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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玉县推进城市品质提档升级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乃比江）

日前，笔者走进墨玉县老城区，富有特
色的建筑修葺一新，统一的浅赭色外墙
整洁、漂亮。老城区居民古丽米拉·吐
尔逊在门前和邻居聊天，她身后的家窗
明几净。“这里曾经是棚户区，住房和商
铺大多是笆子房，道路狭窄。如今这里
大变样，告别了‘脏乱差’，迎来了‘洁净
美’，衷心感谢党的惠民政策！”古丽米
拉说。

粉刷一新的墙体，沥青铺设的路
面，排布有序的入户管线，生机勃勃的
绿植花草……2021 年以来，墨玉县对
城区 18 个老旧小区进行升级改造，惠
及居民2000余户。

“我在小区住了 20 多年，现在和
改造前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家住墨
玉县其乃巴格街道其乃巴格社区城市
花园的居民木扎帕尔·乌拉木点赞老
旧小区改造工程：“改造前，我们这里
各种设施年久失修，相当破旧。改造
后，楼梯、道路焕然一新，燃气管道
通到每家每户，就像住进了一个新小

区。”
改造老旧小区，提升居民生活品

质，是墨玉县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
一大举措。近年来，墨玉县在中心城市

建设上下足功夫，把为民建城作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聚焦解决群众出行难、停
车难、上学难、就医难、买菜难等问题，
大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补齐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板，不断优化城市环
境和提升城市品质，人民群众的满意
度、获得感显著提高。

墨玉县对老城区房屋进行了加固
改造，统一房屋外立面风格和色调。改
造方案不仅完善了供水、排水、电力、天
然气、光电网络等基础设施，提升了群
众居住品质，还将保护街区历史风貌和
促进旅游、餐饮业发展相结合，使老城
区焕发出新活力。“以前住的房子条件
不好，昏暗且通风差，自己也没有钱盖
房子。在党的惠民政策帮扶下，现在有
了安居房，通水、通电、通厕，房内条件
特别好，我们一家人过得很幸福。”70
岁的老人穆萨·巴拉提感慨地说。

民生之事关乎全局，城市品质影响
未来。近年来，墨玉县以“绣花功夫”不
断提升城市承载能力，全力推动高质量
发展，积极打造旅游城市和宜居宜业新
城，道路“颜值”明显提高，街头绿地变
身成为居民家门口的休闲地，城市宜居
品质和宜居内涵不断提升，在墨玉大地
上绘就一幅幅崭新画卷。

墨玉县城夜景。 地区融媒通讯员 乃比江摄

喜 气 洋 洋 迎 春 节
地区融媒讯 （记者 张雅

芝 阿迪拉）春节临近，年味渐
浓。1月9日，在和田市团结广场，
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布置迎新春的
各种景观。一串串喜庆的红灯笼、
一束束鲜艳的仿真花枝，处处洋溢
着欢乐喜庆的节日氛围。

和田市园林局分队队长图
尔荪江·图尔荪托合提说，为了
迎接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和田
市16个安全道、6个小公园，都以
悬挂灯笼、仿真花枝等为基调，
对灯杆、树木、绿篱等进行装
饰。目前已有320名职工参与到
此项工作中。

在团城景区，各个商铺前都悬
挂起了红灯笼，使冬日里的团城呈
现出一派喜气洋洋的节日景象。

“我三天前就把灯笼挂起来
了，灯笼一挂，年味也就越来越
浓了，很期待春节的到来。”商铺
老板吐尼沙·阿卜杜格尼说。

市民王女士家住团城景区
附近，每天她都会去团城散步，
这几天她惊喜地发现团城已是
红彤彤一片。“大红的灯笼挂起
来，整条街都跟着喜庆起来。现
在就盼着下场雪，到时候白雪、
红灯笼相互映衬，一定非常漂
亮！”王女士说。 团结广场挂满红灯笼团结广场挂满红灯笼，，一派喜庆祥和的节日景象一派喜庆祥和的节日景象。。地区融媒记者地区融媒记者 张雅芝张雅芝摄摄

地区融媒讯 （记者 崔永军 张雅芝）“老
板，刚出炉的热馕给我拿五个。”“好的，马上给你
装。”

1月6日，在位于和田市古再丽市场的“我喜
欢”打馕店前，买馕的顾客络绎不绝，老板居买尼
亚孜·沙迪克一边在馕坑前打馕，一边为顾客服
务，忙得不亦乐乎。

居买尼亚孜是墨玉县人，从事打馕行业已经
7年了。7年前，居买尼亚孜还是一位地地道道
的农民，收入主要来自家里几亩地的小麦和玉
米，日子过得紧紧巴巴。“那时候就想自己干点什
么，多挣点钱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在认真考察、思考之后，居买尼亚孜决定开
一家打馕店，因为精湛的制馕手艺以及独特的风
味，他所制作的馕深受顾客的喜爱。如今，居买
尼亚孜一天就能卖出400多个馕，每天的收入在
2000元左右。收入高了，居买尼亚孜一家人的生
活水平也提高不少。“现在房子、汽车都有了，孩
子也在和田市上学，日子过得是越来越好。”

