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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日报库尔勒 3 月 27 日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王兴瑞 梁
立华 通讯员 张亚辉 刘新喆 袁
海军）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
兴水的重要论述和对新疆系列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围绕第三次中央
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
疆方略，奋力开创新疆水利工作新局
面，26日至27日，自治区党委书记马
兴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
席艾尔肯·吐尼亚孜，自治区党委副
书记、兵团政委李邑飞，自治区党委
副书记何忠友分别率队，深入塔里木
河流域各地，对流域水资源节约集约
高效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水
利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工作进
行调研。

塔里木河是我国最长的内陆河，流
域面积102万平方公里，覆盖南疆5个
地州 40 多个县市和兵团多个师市、团
场，是南疆地区的主要水源区、绿洲分
布区、经济发展区。两天时间里，马兴
瑞深入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实地调研
了塔里木河干流、台特玛湖、车尔臣河、
兵团第二师37团等地，艾尔肯·吐尼亚
孜先后来到喀什地区和阿克苏地区，
调研了叶尔羌河、阿克苏河重点河段
和水利枢纽、农业灌区等，李邑飞在
和田地区调研了喀拉喀什河、玉龙喀
什水利枢纽工程和乌鲁瓦提水利枢纽
工程等，何忠友在阿克苏地区和巴音
郭楞蒙古自治州调研了和田河、叶尔
羌河、阿克苏河交汇口以及渭干河灌
区、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等。调研期
间，马兴瑞、艾尔肯·吐尼亚孜等自
治区领导详细了解流域水资源开发利
用情况，听取水利事业发展、生态环

境保护等工作汇报；察看水利工程、
水库、河渠道等，了解水利设施建
设、水资源调剂和分配等情况；走进
湿地河滩、尾闾湖泊、防风固沙生态
工程等，了解生态输水、生态修复治
理等进展；深入农业灌区、节水示范
项目等，了解农业用水、工业用水、
城镇用水、生态用水等保障情况。

马兴瑞强调，水是新疆经济社会发
展的命脉。南疆地区水资源短缺且分
布不均，做好水利工作对于保障水安
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
改善民生、保持生态稳定性等具有十分

重大的意义。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
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方针，树立
系统观念，坚持流域区域科学统筹、开
源节流并重、短期长期兼顾，推动流域
水安全有效保障、水资源高效利用、水
生态明显改善；要统筹生产、生活、生态
用水，加强和优化水资源供给，提升水
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坚持节水优先，强
化水资源刚性约束，强化重大水利工程
项目建设，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
用；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保障河湖生态流量，加快河湖生态保护

修复和综合治理，推进防沙治沙，发展
生态产业，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
益相统一；要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强化
农田水利建设，夯实农田灌溉基础，稳
步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能力，大
力推进工业、城镇等领域合理用水、节
约用水；要压紧压实各级河湖长责任，
加强兵地协调联动、部门单位协同配
合，加强水利干部人才、科技基础等建
设，不断提高水利支撑区域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水平。

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哈丹·卡宾、孔
星隆等参加调研。

马兴瑞在塔里木河流域调研水利工作

进 一 步 提 升 水 治 理 体 系 和 治 理 能 力 水 平
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更高质量更可持续更为安全

艾尔肯·吐尼亚孜李邑飞何忠友分别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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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日报乌鲁木齐3月 27日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石鑫从自治区
发展改革委获悉：为全面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工作部署，进一步加强公
立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加快优质医疗
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近日，国
家发展改革委下达新疆2022年卫生健
康领域第二批中央预算内投资6.35亿

元，支持中山大学附属喀什医院、自
治区疾控中心，及部分边境地区疾控
中心、县级医院等15个项目建设。

本次投资计划聚焦 《“十四五”
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实施
方案》明确的任务要求，重点改善我
区边境地区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
实验室和检测救治设备条件，巩固提

升疫情防控救治能力，为满足人民群
众持续增长的健康需求提供基础保
障。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相关部
门严格落实投资计划执行和项目实施
属地监管责任，强化项目监督检查工
作力度，坚持按月调度，确保项目按
期完成年度建设内容。

新疆获今年卫生健康领域

第二批中央预算内投资6.35亿元

学 习 贯 彻 全 国 两 会 精 神

地区融媒讯 （记者 阿卜杜合
力力）连日来，地区掀起了学习贯彻全
国两会精神热潮。3 月 21 日，地区卫
健委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全国两
会精神，并部署近期卫健重点工作。
地区卫健委科级以上党员干部参加了
学习。

大家纷纷表示，要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进一步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
阻的精神状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以新的气象、新的作为撸起袖子加
油干，使两会精神成为推动地区卫健
事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以钉钉子

