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要闻
2023年12月26日 星期二 编辑：张程程 版式：张程程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
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
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群众
在哪里，群众工作就做到哪里，这是
走好群众路线的基本要求。

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
我国网民规模达10.79亿人，互联网
普及率达76.4%。进入互联网时代，
网络已经成为我们开展群众工作的
主战场，网民已经成为我们走好群
众路线的主要工作对象。走好网上
群众路线也是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
必然要求。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社会治理
模式也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
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因此，
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应该是“双向奔
赴”。

走好网上群众路线，要做到“键
对键”。面对庞杂喧嚣的互联网世
界，要真正做到“群众的需求在哪里，
我们的工作就延伸到哪里”，考验的
可是真功夫，需要一双“雾里看花”
的慧眼。现实情况是一些领导干部
在面对各类网络信息时，“乱花渐欲
迷人眼”，看不到舆论背后的群众利
益诉求，甚至将网上舆论视为“洪水
猛兽”，要么束手无策、坐以待毙，要
么简单粗暴、一删了之，要么畏惧躲
闪、遮遮掩掩，应对迟缓、被动、老套，
直至被逼上“热搜”，很多原本可以
轻松化解的网上舆论危机，往往因
为一步错步步错而变得无法收拾，
最终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要想
走好网上群众路线，领导干部必须
要有“网感”，要经常上网看看，倾听

“诉求”中的民生，捕捉“吐槽”中的
民意，快速反应，积极回应，解疑释
惑，学会“键对键”交流互动。

走好网上群众路线，更要做到
“面对面”。人民群众是最实在的，他
们不但要听你说得如何，更要看你做
得如何。要知道，网上再热闹，回复
得再动听，也比不上为群众办好一件
实事。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持网上
网下同时下功夫，网上用心听民意，
网下用力解民忧，打通“最后一公里”，
走进“最远一家人”，和群众同坐一条
板凳，听民声、察民情、解民忧，确保
群众问题有人看、有人管、有人办，坚
持“网上事、网下办，网下智、网上聚”，
画好网上网下“同心圆”。

走好网上群众路线，最终要做
到“心连心”。要想做到与网络上的
群众“心有灵犀”，就要以网络为媒
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不光要“按
程序办完”，更要“以责任办结”“用
良心办好”，以群众满意为最高工作
标准。让越来越多的群众通过州长
信箱、市长信箱、县长信箱、政务微
信微博、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等平
台实现“掌”上监督、“线”上献策、

“网”上共治，为民造福，这也是走好
网上群众路线的初心。

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用
心用情用力走好新时代网上群众路
线，从“键对键”地回应，到“面对面”
地解决，再到“心连心”地服务，真正
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让
每一个反馈和答复都掷地有声，把
每一件小事都办得让群众心服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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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人敬雪，因为深知白雪是大自然
给予人类的馈赠；新疆人爱雪，每一片雪花
都有着光阴的深切告白；新疆人用雪，在莽
莽雪山中开山通路、架线联网，建起百余座
滑雪场，为全世界热爱冰雪运动的人们打
开一片新天地。

12 月 18 日至 12 月 24 日，在由中宣部
组织开展的“四季看新疆”之“追着雪花看
新疆”主题采访活动中，中央媒体、援疆省
市媒体和自治区媒体组成的全媒体报道团
队，分赴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乌鲁木齐市、
昌吉回族自治州、阿勒泰地区等地，开展行
进式报道，全方位、多视角呈现千里雪线上
的新疆新图景。

不是瑞士去不起 而是新疆雪

场更有性价比
大雪迎冬，一路上冰封大地，但将军山

国际滑雪度假区山顶青春逼人的落日派
对、丝绸之路山地度假区雪道尽头是泳池
的氛围感、风景如梦似幻的那拉提国际滑
雪场……雪场上一幅幅火热的冰雪图景，
让雪在人们心中开出透亮的花朵。