通过就业改变生活的还有阿拉努尔·阿布都卡
迪尔。阿拉努尔今年35岁，以前因要照顾父母和孩
子，无法外出就业，只能靠丈夫一人打零工挣钱。
2021年年末，阿拉努尔将自己一直以来想创业的想
法告诉了家人，得到了家人的大力支持。2022年年
初，阿拉努尔的“活泼洗车店”正式开业了。

从店面选址再到装修，以及后续的其他问
题，阿拉努尔亲力亲为，她很珍惜自己的这家小
店，虽然只有60平方米，但其中承载着她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拥有了自己的洗车店，我很开心，
我会努力将洗车店经营得更好。”

如今，因为热情周到的服务以及实惠的价
格，阿拉努尔的洗车店生意越来越好，她每天早
早来到店里，很晚才回家，但阿拉努尔觉得每天
都很充实，她也乐在其中。“虽然很辛苦，但我很
开心，现在每天店里多的时候可以洗40辆车，少
的时候可以洗20多辆，平均每天的收入大概在
800元左右，口袋越来越鼓，日子也越来越好。”
阿拉努尔开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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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融媒讯 （记者 张亚辉
阿布力孜）冬季是常见呼吸道传染
病高发季节，存在新冠病毒感染与
呼吸道传染病流行叠加的风险。1
月 9 日，记者来到地区人民医院总
院区，在医院入口处、门诊部、急诊
医学科、药房等地，患者自觉佩戴口
罩，排队登记信息、挂号、打印报告、
取药，有序就诊。

由于冬季气温较低，医院的呼
吸与危重医学科门诊里有不少因冬
季感冒发烧的患者前来就诊。地区
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医学一科医师
杨旭东告诉记者，近期呼吸门诊患
者呈上升趋势，每天有50多名患者
前来就诊，重症病人居多，结合病人
实际情况，安排药物治疗或者住院
治疗。

杨旭东提醒广大群众要做好以
下几点防护：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
平时在家多开窗通风，适量运动，避
免熬夜，保持充足休息；保持良好的
饮食卫生习惯，多吃蔬菜水果，多喝
水；养成勤洗手、戴口罩等卫生习惯
和生活方式，科学做好个人防护，出
现呼吸道症状时应及时就医。

在地区人民医院总院区急诊医
学科，医护人员正在通过心电监护
仪等精密设备进行二级预检分诊，
快速安排床位，确保危重病人能够
及时就医。

和田市居民阿卜杜拉·玉苏普
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由于天气
寒冷、空气干燥等因素，自身病情加
重，出现呼吸衰竭等症状，1月7日
10 时，在孩子的陪同下，来到急诊
医学科就诊。急诊医学科医生根据
阿卜杜拉的症状，立即给予无创呼

吸机辅助呼吸，并辅助相关药物治疗，经过2天的紧急诊治，
阿卜杜拉病情趋于稳定。

地区人民医院总院区急诊医学科主任排孜来提·阿布力
孜表示，急诊医学科共有87张床位，目前处于全负荷运行状
态，通过危重症急诊治疗、轻中症转诊、相关科室支援等措施，
可以满足患者急诊需求。

“近期，地区人民医院日均接诊量达到1700人次，住院人
数达1600人次，均处于高位运行状态，但接诊量和住院数均
未达到最大承载量。下一步，地区人民医院将科学统筹医疗
资源，发挥好医联体、医共体作用，通过上下联动、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等机制，做好分级诊疗工作，切实满足群众就诊需
求，全力以赴守护各族群众身体健康。”地区人民医院副院长
艾尼玩·阿布都热依木说。

就 业 改 变 生 活

养老助餐点增强老人幸福感
地区融媒讯 （记者 阿依努尔 通讯员

潘奇）“现在到点就能吃上热饭，每天饭菜不重
样，营养均衡，非常适合我们老人吃。在党和政
府的关怀下，我们的晚年生活很幸福。”1月9日，
正在和田市吐沙拉镇加拉勒巴格村养老助餐点
用餐的老人阿卜杜拉·如孜满脸幸福地告诉记
者。

