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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实习记者马莉莎、通讯员付浩琨
报道：8月18日，2023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新型电力系统与维护”赛项将在昌吉职业技术
学院开赛。比赛历时3天，来自全国61所院校
的183位选手将同台竞技，共同切磋技艺、展示
成果、交流经验。

2023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新型电力
系统与维护”赛项由自治区教育厅、州人民政
府承办，昌吉职业技术学院协办。

比赛中，参赛选手将完成新型电力系统可
再生能源发电侧、储能管理侧、负荷用电侧、电
网控制侧的建设管理，新型电力系统智能发电、
调度、供用、运维等系统功能的调试，新型电力
系统日常维护及故障排查，职业规范与安全生
产等竞赛任务。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是教育部牵头发起、
联合34个部委和事业组织举办的一项公益性、国
际性职业院校师生综合技能竞赛活动。自2008
年以来，该大赛已成功举办15届，规模不断扩大，
水平逐年提升，国内外影响力逐步增强，在引领
职业教育“三教”改革、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
量、促进高质量就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助力中
外职业教育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
经成为广大职教师生展示风采、追梦圆梦的重要
舞台和中国职业教育的靓丽品牌。

本报讯 记者左武银、杨海军报
道：8月13日清晨，太阳从东山梁探出
半个红彤彤的脑袋，46岁的杨盛友起
来给住宿的游客做早饭。在木垒县照
壁山乡河坝沿村，经营一座狮子崖客
栈，看着连绵起伏的山旱田青了又黄，
他很享受这种生活。

“从太爷爷起，我家就住在这旮旯
儿，就靠这山旱田。”看着客栈南面的
一片山坡，几位农民正在蓝天白云下
的山旱田劳作，杨盛友悠然地对记者
说，“上几辈人种田，是为了吃饱肚子；
我也靠这山旱田，吃的是‘旅游饭’，干
的是‘美丽经济’。”

木垒县七彩斑斓山旱田有4万多
亩，分布于天山北坡丘陵地带的照壁
山、东城、西吉尔、英格堡等乡镇。这
里远山如黛，地如涛涌，春华秋实，鸡

犬相闻……守着“世外桃源”，村民们
曾经过得清贫。1986 年木垒县被确
定为国家级贫困县，“贫困帽”2018年
摘掉。

“这里气温偏凉，缺水，只能种小
麦、豌豆等耐旱作物，一年一茬，亩收
入千把块钱。”杨盛友说，光种田富不
了人，好多人都不种田出去找活干。
他虽种着田，却从2016年起在山旱田
里开起了客栈，每年收入10万多元。

“要把山旱田当作公园来经营，把
村庄当成景区来建设，要让美丽山旱
田‘长’出‘美丽经济’。”木垒县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巴里根说，前几年木垒
人转变发展观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道路。

2016年，天山木垒旱田农业公园
建设项目应运而生，三年间升级成为
国家4A级旅游景区——天山木垒中
国农业公园，将木垒县南部山区自然、
历史、人文景观串成旅游环线推向市
场，一直火爆。这个项目正是通过大
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实现产

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的统一，将自
然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优势的大
胆实践，从而开启了旅游业持续“井
喷”的“盖子”。仅 2022 年，全县接待
游客超过百万人次，比2016年增长两
倍还要多；今年截至7月底，全县接待
游客 178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9.43
亿元。

观念生“金”。山旱田景区内的乡
镇、村庄、村民既要颜值，也要产值，坚
持美丽乡村建设，以美丽乡村催生“美
丽经济”——以农耕文化为魂、美丽田
园为韵、生态农业为基，建民宿、客栈
和农耕文化广场等，推进农旅深度融
合，实现了从“美丽生态”到“美丽经
济”的转变。

“好生态好环境，能大把赚到钱
呢！”河坝沿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刘永学说，7月以来，村子每个周末
最高接待游客超过万人。今年村子投
入千万元，全面进行传统村落提升改
造，不断满足村民和游客的优美生态
环境需要。

本报讯 记者荷苒·马汗报道：8月6日，吉
木萨尔县泉子街镇小西沟村的种植大棚里，一
棵棵杏李树枝头缀满果实。

泉子街镇兴农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经理王
琏潮介绍，2017年，该合作社从传统蔬菜种植向
果树种植转型。如今，合作社已种植110余棚杏
李树、20棚桃树，有味厚、味帝等12个品种。

泉子街镇平均海拔1600米以上，日照时间
长，种植的水果甜度高、口感好。受气候影响，
当地水果上市时间比同类产品晚1个月左右，
保证了较高的售价。

王琏潮说：“发展特色种植让我们合作社
20多名社员尝到了甜头。我们计划对现有品
种进行精选，优化种植结构、扩大种植面积，并
探索发展休闲采摘等农旅融合项目，进一步促
进农民增收。”

