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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春送福下基层 翰墨飘香添年味
吉木萨尔县人大积极回应基层意见建议

民声有回应 良言成良策

玛纳斯县

14552户群众过上“绿色暖冬”

本报讯 通讯员王统林、陈思颖报
道：2023年，吉木萨尔县人大常委会不
断拓宽联系渠道，围绕人大代表提出的
意见建议，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真正让
代表满意、群众受益。

吉木萨尔县三台镇东地村 5 个村
民小组部分巷道没有硬化，春季积雪
融化和下大雨，易造成道路泥泞，行人
出行困难。为解决巷道硬化问题，吉木

萨尔县人大代表结合收集到的社情民
意，协调相关部门对东地村共计 6 公
里的巷道进行了道路硬化，有效解决
了村民出行难问题。东地村村民骆霞
说：“以前村上的巷道都是土路，尤其
是下雨天，出行不方便。现在村上巷道
全部硬化了，门前都是柏油路，行人出
行方便，感谢人大代表给我们办的这
些好事。”

一件件来自基层的意见建议，凝聚
着代表们的智慧和心血，承载了群众的
热切期盼。

吉木萨尔县老台乡二工河村有耕
地7000多亩，地势坡度较大，近些年因
水资源短缺、水土流失等问题，制约了
该村种植业的发展。为寻找解决问题
方法，相关部门进行了实地调研，村干
部带领村民外出参观学习，决定采用滴

灌进行耕地灌溉，实现水的精准分配，
促进种植业发展。去年7月，该村2115
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开工建设，目前
沉砂池、管道工程已建成，预计今年 4
月投入使用。

老台乡二工河村党总支书记张仁
兵说：“项目投入使用后，不仅省水省时
省力，还能有效防止水土流失，为农业
增产增收提供保障。”

本报讯 通讯员张德峰报道：1 月
13日，走进吉木萨尔县二工镇东沟村村
民李典春的鸽舍，只见鸽子或是三五成
群啄食，或是在庭院中来回飞舞……李
典春将鸽食放到鸽舍旁后，它们闹得更
欢了。

“别小看这些鸽子，它们让我家的

生活越过越有滋味。”李典春说，他以前
养了几十羽鸽子，但并没有把养鸽子当
作经济收入来源。直到前几年，吉木萨
尔县二工镇多方宣传，引导群众养鸽致
富，他才有了扩大养殖规模增加收入的
想法。

2023 年，李典春家的鸽子从几十

羽发展到了两百余羽，不仅有肉鸽，还
有观赏鸽，一羽鸽子的卖价在 50 元至
100 元不等，仅售卖鸽子一项就实现了
每年增收 1 万元。他还在农闲时制作鸽
哨，每只鸽哨能卖大概 35 元。“我会继
续扩大养殖规模，实现稳定增收。”李典
春说。

据了解，吉木萨尔县二工镇把特色
养鸽作为农民增收致富的一个重要途
径，充分挖掘肉鸽养殖产业潜力，带动
群众开展规模化、产业化养殖，推动乡
村特色产业发展，不断拓宽农民增收致
富渠道。截至目前，该镇共养殖鸽子约
20000羽。

本报讯 通讯员赵浪浪报道：1
月17日，州图书馆联合吉木萨尔县北
庭路社区举办了“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送春联活动，为居民送
上满满的祝福。

活动现场，一片喜庆洋洋的节日
气氛，居民纷纷前来挑选自己心仪的
对联。在居民挑选对联的时候，工作
人员还向居民发放安全生产、防电信
诈骗等方面的宣传手册。“今天，我
挑选到了心仪的春联。这个活动让我
们感受到了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和
浓浓的节日气息。”居民张天英说。

吉木萨尔县北庭路社区党总支
书记冉爱说：“我们在社区开展迎新
春送春联活动，为辖区的居民代表、
困难群众和党员代表送春联、送祝
福，共同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
居民送上新春的祝福。”

本次活动共送出春联和福字 50
多份。这些春联为居民送去新年的祝
福，让他们深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
怀。昌吉州图书馆馆长李秀琴说：“我
们已经连续三年为各县市的居民送
春联和福字了，希望这些春联和福字
能为居民带去新春的祝福。”

本报讯 通讯员赵浪浪报道：为
进一步增强妇女法治观念，提高她们
的维权能力，近日，吉木萨尔县妇联
与吉木萨尔县北庭路社区举办了“关
爱婚姻家庭 普法宣传进社区”法律
宣传讲座。

讲座中，专家围绕婚姻家庭纠
纷、离婚损害赔偿、离婚冷静期、子女
抚养等与婚姻家庭相关的问题，结合

真实案例，为现场妇女进行了细致讲
解，引导大家树立正确的婚姻家庭观
念，通过合法途径解决婚姻家庭矛盾
纠纷，建设和谐家庭。活动中还设置
了夫妻共同财产知识问答环节，专家
与现场居民进行了互动。