的精神全面抓好落实，开创地区卫健
事业发展新局面。

“今天单位组织我们学习了全国
两会精神 ，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很多涉
及到卫生健康工作的内容，使我深刻
感受到了党和国家对卫生健康工作的
高度重视。作为卫健系统的一名工作
人员，我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两会
精神，结合工作特点，认真做好全地区
妇女健康工作，为广大育龄妇女提供
优质服务，大力开展优生优育指导工
作，为提高地区出生人口素质提供技
术支撑，将党和国家的惠民政策落实、
落细。”地区计生指导站副站长赵丽霞
说。

地区卫健委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3月26日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王亚芸）26
日11时，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向新疆转办了第一批23件信访件。
其中，自治区18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5件。

首批转办自治区的信访件中，从
区域划分来看，涉及乌鲁木齐市14件、
阿勒泰地区1件、哈密市2件、吐鲁番
市1件。从污染类型来看，涉及大气类
5件、土壤类4件、生态类3件、噪音类3
件、水污染类2件、其他污染1件。全
部信访件已于当日交办相关地州市。

据了解，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要求，信访件的办理情况
须在10日内反馈到督察组，整改和处
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开。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五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期间（3 月 25
日—4 月 25 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991-6072038，受理时间为每天 10∶
00—22∶00。设立专门邮政信箱：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A161 号。
主要受理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
报。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3月 27日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王亚芸）3月
27日10时，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向新疆转办第二批信访件 31 件
（来电30件、来信1件），其中：自治区
27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4件。

据自治区保障第二轮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协调联络工作组工作人员
介绍，本批转办信访件涉及7个地州
市，分别为：乌鲁木齐市12件，占总
数的 44%；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4 件，

占总数的15%；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3件，占总数的11%；哈密市2件；喀
什地区 2 件；昌吉回族自治州 1 件；
阿克苏地区 3 件。从污染类型来看，
涉及大气、生态和其他污染类型最
多，分别占环境问题总数的 41%、
19%和19%。

至此，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转办新疆两批信访件共计54件，
其中自治区受理的信访件均已按程序
全部交至相关地州市办理。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 自 治 区 转 办 首 批 信 访 件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自治区转办第二批信访件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值班电话和邮箱

督察进驻时间：3月25日—4月25日

专门邮政信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A161号邮政信箱

专门值班电话：0991-6072038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每天10∶00—22∶00

3 月 19 日一大早，皮山县阔什塔
格镇克什拉克村村民麦麦提亚森·麦
麦提来到自家的杏园里，剪枝、嫁接、
防治病虫害。

“这些杏树现在是我们的‘发财
树’。”麦麦提亚森一边忙着，一边说。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驻皮山县
阔什塔格镇克什拉克村“访惠聚”工作
队队长、第一书记温志琪说，阔什塔格
镇斯木斯拉片区是皮山县杏子品质最
好的产地之一。克什拉克村位于该片
区，麦麦提亚森家有11亩杏树，虽然年
年都丰收，但杏子却卖不出好价钱。
2020 年，工作队了解情况后，引进企
业，借助电商，拓宽了杏子的销路。

乌鲁木齐医桥冷链物流有限公司负
责人刘成玉在皮山县调研后，决定帮助
村民成立皮山县良心果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把皮山的“明星杏”推向全国。

刘成玉通过冷链运输解决了杏子
“走出去”的难题，一方面利用电商平
台销售杏子，另一方面积极联系经销
商，把优质优价的杏子销往西安、上
海、广州、深圳等城市。杏子很受这些

城市消费者的青睐，2021 年合作社通
过“线上+线下”的方式销售 260 吨鲜
杏、100吨杏脯。

“2021年，我家光靠杏子就收入了
1.5 万元。”麦麦提亚森家曾经是贫困
户，合作社专门出台政策，脱贫户家中
杏子的收购价比一般户每公斤高出1
元，这让麦麦提亚森高兴不已。

合作社已在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
会的支持下，在乌鲁木齐建起了新康
乡村振兴农产品展览中心，等今年杏
子成熟后，将走进田间地头进行直播
销售。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宋卫国

□ 政策链接
2022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
工作的意见》指出，鼓励各地拓展农业
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重点发
展农产品加工、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
商等产业。实施“数商兴农”工程，推
进电子商务进乡村。促进农副产品直
播带货规范健康发展。

优质优价 皮山“明星杏”火起来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地区融媒讯 （记者 阿依努尔
艾克拜尔）“春分到，吉鸟报，昼夜平分
时光好；百花开，雨水少，春色满园关不
了。”3月25日，朗朗的歌谣声从墨玉县
第二小学教室中传出。