距离市区只有1.5公里的将军山国际
滑雪度假区，主打可玩性，雪场的服务配
套、酒吧餐吧和各种标识，都透露年轻人喜
欢的幽默。“来雪场的路上，很多横幅上写
着有意思的标语。我发现今年来将军山的
人不只是雪友了，还有很多纯玩的游客。”
广西雪友高磊连续3年来阿勒泰滑雪，今
年他的好几拨朋友都被将军山山顶夕阳蹦
迪的视频圈粉，纷至沓来。

火出圈的落日派对，由今年刚开业的
sunside餐厅举办，老板张龙和合作伙伴刘
雨都是新疆人，两人大胆提出将年轻人的
喜好与雪场景色融合，举办落日派对，这个
想法得到雪场的大力支持。每天要提前3
个半小时预热音箱，使用时要开吹风机，以
免雪落到发热的机器上融化损坏机器。就
这样，还是用坏了6个音箱，成本高但免费
开放的落日派对，迅速成为将军山“网红
IP”，连本地居民都愿专为派对买缆车票上
山。“大家都说不是瑞士去不起，而是新疆

雪场更有性价比。”张龙说。
与将军山的热烈不同，位于乌鲁木齐

县的丝绸之路山地度假区，将度假的松弛
感与冰雪运动完美结合，打造滑雪度假新
时尚。无边泳池、雪山高空达瓦孜、雪地露
营，充分满足游客多样化的冰雪度假需
求。“我们还将联合周边国家，开辟跨境滑
雪旅游度假线路，打造国际滑雪度假目的
地。”该度假区董事长李建宏说。

新疆地处“世界冰雪黄金纬度带”“中
国黄金雪域线”，新疆这条千里冰雪线，是
国内著名的冰雪资源富集地和冰雪旅游目
的地。特别是北京冬奥会后，新疆冰雪产
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实现冰雪场地14个
地州市全覆盖，并打造了阿勒泰市、乌鲁木
齐市南山、富蕴县可可托海3个国家级滑
雪旅游度假地。新疆各地的滑雪场，立足
资源禀赋，探索出各具特色的新发展路径，
成为新疆冰雪产业发展的引擎。

冰上校园嘉年华 人们纷纷吃

上旅游饭
雪山上的滑雪课、校园里的冰上嘉年

华……记者们走进新疆多所冰雪特色学校，
被孩子们的冰雪热情打动。新疆有93所学
校被评为“全国校园冰雪运动特色学校”，并
为国家队输送了多位冰雪项目的运动员。

新疆冰雪的影响力，从学校蔓延至山
村，参与冰雪旅游，成为农牧民增收的新途
径。此次采访阿勒泰线和伊犁线的记者
们，通过采访，让可可托海的牧羊人与那拉
提的养蜂女在这个冬天梦幻联动。

26 岁的巴扎尔别克·阿勒哈别克，曾
是富蕴县可可托海镇塔拉特村的牧民。滑
着毛皮滑雪板长大的他，5 年前来到可可
托海国际滑雪度假区上班，如今，他是一名
专业的雪场救援人员，每月收入4000元左
右。可可托海国际滑雪度假区带动210余
名像巴扎尔别克这样的农牧民就业，人均
年收入3.2万元。依托滑雪场，塔拉特村和
可可托海镇冬天热闹非凡，7000余人在雪
场周边就业。

家住新源县那拉提镇那拉提社区的马

桂平就是一名养蜂女，夏天追着百花跑，冬
天迎着雪花转。冬天，她经营一家民宿，民
宿里也销售蜂蜜，马桂平也常将小瓶蜂蜜
作为礼物送给客人。新源县现有民宿900
多家、宾馆100多家，全县直接从事旅游业
的有1.3万人，间接从事旅游业的7.1万人，
越来越多人吃上了“旅游饭”。

在新疆，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参与到冰
雪旅游、冰雪运动中，越来越多的人在雪场
周围开民宿、咖啡店、旅拍店，在冰雪中淘
金，也给新疆冰雪增添了无限活力。

