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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一大早，昌吉市建国路街
道嘉顺社区居民孙德荣像往常一样来
到社区图书室看书。与记者聊起现在的
幸福生活，今年69岁的孙德荣感慨道：

“如今，不出社区就能办理养老认证、锻
炼身体、看病问诊，还能在社区助餐点
就餐，生活真是太惬意了。”

嘉顺社区成立于2017年2月，辖区
面积3平方公里，辖区内有医院、酒店、
商圈等多种业态。近年来，该社区以党
建引领为抓手，统筹各方力量、优化服
务机制，以打造“多彩嘉顺”社区品牌为
载体，推出为民服务解难题的“三线”工
作法，即便民利民的阳光工作线、情系
老人的银发工作线、关爱弱势群体的暖
心工作线。此外，嘉顺社区还深入开展
物业党建联建、网格化服务等工作，链
接社会资源进社区、进网格，社区基层
治理水平和能力得到不断提升。

记者走进嘉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只见社区一站式服务大厅内，社区干部
正在为老人办理养老认证；在羽毛球
馆，两位居民正在打球；美丽坊功能室
内，几位妇女正跟随老师学习制作手工
皂……这是嘉顺社区居民生活的日常
图景。

提起嘉顺社区近年来的变化，孙德
荣老人颇有感触。“以前社区办公条件
特别简陋，也没有休闲娱乐活动，我们
只有办证、迁户口才到社区来。”他回
忆说。

作为城市的细胞，社区浓缩了时代
的发展和变化。建州70年来，小小社区

里有工作环境逐步发展变化的前进脚
步，也有新时期服务方式的不断探索创
新，点滴变化的背后是“为人民服务”宗
旨的不断深入和社会发展的历史缩影。

“我是2008年昌吉市第一批公招的
社区工作人员，16 年来，社区建设从管
理到治理，社区服务从单一到多元，社
区治理从‘独角戏’到‘大合唱’，变化太
大了！”嘉顺社区党委书记苏红娟从事
社区工作16年，谈起昌吉市社区的发展
变迁，她侃侃而谈。苏红娟一开始在昌
吉市建国路街道锦绣社区工作，当时，
建国路街道只有两个社区，社区综合服
务设施面积仅有几百平方米。如今，建
国路街道有11个社区，每个社区的综合
服务设施面积基本都在1000平方米以
上，嘉顺社区的综合服务设施面积达
2000平方米。如今，嘉顺社区不仅能为
居民办理准生证、迁户口等业务，还提
供政策咨询等服务，实现了咨询事项

“一次性告知”、居民办事“最多跑一
次”。

针对辖区老年人较多这一特点，嘉
顺社区重点打造了情系老人的银发工
作线，通过实现“饮食、医疗、教育、娱
乐”全面服务，突出解决老年人群体“老
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医、老有所
为”的实际需求，还建设了社区助餐点，
每日提供餐食服务，针对出行不便者，
提供送餐上门服务，真正解决老年人的
忧心事，让他们深切感受党和政府的关
心与温暖。

“现在的生活方便、安逸。”谈及现

在的幸福生活，74岁的嘉顺社区独居老
人宋信功打开话匣子，“我每天中午到
社区助餐点吃饭，一餐只需10元，饭菜
好吃又实惠。我还加入了社区文艺队，
大家一起唱歌、跳舞，生活多姿多彩！”

嘉顺社区建有瑜伽室、健身房、图
书室、书画室、乒乓球场，组建了阳光舞
团、合唱团，让居民尽享运动之乐，营造
全民健身、全民阅读的良好氛围。

如今，社区服务不再局限于调解邻
里纠纷，而是延伸到“搭建平台、链接资
源”范畴。伴随着城市化发展进程加快，
嘉顺社区周边的学校、医院、商场等服
务配套设施越来越完善。谈及未来工
作，苏红娟的关键词是“多元”。“希望社
区服务能够更加多元化，更大程度地满
足辖区居民的需求，增加居民的归属
感。”苏红娟说。