当天，北京援疆干部与和田市北京
海淀小学、墨玉县第二小学的学生一起
开展了“春分时节祈好运，民族团结一
家亲”的文化体验活动。

活动中，北京的“爸爸妈妈”走进课
堂，与孩子们一起学习二十四节气知
识。“爸爸妈妈”和孩子同唱二十四节气
歌，朗诵春分歌谣，并为孩子们讲述春
分节气的文化内涵和风俗，让孩子们更
好地感受和学习中华传统节日习俗。

在游戏环节中，“爸爸妈妈”和孩子
们翻花绳、推铁环，进行“春耕插秧”游
戏竞赛。大家你教我学、你争我赶，欢

声笑语不绝于耳，浓浓亲情温暖心
田。

“我的北京爸爸今天来跟我一起上
课、做游戏，我太高兴了！北京爸爸经
常关心我的生活和学习，还给我送礼
物，对我很好。我要努力学习，不辜负
爸爸的期望。”墨玉县第二小学学生热
则耶·阿卜力孜开心地说。

北京市援疆干部、墨玉县喀拉喀什
镇党委副书记韩菊说：“通过活动帮助
孩子理解和记忆二十四节气传统文化，
鼓励孩子珍惜时光、努力学习，非常有
意义。在交流互动中，与孩子们共同感
受浓浓深情，让我非常喜悦和感动。今
后我们将继续一如既往地用心、用情呵
护孩子们成长。”

北京市援疆教师、墨玉县第二小学
教师王海峰表示，进一步培养孩子爱
党、爱国、爱家的意识，使之成为有能
力、有魅力、有魄力的国家有用之材。

此次活动是北京援疆交往交流交
融品牌项目“我在北京有个家”的一项
重要内容，活动的持续开展使北京“爸
爸妈妈”和孩子们的心贴得更近。

北京爸爸妈妈与和田孩子开展文化体验活动

学 习 二 十 四 节 气 知 识

北京市援疆干部和同学们一起唱二十四节气歌。 地区融媒记者 阿依努尔摄

地区融媒讯 （记者 买合木
提 阿布力孜）3 月 25 日，地区文
化旅游招商宣传推介活动走进中
国雪都阿勒泰，盛情邀请阿勒泰人
民到大美和田旅游观光。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
春色。百里昆仑天路，万年神话长
廊……”推介会上，推介员李焕玲生
动介绍了和田特种旅游线路——昆
仑天路。昆仑天路连接策勒县的昆
仑山景区、喀山、亚门草原等，长约
156公里，面积约1500平方公里。沿
途有“九龙落昆仑”“艿头绝恋”“天地
睡佛”“国玉之源”等神迹传说，是和
田特种旅游的一张名片。

推介员现场推介和田各地特

色旅游，特别是地区重点打造的
“昆仑天路”、“和田·进藏第九线”
等十条特种旅游线路，吸引了现场
旅游企业代表关注。

“通过今天的推介，我加深了
对和田旅游线路的了解，以前我只
听说过昆仑天路，但没有详细了解
过，通过这次推介会有了新的认
识，以后我们打算把和田的所有精
品线路向全国宣传推介出去。”阿
勒泰地区大红鱼旅行社有限公司
法人、总经理杨春娥说。

推介会上，大美和田的旅游宣
传片让与会者享受了一场旅游视
觉盛宴，充分领略到了和田的民俗
风情和独特的旅游魅力，让大家更

直观、深入地了解和田得天独厚的
自然资源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

“和田的美食深深吸引了阿勒
泰人，我们作为阿勒泰的旅行社可
以利用这次机会组织阿勒泰人走
进和田，品尝和田的特色美食。”新
疆雪莲花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阿
勒泰分公司负责人侯志翔说。

活动过程中，两地与会人员进
行座谈交流，共商旅游发展计划，
共谋合作共赢新局面。双方文旅
局签署了《和田地区与阿勒泰地区
游客互送战略合作协议》。

在阿勒泰学习交流期间，和田
代表团一行对阿勒泰地区冰雪运
动项目进行考察学习。

和田文旅招商宣传推介走进阿勒泰
和田与阿勒泰将互送游客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阿不力米提）近日，投资8000
万元的新型蘑菇种植基地项
目落地洛浦县北京工业园区
北园区。

该项目通过发展特色产
业，加快洛浦县优质农产品结
构调整，提高园区周边农户收
入，用小蘑菇为当地群众撑起

“致富伞”。项目建设分三期进
行，计划于2025年全面竣工。

新疆新睿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郑峰然说：“公司
计划新建 337 座大棚，其中
287 个蘑菇大棚，50 个培育
棚。三期项目全面竣工后，我
公司将实现生产加工销售于
一体的完整农产品产业链，年
产值可达 3200 余万元，将为
本 地 提 供 200 多 个 就 业 岗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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