新疆的滑雪场应该被世界更多

人看到
1万多年前的滑雪板长啥样？记者们

在阿勒泰市拉斯特乡拉斯特村找到了答
案。古老毛皮滑雪板由手工艺人纯手工制
作，共有选材、裁板等10道工序。纯手工
制作的古老毛皮滑雪板1000多元一副，不
少游客专门购买收藏。

“滑了这里的粉雪，爬过这里的雪山，
我终于理解为什么人类滑雪起源地在阿勒
泰。”俄罗斯籍教练玛丽娜·丹尼斯娃说，今
年她受邀来到阿勒泰将军山国际滑雪度假
区，培训当地的滑雪教练，“我想每一个热
爱滑雪的人，都会来这里看一看。阿勒泰
的滑雪场，应该被世界上更多的人看到。”

12月底，“自由滑雪界的天花板”FWT
自由式滑雪世界巡回赛首次落户中国，就
来到吉克普林滑雪场。与人工设置障碍场
地的自由式滑雪不同，FWT只在纯天然的
粉雪山坡开赛，这与新疆所拥有的世界顶
级粉雪资源高度契合，是对新疆优质冰雪
资源的高度肯定。这项比赛的灵魂就是让
比赛回归滑雪本来的面貌，这也和阿勒泰
人类滑雪起源地的冰雪文化不谋而合。

来参加第十七届新疆冬季旅游产业交
易博览会的携程集团副总裁张旭说，打造

“冰雪—文化—体育资源”联动发展模式，充
分挖掘新疆各区域冰雪文化特色，形成相对
独立品牌，加大宣传推介力度，“让‘中国雪
都’‘人类滑雪起源地’等品牌的影响力不断
扩大，中国冰雪旅游的下一站一定在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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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千里雪线新疆新图景
——“四季看新疆”之“追着雪花看新疆”主题采访活动综述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王晶晶

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应该
是“双向奔赴”

前11月新疆固投同比增长12.6%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12月24日讯 石
榴云/新疆日报记者石鑫报道：统计数据显
示，前11月，新疆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含
农户）同比增长 12.6%，增速高于全国 9.7
个百分点，居全国第4位。回望全年，新疆
固投增速持续位居全国前列，为经济发展
提供了有力支撑。

扩大有效投资，是应对外部环境不确
定性的关键之举。今年以来，新疆以更大
力度稳投资优结构，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夯
实基础。

自治区领导领衔服务推进重大项目建
设，并组织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推动一
大批标志性重大项目开工建设，营造大抓
项目、抓大项目的良好氛围，向全社会释放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信号，有效提
振信心、引导预期。

新疆落实区地县三级联动调度，充分

调动地（州、市）和行业部门“两个积极
性”，组织召开9次重大项目调度会议，集
中力量整合资源、查摆问题、攻坚破难，加
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努力提高投资完成
率，全力稳住行业投资和地方投资基本
盘。

“今年以来，新疆固投增速稳健排位
高。”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处处
长张永亮说。

1—11 月，新疆固投风力光伏发电项
目投资同比增长1.3倍；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34.6%；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27.9%。

今年，新疆牢牢牵住项目这个“牛鼻
子”，从项目切入、以项目带动、用项目支
撑，积极打造更多经济发展的增长极。

截至11月底，自治区重点项目按照实
物工作量累计完成投资3180亿元，同比增
长9.1个百分点，完成年计划的106%。哈

密—重庆±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
程、中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年
二期乙烯等97个重大项目新开工建设，淖
毛湖至将军庙新建铁路等41个重大项目
建成投产。

新能源项目加快实施，氢能产业加速
布局，构网型储能项目补上电网薄弱区域
短板……有效投资持续加码，发展动能强
劲充沛。

在要素保障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充
分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积极争取
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持续做好用地、环评、报建手续等方面的要
素保障。

今年，新疆还召开全区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大会，诚意满满激活民间投资
这一池活水，推动民间投资增添动力、释
放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