当天中午，阿卜杜拉和村里的几位老人一道
走进村里的养老助餐点，很快，香喷喷的饺子就
端上了餐桌，暖心又暖胃。

阿卜杜拉是吐沙拉镇加拉勒巴格村村民，儿
女不在身边，老伴已去世，年纪大了，腿脚不方
便，吃饭也成了问题。自2022年1月村里建成养
老助餐点后，他再也不用为吃饭发愁了。

加拉勒巴格村养老助餐点占地面积80平方
米，可容纳20余人同时就餐和活动。助餐点根

据老人就餐需求和实际，推出符合老人口味的食
谱，食谱包括抓饭、拉面、馄饨、汤饭、米饭、饺子
等，饭后还提供水果，让老人吃得更舒心。

除了提供老人用餐之外，助餐点还为老人提
供一些常规的健康检查，帮助老人测量血压、发
放常用药物等，为老人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政府为我们考虑得太周到了，不仅提供这
么好的免费饭菜，还经常为我们检查身体，把我
们照顾得非常好，真是太幸福了。”加拉勒巴格村
老人图妮萨罕·喀斯木尼亚孜开心地说。

据了解，和田市吐沙拉镇目前有7个养老助
餐点方便老年人用餐，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下一步，我们将争取更多资金，实现村村有
助餐点，扩大养老助餐点的规模和职能，让辖区
老人的晚年生活更加幸福，不断提升他们的获得
感。”吐沙拉镇党委书记叶飞说。

新冠病毒感染调整为“乙类乙管”后

患者该如何合理科学就医及进行医疗报销？

新冠病毒感染已于 1 月 8 日起由
“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这是
我国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的一次重大调
整，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调整到“乙类
乙管”以后，医疗机构将承担哪些职
责？如何做到分级分类收治患者？新
冠感染者如何合理就医？新冠感染者
如何进行报销？就此，记者采访了地
区人民医院医务部副主任董滔和医疗
保险办公室工作人员李万雄。

记者：调整到“乙类乙管”后，医
疗机构将承担哪些职责？

董滔：现在各级医疗机构都要收
治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患者，按照
患者诊疗需求采取分级分类收治。
地区人民医院目前不再以患者核酸
阴性或者阳性进行分诊，而是根据患
者诊疗需求就医，严格按照落实首诊
负责制和危急重症抢救制度，不得以
任何理由推诿或拒绝新冠病毒感染
者就诊。

记者：如何做到分级分类收治患
者？

董滔：目前，地区依托医联体、医
共体构建分级诊疗体系，各级各类医
疗机构都有各自的功能定位，以满足
患者不同的就医需要。基层医疗机构
主要做好人群健康监测和健康管理，
特别是对老年人合并基础病等重症高
风险人群要实行分级健康管理；医联
体内二级医院主要提供技术支持，提
高基层医生对高风险人群的识别、诊
断和处置能力，同时做好城乡居民常
见病、多发病的诊疗工作。地区人民
医院作为医联体的共建牵头单位主要
负责急危重症患者的救治，并为基层
健康管理的老年人在病情变化需要就
诊时提供绿色通道服务。

记者：新冠感染者怎样合理就
医？

董滔：根据最新的第十版新冠病
毒感染治疗方案，我们建议各类患者
根据自身情况合理科学就诊，如果是
单纯新冠感染，没有合并严重基础疾
病的无症状或者症状轻微感染者可以
采取居家隔离治疗。如果是普通型的
病例、高龄而且合并有严重基础疾病

的，但病情相对稳定，可以到二级医院
或亚定点医院。如果是以新冠肺炎为
主要表现的重型、危重型病例，要在定
点医院或者三级医院治疗。以基础疾
病为主的重型、危重型病例以及有其
他疾病就诊需要的患者即使核酸或者
是抗原检测结果为阳性，也可以按照
相应的治疗需求到相应的综合医院或
者专科医院正常就诊。

记者：新冠感染者住院就诊后如
何进行报销？

李万雄：针对新冠感染患者住院
结算，我们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新冠
合并基础病患者，我们是按基础病进
行报销，在三级医院住院的在职职工
报销比例为90%，退休职工报销比例为
93%，城乡居民患者报销比例为 60%；
在二级医疗机构住院的在职职工报销
比例为 95%，退休职工报销比例为
98%，城乡居民报销比例为 80%；在一
级医疗机构住院的在职职工报销比例
为98%，退休职工报销比例为100%，城
乡居民报销比例为90%。另一种是单
纯新冠感染患者，我们首先是按照上
述基础病报销政策进行报销，剩余自
费部分地区正在优化报销方案。