此次普法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
了妇女的法律意识，提高了她们的法
律素质和维权能力。

本报讯 通讯员张海洋、王富
全、张伟继报道：2023年，玛纳斯县投
资 2.85 亿元积极推动清洁取暖改造
项目建设，全县14552 户群众用上了
清洁能源，过上了“绿色暖冬”。

走进包家店镇皇宫村村民樊金
云家，只见屋内干净整洁，感觉暖意
融融。2023年村里实施了天然气入户
项目，樊金云家通上了天然气。“家
里通了天然气，我们用起来非常方
便，不用提煤、架火，也不用往外揽
灰，家里环境卫生状况好多了。”樊金
云高兴地对笔者说。

2023年，包家店镇扎实推进冬季
清洁取暖改造项目建设，累计完成清
洁取暖改造629户，其中，投入293.37
万元实施了6个行政村的电力基础设
施提升改造项目，完成“煤改电”清洁
取暖400多户；争取项目资金1150万
元，实施完成黑梁湾村、柴场村、皇宫
村天然气管网10.9公里，目前已接入
天然气129户。

包家店镇副镇长阿地江·哈来勒
说：“今年，我们将继续实施清洁取暖

改造建设项目，预计在 6 月底前全面
完成天然气入户改造。”

北五岔镇也扎实推进清洁取暖
改造工作，截至目前，全镇共完成清
洁取暖改造 1264 户，其中“煤改电”
915户，“煤改气”349户，完成外墙保
温改造 319 户，村民们不仅住上了热
房子，冬季取暖开销也明显降低。该
镇沙窝道村村民杨仕江说：“完成清
洁取暖改造后，我家房子变干净了，
也变热了，费用比以前烧煤要节省一
半。”

今年，玛纳斯县将持续把清洁取
暖改造建设项目作为重要的民生工程
和可持续发展工程，因地制宜推进改
造进程，同时，做好已安装设备调试运
行、温度检测、沟通回访等跟进服务，
努力实现群众“房暖”、城市“天蓝”。

玛纳斯县住建局党组副书记、局
长包成忠表示：“2024年，我们将紧抓
政策机遇，周密部署，认真谋划，积极
推进清洁取暖改造项目建设‘煤改电
’‘煤改气’等惠民工程，让玛纳斯的
天更蓝、水更清。”

本报讯 通讯员朱文斌、王富全报
道：1月16日，笔者走进玛纳斯县包家店
镇冬麦地村滴灌带厂生产车间，看到工
人们正抓住冬季低温适宜塑料制品生
产的有利时机，开足马力加紧生产滴灌
带、水带和农用地膜，全力保障开春农
业生产物资需求。

新疆农乐苑塑业有限公司生产办
主任雷建华说：“我们从2023年11月中
旬开始生产，一直持续到今年3月底，计
划生产滴灌带 8 万卷。今年我们新增了
800 吨加厚地膜生产计划，预计总产值
将超过2200万元。”

冬麦地村耕地资源丰富，人均18亩耕
地，过去村集体经济主要来源就是土地发

包，受市场影响收入不稳定。2020年，冬麦
地村牵头联合附近6个村投资建设滴灌带
厂，不仅保障了全镇18万亩耕地春耕生产
物资需求，还解决了70多人的就业问题。

新疆农乐苑塑业有限公司员工杨
军说：“我在滴灌带厂打工，包吃包住，
一个月工资 7000 元。在这里工作离家
近，活也不累，在‘家门口’能找到这样
合适的工作，我挺满意的。”

由于农资市场行情好，滴灌带厂投
产当年就实现了盈利。2022年，冬麦地村
村集体经济年收入首次超过1000万元，
成为玛纳斯县首个超千万元村。村集体
赚钱了，村里把赚来的钱30%留用公益
金，30%留用厂子的风险抵押金，40%分

给村民。这两年，村里的公益金主要用于
美丽乡村建设和人居环境整治，为村民
营造了更加舒适、健康的生活环境。

包家店镇冬麦地村村干部梁学强
说：“去年我们村集体经济出资 330 万
元，给村民修了围墙、通了下水、改造了
厕所，让大家都得到了实惠。”

在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时，冬麦地
村还利用邻近大型企业生活区的优势进
行投资，为村里年轻人创业提供场地。

包家店镇冬麦地村村民陆志鸿说：
“我开了一家农资店，还有一家超市，收
入挺不错的，去年纯利润在120万元左
右，今年计划在农资和液体肥销售方面
加把劲，预计纯收入能达到150万元。”

目前，通过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
验，玛纳斯县年收入超100万元的集体
经济强村达到 38 个，像冬麦地村一样
年营收超千万元的样板村有 2 个。如
今，冬麦地村正按照“千万工程”的要
求，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路径，让
村里“颜值”更靓、农民“腰包”更鼓。

