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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本报讯 记者杨雍报道：11月1日，
昌吉州“乐享消费·幸福昌吉”2023年秋
冬季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在昌吉市启动。
活动以政府补贴、企业让利的方式，发放
600万元财政补贴消费券，给予消费者让
利优惠，助推昌吉州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本次活动发放的补贴资金由自治区
财政和昌吉州财政各分担50%，实行限额
管理，发完即止。补贴对象为2023年1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 月 31 日期间，在昌吉
州内 38 家重点汽车销售企业，购买 9 座
以下乘用新车并办理非营运行驶证，且
单车价格在 8 至 30 万元之间的个人消
费者。

“汽车厂家给了5000元优惠，昌吉州
政府又给了5000元的补贴消费券，总共
省了10000元。”活动当天，昌吉市民罗森
在昌吉瑞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4S店
购买了一辆原价 12.88 万元的插电式混
动轿车，通过云闪付平台提交资料后，他

享受到了5000元的政府补贴消费券。
“在此期间，购买新车的客户不仅可

以享受到厂商年末给出的优惠，还可以
享受到昌吉州政府给出的4000元汽车消
费补贴券，能让消费者以最满意的价格
买到自己喜爱的新车，同时也能让我们
的汽车销量在年底有一个新的突破。”昌
吉市东风日产汇京昌盛专营店市场经理
柳叶说。

据了解，本次活动补贴标准为购置
车辆价格在 8 万元至 20 万元之间的，燃
油车每辆补贴4000元消费券，新能源车
每辆补贴5000元消费券；购置车辆价格
在20万元以上至30万元之间的，燃油车
每辆补贴5000元消费券，新能源车每辆
补贴6000元消费券。此次发放的消费券
面额100元，先领先得。2024年3月31日
前，申领的消费券可以在州内151家重点
商贸企业使用，消费满200元可使用一张
消费券抵扣100元，根据消费金额一次抵

扣一张或多张消费券。
“采用政府补贴扶持的政策，投入

600万元通过云闪付平台进行发放，消费
者购买新车即可分档享受4000元到6000
元不等的优惠券补贴，为消费者带来真
正的购车优惠，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
大消费补贴的活动力度，推动消费市场
保持持续火热的氛围。”昌吉州商务局消
费促进和电子商务科干部郑忠楠说。

今年以来，昌吉州聚焦汽车类大宗
商品，落实区、州汽车促消费和汽车下乡
政策，开展昌吉州“新春惠民消费季·汽
车消费嘉年华”活动，累计政策性刺激销
售汽车1072辆，带动消费1.42亿元。围
绕“一车一油”政策，开展惠民消费促进
周及惠民补贴汽车嘉年华促消费活动，
以购买新车补贴现金及加油券的方式，
累计发放消费补贴351万元，促进汽车交
易1181辆，拉动消费1.65亿元，联动促进
成品油销售177.5万元。

本报讯 记者喻兰、通讯员苏新利
报道：10 月 28 日，昌吉州计划生育协会
（以下简称：昌吉州计生协）举办了家庭
健康指导员培训班。

培训班邀请了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研究
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首席
科学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田本
淳教授等一行6人授课，他们也是《中国计
生协家庭健康指导员培训教材》编写组成
员。经全州7个县市卫健委、计生协推荐选
拔出的100名家庭健康指导员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为期2天，培训内容包括家

庭健康指导员的工作目标和基本素质要
求及如何开展群众性的健康活动、居家
卫生指导、慢性病防控指导、婴幼儿保健
指导、生殖健康指导、心理健康与家庭和
谐指导等内容。

建设家庭健康指导员队伍是构建家
庭健康服务体系、提升基层健康服务水
平的关键环节，也是促进家庭发展，落实
家庭健康促进行动的重要支撑。家庭健
康指导员承担传播健康理念、普及健康
知识、倡导健康行为、传授健康技能、开
展健康服务、提供生育咨询、指导群众建

设健康家庭、组织引导群众参与各种健
康促进主题活动等任务。村（社区）干部
或群众中具有一定卫生健康知识、广受
认可，能独立承担指导工作的人员被优
先选拔为家庭健康指导员。

昌吉州计生协秘书长苏小燕告诉记
者，今年以来，昌吉州把加快推进家庭健康
指导员队伍建设作为增进人民福祉的惠民
工程来抓，截至目前，全州共有家庭健康服
务中心阵地7所，家庭健康指导员师资队
伍8支，师资人数41名，全州共有家庭健康
指导员1368名，覆盖604个村（社区）。

本报讯 记者李柏林报道：11 月 2
日上午，昌吉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共同
为昌吉市奥斯卡影城东方店退役军人服
务驿站揭牌。今后，全州34000多名持有
退役军人优待证，或烈士、因公牺牲军
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的均可以享受
优惠观影服务。