本报讯 通讯员赵黎声、张楼报
道：8月23日上午，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昌吉州宣讲团巡
回宣讲报告会在昌吉市举行。此次宣
讲报告会分别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大
楼主会场和建国路街道、中山路街道
两个分会场同时进行，全市各单位分
管宣传负责人、各乡镇、街道分管领
导及村（社区）书记、第一书记、主任
等聆听了宣讲。

在主会场报告会上，昌吉州宣讲
团成员、昌吉州党校高级讲师、经济
学教研室主任顾丽叶作了《锚定现代
化 改革再深化》的宣讲。在两个分会
场，昌吉州宣讲团成员、昌吉州委党
校综合理论教研室主任、高级讲师傅
坤和昌吉州宣讲团成员、新疆农业职
业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道
德与法治》教研室主任谭琼琼分别围
绕深刻领会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
义、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精神，并结合

近年来身边发生的变化，用鲜活的形
式教育、感染、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更
好地领悟党的创新理论。

昌吉市中山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张婷蔚说：“我们要增强党组织政治功
能和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以钉钉子精神，深入研究谋
划，对标抓好落实，有效提升为民服务
水平，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昌吉市中山路街道党工委委员、人
大工委主任塔依尔·热依木江说：“作为
一名基层人大工作者，我将积极拓展民
主民意表达渠道，健全吸纳民意、汇集
民智的工作机制，围绕群众关注的热点
难点问题想言、敢言、善言，为推进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人大贡献。”

昌吉市建国路街道安全生产办
专干朱斌表示：“我将不断提高自己
的政治觉悟，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实际
行动，认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把
好安全生产关，为昌吉市经济社会发
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报讯 通讯员周静静、任东升
报道：8月22日，昌吉州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会在吉
木萨尔县举行。昌吉州宣讲团成员从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意义、深
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
准确理解《决定》提出的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重大举措、全力以赴抓好全会
精神贯彻落实等方面作了系统阐释和
解读，帮助大家进一步深化对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理解和把握。

在主会场，昌吉州宣讲团成员韩雄
从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认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
大意义和总体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的重大举措、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的重要保证等方面，深入浅出
地解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聆听宣讲后，大家纷纷表示，要把
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同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
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结合贯通起来，
加强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过程
的领导，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改革
任务在吉木萨尔县落地落实。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会以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带领
全体职工为全县的兜底老人做好服
务工作。”吉木萨尔县社会福利中心
党支部书记香文玲说。

吉木萨尔镇人民路社区干部陈
贤说：“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我将以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引，不
断学习，不断进步，为推动社区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提升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贡献
一份自己的力量。”

昌吉州宣讲团成员先后深入县
直机关、政法系统、卫健系统、北庭工
业园区、泉子街镇、北庭镇、大有镇、
庆阳湖乡开展宣讲。

本报讯 记者王薇报道：8 月 18
日，记者跟随“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绿色可降解地膜专用材料及产
品创制与产业化项目示范区调研行，走
访位于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
范区（以下简称昌吉农高区）的5个项目
示范点，观摩可降解地膜在农作物上的
试验示范效果。

近年来，昌吉州大力开展加厚地
膜、全生物降解地膜、34GL高强度地膜
等地膜试验示范，为地膜科学使用做好
科技支撑。

今 年 ，全 州 推 广 应 用 加 厚 地 膜
236.8 万亩、34GL 高强度地膜 18.3 万
亩，全生物降解地膜5万亩、无膜种植5
万亩，落实 7 个全生物降解地膜试验项
目，在昌吉农高区全覆盖开展 34GL 高
强度地膜示范。目前，我州已有5万余亩
耕地“穿”上了全生物可降解地膜的“环
保新衣”。

据介绍，绿色可降解地膜专用材料
及产品创制与产业化项目于2021年12
月立项，2024年11月结题，由清华大学
联合5家高校和科研机构、3家生物降解
行业龙头企业和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
务中心共同承担，可降解地膜累计核心
应用示范面积10万亩以上，辐射带动示
范面积150万亩以上。