附：和田地区一级、二级、三级医
疗机构情况

和田地区三级医疗机构共有 2
家，分别是和田地区人民医院、和田
地区维吾尔医医院；二级医疗机构共
有 27 家，分别是和田地区传染病专
科医院、和田地区精神病专科医院、
和田地区妇幼保健院、新疆维吾尔医
学专科学校第一附属医院、皮山县人
民医院、皮山县维吾尔医医院、墨玉县
人民医院、墨玉县维吾尔医医院、墨玉
县妇幼保健院、墨玉艾则孜爱心医院、
和田市人民医院、和田市维吾尔医医
院、和田新生医院、和田塔里木医院、
和田民众医院、和田热克甫医院、和田
阿布力米提五官科医院、和田县人民
医院、和田县维吾尔医医院、洛浦县人
民医院、洛浦县维吾尔医医院、策勒县
人民医院、策勒县维吾尔医医院、于田
县人民医院、于田县维吾尔医医院、民
丰县人民医院、民丰县维吾尔医医院；
一级医疗机构为各乡镇卫生院和部分
民营医院，请广大人民群众根据自身
需求，合理科学有序就医。

地区融媒记者 张亚辉 艾克甫江

防 疫 科 普 知 识防 疫 科 普 知 识

于田开通直飞北京航线
地区融媒讯 （记 者 崔永军

通讯员 胡玉斌 张珍叡）1月10日，
从北京大兴机场起飞的 CZ8896 次航
班顺利飞抵于田万方机场，标志着由
南方航空执飞的北京大兴——于田航
线正式开通。

该航班由 B738 机型执飞，航班号
CZ8896/CZ8895，执行周期为二、四、
六；航班时刻为08∶28从北京大兴机场
起飞，12∶33 到达乌鲁木齐地窝堡机
场；14∶35 从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起
飞，16∶35到达于田万方机场。

乘坐新开通航线航班的旅客努尔

买买提激动不已：“南方航空于田和北
京大兴航线的开通，极大地方便了我
们的出行，也为我们外出工作旅行提
供了更多选择。”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客货市场开
发，结合机场的行业特点主动加强与
地方政府在发展规划上的衔接，深挖
地方特色农副产品等航空货运的发展
潜力。同时提升保障能力，提高核心
竞争力，扩大航空服务覆盖面，进一步
发挥机场助力地方经济发展的桥梁纽
带作用。”于田万方机场综合管理部主
管张军说。

开好局开好局 起好步起好步 稳经济稳经济 促发展促发展

地区举办2023年“微笑新疆”服务质量
提升暨旅游景区标准化建设培训班

地区融媒讯 （记者 阿卜杜合
力力 通讯员 玛丽亚木）为不断提
升地区旅游服务质量，增强从业人员
标准化意识，推进A级旅游景区创建，
地区文旅局于1月10日至11日举办了

“微笑新疆”服务质量提升暨旅游景区
标准化建设培训班。

此次培训邀请新疆大学旅游学院
教授，重点围绕A级景区标准化建设、
旅游服务质量提升与投诉处理、厕所建
设与管理等方面进行理论授课，并在拟
创建4A级的景区开展了现场培训。

授课中围绕《旅游景区质量等级
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分别就游客
服务中心的功能布局、软硬件配置、导
游服务、停车场的管理、旅游厕所的数
量布局、公共信息标识的制作设置、资
源和环境保护、景区综合管理等方面
进行了详细讲解。

地、县市文旅局旅游工作负责人、
A 级景区负责人共 52 人参加了培训。
通过培训，进一步增强了地区旅游从
业人员的服务意识、标准化意识，为开
展A级景区创建打好了理论基础。

百强旅行社采线、媒体宣传营销及和田文旅推介活动开启

加大文旅宣传推广 挖掘旅游市场潜力
地区融媒讯 （记者 阿依努尔）1

月10日，地区组织的百强旅行社采线、
媒体宣传营销及和田文化旅游推介活
动正式开启。

此次活动邀请自治区旅行社协
会、自治区景区协会和 15 家援疆省市
及疆内百强旅行社共同组成的采线考察
团，前往板兰格草场、达玛沟小佛寺、和
田博物馆、洛浦玉龙湾沙漠公园等地，开
展为期4天的采线考察。同时，邀请国内
主流媒体、网络大V等进行多平台、多角
度、多形式新媒体推广。

采线考察团一行到达和田当日，

首先来到美食集聚地——和田夜市，
品尝特色美食，欣赏精彩歌舞，大家对
和田夜市这张靓丽名片赞不绝口。

此次采线活动，旨在大力宣传充
分挖掘和田地区旅游市场潜力，推动
和扩大文旅消费，用引进旅游批发商
和对外宣传推广的方式抢抓市场客
源，不断扩大和田文化旅游的知名度
和美誉度，吸引更多游客来和田观光
旅游。

采线活动结束后，还将举行文化
旅游宣传推介座谈会，与各旅行社签
订互送客源、联合营销等合作协议。

走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