“为退役军人观影提供优惠政策，通
过这种方式把退役军人组织起来，彰显

了社会对退役军人的尊崇和关爱。”昌吉
市退役军人武恩来说。

据了解，今后持有退役军人优待证
和相关证件的优待人员到昌吉市奥斯卡
影城东方店观影，可以根据当期优惠活
动内容不同，享受到会员19.9元至45元
不等的优惠票，同行的退役军人家属同
样可享受会员价观影，每位退役军人每
次可携带两名家属享受同价观影，昌吉

市奥斯卡影城东方店还会每年组织一场
退役军人免费观影活动。

据了解，这是继昌吉市推出退役军
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免费乘坐公交车后，
又一家民营企业为退役军人提供的优抚
政策。

当日，参加揭牌仪式的退役军人和
其他优抚对象免费观看了电影《志愿军：
雄兵出击》。

深秋时节，叶尔羌河流域的新
疆喀什地区莎车县开始出现霜冻天
气。李德阳和工人守着炉窑，把废
弃的木料和果树枝条烧制成一根根
木炭。

一口四川口音的李德阳，在莎车
县白什坎特镇明园村已生活多年。十
年前，他在村里建起了简易的锯木厂，
本村及周边村乡亲们盖房子、建棚圈、
做家具，来这里锯木头很方便。随着
家家户户生活条件的改善，房屋里摆
设的多是现代化家具，李德阳决定
转型。

“锯木厂堆放的下脚料太多，果园
里每年会修剪大量树枝，这些下脚料
和树枝既占地方又有火灾隐患。听说
安徽六安的机制木炭产业做得不错，
2019年我就跑过去考察。”10月15日，
李德阳讲起了当初决定制作木炭的
初衷。

把废弃的木料和果树枝条加工成
粗细均匀的成品炭，不是件容易事。
李德阳引进设备，建起炉窑，将废料粉
碎后通过热压设备制成成型炭棒，再
把成型炭棒放入炉窑烧制。“炭棒做不
好，烧出来的炭也不好。好的炭棒装
载机都压不烂，所以，烧制前的每个环
节也很重要。”李德阳说。

烧制一炉木炭需要五至七天时
间，封上窑门开始加温后，只能通过窑
顶温度计掌握火候。李德阳摸索了两
个多月，终于掌握了烧炭技术，烧制的
成品炭源源不断销往乌鲁木齐等地。
村民看到李德阳在变废为宝，一些年
轻人带着好奇心来当学徒，他们在家
门口实现就业的同时，又学了一门
手艺。

2019 年，在村“两委”的帮助下，
李德阳牵头成立了莎车县德森木材加
工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社建有 28
个炉窑，年产木炭约100吨，带动本村
及周边村 20 余名年轻人就业。来自
白什坎特镇铁热克阿恰勒村的艾合买
提·喀斯木说，他现在一个月能拿
4000 元工资，等完全掌握技术后，一
个月能拿到6000元。

合作社生产的果木炭和机制炭，
因为燃烧时无烟无味，被餐厅或家庭
订购用来做烤鸭、烤肉或火锅燃料，木
炭碎屑被蚊香加工厂收购用作炭粉原
料。随着各地餐饮业的发展和人们环
保意识的不断增强，合作社接到的疆
外订单也多了起来。

记者了解到，莎车县有不少乡
村锯木厂，林果种植面积达 136 万
亩，用于制作木炭的原材料非常充
足。现在，其他一些锯木厂也在尝
试把废弃木料和果树枝条烧制成木
炭，木炭加工正成为当地一项新兴
产业。

今年，李德阳的儿子李君高大学
毕业后，返乡帮父亲创业，希望把村里
生产的木炭做成品牌，带动家乡更多
农民增收。“我们在继续扩大生产规模
的同时，通过技术升级研发多样化的
产品，让绿色环保、实用便利的木炭走
进千家万户。”李君高说。

来源：石榴云/新疆日报

10月27日，昌吉市二六工镇
幸福村蔬菜种植基地，该镇乡村
振兴办工作人员察看辣椒长势。

据了解，昌吉市二六工镇幸
福村共有58座蔬菜大棚，主要以
种植辣椒、西红柿为主。连日来，
二六工镇乡村振兴办工作人员深
入种植基地，实地察看蔬菜品种
及长势，帮助种植户积极联系销
路，做好产销对接，促进种植户增
收。

本报记者 付小芳 摄

莎车：

变废为宝

木炭产品订单不断

秋冬季购车，区州财政给补贴
600万元消费券支持消费者购买燃油车新能源车

州计生协开展家庭健康指导员培训

昌吉市奥斯卡影城东方店退役军人服务驿站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