调研团队第一站来到昌吉农高区
2300亩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园，眼下正处
于盛铃期的棉田里，棉株健壮，叶片翠
绿，棉桃吐絮，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这片棉田覆盖着聚乙烯地膜和8种
生物降解膜产品，这些产品全面对比和
验证了全生物降解地膜在棉花上的应
用成效，让人眼前一亮。

“全生物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保
温、保墒、抑草功能，我们对它的安全性
进行了全方位评价，包括降解时间、降
解周期、产物去向等，生物降解地膜不
管使用多长时间都不会对土壤造成长
久危害。”绿色可降解地膜专用材料及
产品创制与产业化项目首席科学家、清
华大学化工系教授郭宝华说。

据介绍，全生物降解地膜原料主要
由 PBAT、PLA 和支化 PPC 等组成，产
品厚度 10 微米至 15 微米不等，在自然
条件下完成降解后，最终产物为二氧化
碳、水及无机盐和新的生物质，对环境、
土壤无污染。

不仅仅是棉花，调研团队在中国农
业科学院昌吉综合试验基地、福田农
场、蓝山屯河降解膜示范田看到，全生
物降解地膜同样适用于花生、甜菜、玉
米、加工番茄等作物。

“聚乙烯地膜不能自然分解，为了

不破坏耕地，农忙过后需要人工到田间
回收。”福田农场农户赵涛忠说，今年，
农场的800亩农田覆上了全生物可降解
地膜，彻底解决传统地膜残留问题。

“全生物降解地膜在甜菜的应用
上特别成功，较使用聚乙烯地膜相比
甜菜不仅增产，糖度也在提高。另外，
全生物降解地膜比聚乙烯地膜薄，花
生果针可以很轻易地扎下去，提升了
花生产量。”郭宝华说话间，一颗颗饱
满的花生被翻出泥土，在阳光下弥漫
着丰收的味道。

调研团队边走边看、边听边议，气
氛热烈。距离蓝山屯河降解膜加工番茄
示范田20公里外，新疆蓝山屯河聚酯有
限公司降解材料生产车间机声轰鸣，一
派火热的生产场景。

在这里，连绵20公里的管道首尾相
连。PTA、BDO、ADA 在这里经过化学
反应变成乳白色颗粒，成为制作全生物
降解地膜的关键原料——树脂PBAT。
再经过下游企业改性，进而生产出全生
物降解地膜。

“我们疆内有全生物降解地膜示范
田 20 万亩，其中昌吉州示范面积 5 万
亩。我们公司全生物降解地膜年产能
36.8万吨，可以满足7000 万到7500 万
亩农田用膜，明年我们计划在全疆推广

全生物降解地膜示范田100万亩。”新疆
蓝山屯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院
长丁建萍说。

昌吉州每年农田地膜覆盖面积近
400万亩，农田地膜用量2万余吨。近年
来，我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区州党
委、政府关于地膜污染治理工作的部
署，以“源头控制、高效回收、资源利用”
为方向，积极争取中央项目资金 3.4 亿
元，开展旱作农业（地膜回收）项目、可
降解地膜试验示范项目等，有效防控了

“白色污染”。
“全生物降解地膜为农田‘减塑’，

给农业‘增绿’，一定是未来农业发展的
新方向。”州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毛永强
说，我州是一个农用地膜使用大州，覆
膜面积大，涉及多种农作物，做好地膜
污染防控和综合利用是一项漫长而艰
巨的任务。

据悉，此次调研行活动由中国农业
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主办，农业农
村部、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中
国科学院应化所、全国农技推广服务中
心节水处、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
究中心、自治区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
站、昌吉州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相关代
表以及山东农业大学、清华大学、四川
大学等专家学者参加。

多彩嘉顺的幸福嬗变
□本报记者 阿依加玛丽·列提甫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昌吉州
宣讲团巡回宣讲报告会走进县市

8月12日拍摄的昌吉
市畜牧产业园 30 兆瓦分
布式光伏项目一期 18 兆
瓦光伏项目。该项目投资
1.6亿元，为当地首个自治
区级光伏发电重点项目。
目前已基本完工，计划本
月底并网发电。