梁学强说：“今年，我们冬麦地村要
按照‘一产深耕、二产做强、三产提升’的
思路，继续打造高标准优质棉种植基地，
拓展滴灌带厂销售市场，提升物业公司
服务水平，形成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全
业态发展格局，进一步增加村集体经济
收入，带动大家增收致富，继续完善基础
设施，不断升大家的生活质量。”

本报讯 通讯员瓦力斯江·乌马尔江、
周宣辰报道：入冬以来，玛纳斯国家湿地公
园陆续迎来了600多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大天鹅在此越冬。1月16日，湿地管护员在
监测时发现环志编号为1T11号和173号
的天鹅，其中，1T11号的环志天鹅已连续
11年到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越冬。

在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天鹅缘景
区，600 多只大天鹅聚集在一起栖息觅
食。在众多天鹅中，颈部佩戴 1T11 号、
173号环志的天鹅格外引人注目。

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管护队
队长刘永军说：“我们2022年2月给173
号天鹅佩戴了环志和跟踪器，在玛纳斯
国家湿地公园放飞，它已连续两年到这
里越冬，这就证明我们湿地环境适宜天
鹅栖息越冬。”

据了解，2011 年夏天，国际鸟类研
究员在蒙古国西部为101只大天鹅戴上
1T系列环志并放飞，1T11号环志大天
鹅就在其中，玛纳斯县首次发现 1T11
号天鹅是2013年。

刘永军说：“我们将加大巡护管护力
度，确保大天鹅在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
有充足的食物来源和安全的栖息环境。”

北五岔镇沙窝道村村民杨仕江家进行了清洁取暖“煤改电”改造，新安装了
电采暖设施。 □张海洋摄

一产深耕 二产做强 三产提升

玛纳斯县首个“千万元村”是这样炼成的

这只大天鹅连续11年在玛纳斯湿地安全越冬

这只颈部佩戴1T11号环志的天鹅已连续11年到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越冬。 □瓦力斯江·乌马尔江摄

普法宣传进社区 居民共建和谐家

“科技之冬”进乡村“传经送宝”促增收

本报讯 通讯员胡雅榕报道：近
日，吉木萨尔县林业和草原综合行政
执法大队在二工镇东台子村举办了
林果实用技术培训，扎实开展好今冬
明春“科技之冬”活动，推进优质科技
资源进乡村。

此次培训邀请昌吉州林业和草原
局、新疆博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专
家进行授课，将课堂培训与田间现场
指导相结合，对全县各级林草技术人
员、林果种植户进行大果沙棘、肉苁
蓉、苹果、文冠果等经济林栽培及病虫
害防控技术、林果提质增效项目申报
等方面的培训。专家面对面对他们进
行指导，把特色林果科技成果送到田
间地头。

三台镇潘家台子村村民王军说：
“这次培训很实用，我会把学到的栽
培、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运用到生产中，
按照老师讲的技术要点和方法管护苹
果园。”

据了解，吉木萨尔县林业和草原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科技之冬”林果
实用技术培训为期 4 天。吉木萨尔县
林业和草原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党组
书记徐春林说：“今年‘科技之冬’培
训的主题是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助力
乡村振兴。我们将充分发挥林果提质
增效专家服务团队的作用，选派林果
技术骨干深入田间地头，面对面指导
村民做好果园管理，为农民增产增收

‘传经送宝’。”

发展肉鸽特色养殖 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本报讯 通讯员陈贤报道：1 月 11
日，吉木萨尔县吉木萨尔镇人民路社区
开展“石榴籽小课堂”系列活动，引导和
帮助孩子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假期。

此次“石榴籽小课堂”主要针对社
区 6—15 岁的孩子，课程设置以“室
内+室外”“常规课程+特色课程”的形
式开办。除课业辅导外，结合孩子们的
身心特点及兴趣爱好，该小课堂还开
设了国学、心理健康教育、交通安全主
题教育等课程，教育引导孩子们在学
校和生活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世界
观，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和社交能力。

“到这里来上课我很开心，不但能学到
知识，还能交到好朋友。”学生阿依
夏说。

社区居民祁翠萍说：“社区开设了
‘石榴籽小课堂’，让我孙女假期有地方
学习知识，希望社区每年假期都开设这
个小课堂。”

人民路社区还将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丰富“石榴籽
小课堂”课堂内容和形式，打造社区少
年儿童参与课外实践、健康成长的活动
平台，让辖区各族少年儿童学在一起、
玩在一起，全面促进他们健康成长。

人民路社区

“石榴籽小课堂”开课啦

1月13日，人民路社区“石榴籽小课堂”老师教孩子写毛笔字。 □陈贤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