始终坚持把民生工作当作重中之重，紧
紧围绕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一项项深得民
心的举措，就像一双双“幸福之手”，叩开了
群众的家门。

8月1日，昌吉州教研员、中小学名校
长、名师、名班主任课程领导力提升培训启
动，全州2300余名教师开启为期3日的提
升之旅。

从教育能力到领导力提升，课程聚焦
新时代治校实际，教师们在华东师范大学
探寻教育真知。

“我们将以学科学段的专业培训为主，
细化培训内容，为提升我州教育教学质量
夯实基础。”昌吉州教育考试中心教研室主
任唐天明说。

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推进教育高质量
发展，是我州教育部门一直努力的目标。

“实施名校名师培育计划，加快骨干教
师队伍建设，整合高中教育教学资源，引进
优质师资力量，打造全疆品牌示范高中。”
州党委十二届六次全会工作报告为做好教
育工作作出科学指引。

今年以来，昌吉州持续抓好“师德师
风锤塑”工程，精准培训教师 22866 人
次，助力提升教师队伍专业素质和育人
水平。

同时，我州实施县域普通高中发展
提升行动计划，不断改善普通高中办学
条件。全面推进高中学联体建设，深入
开展与国内其他省份、兵团优质学校结
对共建活动，促进普通高中多样化有特
色发展。

就业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关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

2018年，大学毕业的袁菲开启创业
之路。经历3年低位运行，今年她的事
业重新驶入复苏航道。在此期间，大学
生创业补贴、房租补贴等政策扶持，让袁
菲创业更有“底气”。

如今，由袁菲创办的新疆弘悦众拓
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已为乌昌两地
百家单位和家庭提供装修设计和施工，
并且在昌吉学院招聘专业人才，帮助学
弟学妹实现就业。

有就业，才有收入；有收入，生活才
有奔头。

州党委十二届六次全会工作报告
提出，落实各类就业扶持政策，建立校
企就业协作联动机制、终身职业技能培
训机制，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
拓宽就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
业质量。

今年以来，我州坚持以劳动者创业

意愿为导向，积极组织申报自治区“新疆工
匠”项目评选和职业技能竞赛，持续升级

“互联网+就业”服务，组织开展“春风行
动”、就业援助月等15个专项活动。上半
年，全州累计新增城镇就业人员15618人，
实现新增创业人员3231人。

怎样才能提高医疗服务水平，让群众
就诊更方便？

州党委十二届六次全会工作报告指
出：深化“三医”联动改革，建立县市城乡
一体的总医院管理制度，探索建立援疆省
市名牌医院托管共建机制，加快建设昌
吉、奇台区域医疗服务中心，对不达标的
基层医疗机构升级改造，新增 2 家三甲
医院。

7月28日，在昌吉市六工镇卫生院，61
岁的东五工村村民骆天军做了左侧腋窝脓
肿切开引流术，术后留观 5 日后，他出院
回家。

骆天军笑着说：“镇上的卫生院就能做
手术，这在以前是万万想不到的。这里离
家只有3公里，家人照顾我方便，住院报销
比例高，我还享受到了优质服务。”

近年来，昌吉州积极争取强基础、补短
板、增后劲、利长远的卫生健康重点项目，
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医疗卫生资源布
局，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完善基层医疗
服务体系，着力补齐公共卫生短板，切实增
强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与幸福感。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休止符，小实事
托起大民生。“叩开”群众幸福门，昌吉一直
在路上。

本报讯 通讯员梁宏涛、闫雯
报道：近日，在昌吉市佃坝镇土梁
村，昌吉市首棚晚熟葡萄品种甜蜜
蓝宝石引进试种成功，进入盛果
期，丰产在望。

近年来，在福建援疆泉州分指
挥部的支持下，昌吉市积极调整农
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以大棚蔬菜、
瓜果种植为主的特色设施农业，增
加农民收入，助力乡村振兴。

崔新军是佃坝镇土梁村第一个
种植晚熟葡萄甜蜜蓝宝石的农户。
在他的大棚里，福建援疆农业专家
张丽梅正在给他指导葡萄盛果期的
管理技术和注意事项。张丽梅介绍
说：“这个葡萄品种现在种得算是比
较成功的，如何提高产量，需要精细
管理，控制生长，这样品质就会提
高。”

甜蜜蓝宝石葡萄又称作月光之
泪，属于欧亚品种、中晚熟葡萄品
种。一般在10月底成熟上市销售，
果实呈长柱形，像手指的形状，颜色
呈蓝紫色，表面上覆盖有一层厚厚
的白色果粉。崔新军严格按照福建
援疆农业专家的指导，通过定蔓留
梢、疏穗疏花疏果、肥水技术、病虫
害防治等措施进行科学管理，葡萄
长势喜人。“我这个葡萄是蓝宝石系
列，品相特别好。它最大的优点就
是外形好看、口感特别好。按照目
前情况，今年该品种葡萄的产量在
1吨多。”崔新军说。