□梁宏涛摄

8月19日，昌吉市建国路街道嘉顺社区美丽坊功能室，几名妇女正在学习制作手
工皂。 □本报记者 阿依加玛丽·列提甫摄

高质量发展看昌吉

昌吉州大力推广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5万余亩耕地“穿”上“环保新衣”

本报讯 通讯员宋凯琪、王文霞报
道：8月21日，昌吉州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宣讲团走进呼图壁县。

活动中，宣讲团讲师与群众面对
面宣传，从深刻领会全面深化改革的
重大意义、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精神、
全力以赴抓好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
等方面，并结合近年来身边发生的变
化，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行
了深入浅出的阐释解读。

二十里店镇宁州户村党支部副书
记李学功说：“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
我要把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作为‘必修课’，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
平，建设更加美丽的宁州户村。”

此次宣讲团还深入石梯子乡、五
工台镇、呼图壁镇等乡镇开展宣讲活
动，共计500余名党员干部群众聆听
了宣讲。报告会结束后，县委党校骨
干教师、教育系统思政课教师等与昌
吉州宣讲团讲师进行座谈交流。

昌吉市昌吉市

吉木萨尔县吉木萨尔县

呼图壁县呼图壁县

本报讯 通讯员赵善宾报道：8月
22日，昌吉州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专题宣讲报告会在玛纳斯
县文博中心举行。

报告会上，昌吉州宣讲团专家学
者组成员、昌吉州党委党校高级讲师、
经济学教研室主任顾丽叶从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意义、全面准确理
解《决定》提出的进一步深化改革重大
举措、全力以赴抓好全会精神贯彻落
实等方面作了系统宣讲和深入阐释。

党员干部认真聆听，仔细记录。大
家纷纷表示，宣讲内容既有理论高度，
又有实践深度，在新征程上，要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全会精神上来，坚定不移沿着党中央

指引的方向奋楫笃行，凝聚奋进力量，
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转化为进
一步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玛纳斯镇党委委员许聪聪说：“我
将以此次宣讲为契机，切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充分发挥玛纳
斯镇‘理响凤城’宣讲机制作用，组建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宣讲小分队，走
进田间地头、农家院落，通过座谈会、宣
讲大会、‘文艺+’等形式，把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讲清楚、讲明白。”

报告会结束后，宣讲团成员与玛
纳斯县委党校骨干教师、县教育系统
思政课教师进行了座谈交流。

宣讲团成员还深入玛纳斯县凉州
户镇、广东地乡、玛纳斯镇、兰州湾镇
同步开展了宣讲。

本报讯 通讯员殷雪娟、宋姚洁
报道：眼下，昌吉市百亩莲藕陆续进
入收获期，农户抢抓农时采收莲藕，
及时供应市场。

8月21日，在昌吉市滨湖镇迎丰
村百亩莲藕基地连片的藕田里，莲藕
采收机发出阵阵轰鸣声。一番忙碌过
后，一根根莲藕陆续浮出水面，荷塘
内一片繁忙景象。

莲藕现采现卖，经过分拣、冲洗、
称重、装车，销往乌昌等地。许多游客
和商户慕名而来，在塘边采摘购买。

“我是从乌鲁木齐过来的，拉这
个藕我拉了有六七年了。藕能放一个

月。”乌鲁木齐采购商雷磊说。
该莲藕基地种植面积达 150 亩，

种植了长白莲、红花藕、美人红3个品
种，自8月初开始采摘以来，已经收获
了近20吨的莲藕，收获期可以持续到
11月份。今年预计产量可以达到160
吨，产值达150万元。

“乌昌两地的经销商都会来我们这
儿采购，每天毛利润1万多块钱。我们这
还搭的有观景台，可以供游客免费观
赏。”种植户杨彪说。杨彪在昌吉市已经
种了6年的莲藕，在滨湖镇迎丰村承包
了5个池塘，由最初的10亩拓展到现在
的150亩。

昌吉市百亩莲藕丰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