离王琏潮管理的大棚不远，是王培玉、陈
娟夫妻管理的2座蘑菇大棚。大棚里，王培玉
正在给菌包洒水，陈娟在检查平菇生长情况。
与王琏潮利用当地气候优势发展特色种植不
同，王培玉和陈娟走的是“技术流”路线。2019
年，陈娟在同乡的蘑菇种植大棚打工，学习制
作菌包技术。2021年，她在泉子街镇小西沟村
承包了 2 座大棚开始种植平菇。在蘑菇收获
旺季，每天每座大棚能收获 1 吨以上的平菇。

“发展特色种植可比我出去打工强多了。”陈娟
说。

泉子街镇的气候适宜红花、贝母等中草药
以及蓝莓、黑加仑、杏李等特色林果的种植。今
年，该镇特色种植面积已达1.5万亩，截至目前，
已产出180吨红花、6.5吨贝母、7.29吨黑加仑、
449.22吨草莓等，另有杏李、桃子、大蒜等特色
农作物正陆续采收。

泉子街镇党委委员、副镇长赵志鹏说：“我
们通过‘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带动
200 余户农户进行特色种植增收致富，成效显
著。同时，泉子街镇依托‘一山四谷’、车师古道
等特色旅游资源，大力推进农旅、文旅融合发
展，助推全镇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刘辉报道：8月14日
中午，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6号展馆昌
吉州形象展厅，记者看到，数十名施工
人员正在忙着搭建架子，安装软膜灯
箱、调试灯光，装饰灯具、制作展板，布
展各项工作有序进行中，展厅已现雏
形。届时，昌吉州将以最好的形象亮相
2023（中国）亚欧商品贸易博览会。

“昌吉州形象展厅面积达 576 平
方米，设计和装修围绕‘链上昌吉 融
入丝路’主题，通过彩色灯带、裸眼3D
等多媒体手段展示昌吉州重点产业
链。”昌吉州形象展厅施工负责人高丹
丹介绍，“我们 8 月 12 日进场开始搭
建，先后调集了50余名施工人员进入
展厅工作，目前布展进度已完成75%，
进入最后特装冲刺阶段。”

为充分展示昌吉州经济社会发展
成果、优势产业项目，吸引更多客商到昌
吉投资兴业，本届商博会，昌吉州组织了
能源、农产品食品、纺织品服装、机械装

备制造、文化旅游体育、数字化及高新技
术装备制造等行业近80家企业参展。
记者走访新疆国际会展中心1号、2号、
10号馆发现，昌吉州各参展企业都已开

始布展，他们立足实际，坚持突出特色、
优化布展方案、推进布展进度、强化展示
效果，争取在有限的场地充分展现各自
特色产品和高质量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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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吉州商博会形象展厅即将盛装登场

8月14日，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6号展馆内的昌吉州形象展厅，施工人员正
在加固不锈钢金属管。 本报记者 刘辉 摄

（上接03版）
在昌吉州大气污染防治指挥中

心，大气污染综合管控大数据平台系
统正发出一条企业超标排放警报。这
个系统与散布在全州的737套在线监
测设备、18个空气自动监测站、3台高
空瞭望机、385座微站相连，能够自动
识别污染并报警，让生态环境有了全
天候的“守卫者”。

昌吉州将环境监测全过程、全领域
纳入质量管理，形成覆盖布点、采样、现
场测试、样品制备、分析测试、数据传
输、评价和综合分析报告编制等全程质
量管理体系，建立防范监测数据弄虚作

假长效机制。“通过集监测、预警、巡查、
溯源、管控、评估于一体的智慧环保大
数据管理平台，全州一张监测网已经初
步形成，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现场处置环
境问题的能力。”昌吉州生态环境局党
组成员、副局长顾涛介绍说。

昌吉州依托大气污染防治精细化
管控平台，以“精准、精细、动态、闭环”
为标准，运用“日调度、周通报、旬预
警、月帮扶”模式，构建起“三级网格、
四级管理”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指挥体
系，协同促进大气污染治理责任有效
落实。

此外，昌吉州生态环境局推行“执

法+优质服务”，采取“全过程诊断、对
症下药、跟踪指导”方式，为企业提供
咨询服务，邀请行业专家开展助企纾
困补短板行动，切实解决突出环境问
题。同时将“轻微违法不予处罚”清单
制度等作为统筹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和严守生态环境底线措施。今年
以来，共对7家企业下发《免予行政处
罚决定书》，最大程度减少行政处罚给
企业在信用、融资和市场开拓等方面
带来的不利影响。

昌吉州守牢“生态环境质量只能
更好、不能变坏”的底线，用实干加巧
干把美好蓝图变成了现实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