目前，昌吉市设施农业的面积
已达2060亩，标准化日光温室1531
座。佃坝镇作为昌吉市设施农业聚
集区，连片温室达420多座，成为昌
吉市蔬菜、瓜果供应的主要来源
地。昌吉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
测中心园艺办主任、推广研究员马
巨明说：“这种葡萄，是我们这两年
在援疆项目资金支持下引进的新品
种。去年，1 公斤甜蜜蓝宝石葡萄
最高卖了 80 元钱。今年这一个棚
的甜蜜蓝宝石葡萄产量大概在 2
吨。收入很可观。”

本报讯 通讯员是妥明报道：
8月4日，我州自主择业军转干部赴
延安学习见学班在州党校开班。

开班仪式上，全体学员奏唱
国歌，重温了军人誓词，举行了红
色见学活动授旗仪式，自主择业
军转干部代表座谈交流，大家还
听取对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的
意见和建议。

8月7日，46名自主择业军转干
部赴延安开展为期6天的学习见学
活动，走进延安旧址、纪念馆、烈士
陵园，聆听讲解，触摸历史，通过专
题教学、专家讲学、现场观学等形
式，学党史、忆初心。

学员代表王联合说，要珍惜这
次学习机会，永葆军人本色，传承红
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积极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做到退伍不褪色，为昌
吉州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我州自主择业军转

干部赴延安开展见

学活动

本报讯 记者何春泉报道：8月5日，
在位于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的新疆农康种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新疆农康公司）西瓜、甜瓜展示田里
人声鼎沸，该公司主办的西瓜、甜瓜新品种
品鉴会正在这里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 56 名种子经销商齐
聚一堂，他们走进田间地头，对 641 个西
瓜、甜瓜品种进行品鉴，看长势、评性状、鉴
品质，优中选优，筛选出好品种，共谱“甜
蜜”事业。

新疆农康公司扎根昌吉市20余年，是
昌吉州农投（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该公司依托国家瓜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推广研究瓜类作物，在西瓜、甜瓜等品种研
发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在示范基地，不同品种、形态各异的西
瓜和甜瓜挂在翠绿的瓜秧上。客商们看瓜
脐、摸网纹、闻果香，观察细致，还有人拿起
手机拍下心仪的新品，多角度记录新品的
样貌。

西瓜品种“乐佳”花皮圆果，引来众多
客商关注。新疆农康总经理刘宏介绍，这
款西瓜口感香甜，平均糖度达到12.8%，抗
性强，田间表现稳健，是很有潜力的品种，
已远销浙江、安徽、云南、海南、山东等地。

“昭君9号”哈密瓜颜色金黄、表皮光
滑，闻起来有股清淡的瓜香。“这个瓜很甜，
但是吃完嗓子里是清爽的，甜而不齁。”乌
鲁木齐客商唐先生在品尝完“昭君 9 号”
后，掏出了随身携带的糖度仪测试了一下，
糖度达到了17.2%。

“‘乐佳’口感好，味道纯正，能吃出西
瓜最原本的味道，能满足大多数消费群体

的需求。”来自安徽宿州的经销商陈明
说，自己每年都来参加新疆农康公司举
办的新品品鉴会，这次预订了 3 个西
瓜、甜瓜品种。“今年的新品种比老品种
在形状、个头、口感上都有显著改善，市
场表现值得期待。”

品鉴会上，新疆农康公司将新品种
的品质、特点和种植效果，通过图文介
绍、视频等方式进行展示，并提供实际种
植案例作为参考。

当日下午，还举行了签约合作仪式。
新疆农康公司与17家西瓜、甜瓜经销商签
订销售协议，意向签约金额达350万元。

新疆农康公司以种源安全为保障，在
农业农村部西瓜、甜瓜非主要农作物登记
品种 27 个，省级认定的西瓜、甜瓜品种 7
个。刘宏表示，该公司将加快新品种展示
示范体系建设，积极推进“育繁推”一体化，
力争培育出更多突破性新品种，为加快现
代种业强州建设贡献力量。

昌吉市“蓝宝石”

进入盛果期
答好“民生”卷 叩开幸福门

本报记者 王薇

8月5日，客商在新疆农康公司西瓜、甜瓜基地，看长势、评性状、鉴品质，筛选西瓜、
甜瓜好品种。 本报记者 何春泉 摄

新疆农康西甜瓜新品种品鉴会举行

641个品种西甜瓜“走秀”17项合作协议现场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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