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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丽丽030646号警官证遗失，特此声
明。

● 昌 吉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马 云 蕾
2023053570号学生证遗失，特此声明。

● 新 疆 农 业 职 业 技 术 大 学 李 强 强
2023030170号学生证遗失，特此声明。

●父：张昆 母：郑瑞 遗失玛纳斯县人民
医院开具给新生儿张子萱的 P650280451 号
出生医学证明，特此声明。

●玛纳斯县海诺伟业保鲜农业农民专业
合作社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3652324076092407F，核发日期：2015
年12月10日，现声明作废。

●顾文杰遗失汽车合格证，合格证号：
WAB042476123873， 车 架 号 ：
LFV2B25N3R7123873，发动机号：S44036，
车辆型号：FV6462HDDEB，车辆品牌：大众
牌，发证日期：2024年11月6日，特此声明。

●呼图壁县三友塑料制品加工厂公章遗
失，防伪码：65232330003235，声明作废。

●新疆遇见小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财务
专用章遗失，防伪码：6523270027228，声明作
废。

●新疆友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乌鲁木齐
银 行 昌 吉 分 行 营 业 部 （ 账 号 ：
0000020040110034570917）预留的张伟私
章遗失，声明作废。

●新疆昌吉市园艺场四站 166 号马永明
（身份证号：652301196311185333）增加曾用
名马友明，特此声明。

●新疆昌吉市园艺场四站 166 号马永明
（身份证号：652301196311185333）增加曾用
名马有民，特此声明。

●新疆昌吉市青年南路 247 号嘉瑞花园
小区 4 幢 2 单元 102 号马伟江（身份证号：
652327196412080059）增加曾用名马维江，
特此声明。

●杨昭遗失新疆创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吉木萨尔县分公司2018年2月2日开具的

9027822 号房款收据，金额：3000 元，特此声
明。

●廉学海遗失奇台县城市建设投资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的0256025号收据，金额：
30000元，特此声明。

●谢峰遗失与新疆麟峰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签订的 0000204 号房屋订购协议，特此
声明。

●谢峰遗失新疆麟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开具的1189271号收据，金额：10000元，特
此声明。

●何景龙遗失与新疆麟峰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签订的 0000250 号房屋订购协议，特
此声明。

●何景龙遗失与新疆麟峰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签订的 0000201 号房屋订购协议，特
此声明。

●何景龙遗失新疆麟峰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开具的1189269号收据，金额：20000元，
特此声明。

●范砚文遗失与新疆麟峰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签订的 0000202 号房屋订购协议，特

此声明。

●范砚文遗失与新疆麟峰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签订的 0000203 号房屋订购协议，特

此声明。

●范砚文遗失新疆麟峰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开具的1189270号收据，金额：20000元，

特此声明。

声明
兹有我公司以下车辆因逾期未审验，现声

明注销以下车辆的营运证。自本声明见报之日

起，以下车辆在外发生的一切经济损失、法律

责任、交通事故均由驾驶员自行承担，与本公

司无关。

特此声明

车辆如下：
新B68793

奇台县金虎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12月13日

证件遗失声明

其他声明

呼图壁县自然资源局2024年11月27日至2024年12月6日挂牌出让1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挂牌出让成交结果公示如下：

呼图壁县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公示

呼图壁县自然资源局
2024年12月13日

宗地编号

HTB-2024024

宗地位置

呼图壁县石梯子乡境内

出让面积(公顷)

0.7167

成交价款（万元）

97

竞得人

新疆黑石碳科有限公司

由我公司承建的莎车县田间水
利配套建筑物工程（施工二标段）项
目已于 2020 年 7 月 12 日竣工并验
收，如有参与该施工项目的农民工
工资、材料款运输款等相关费用未
结清者，请在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15日内与我公司联系结算事宜。

施工单位联系人：

范砚文 13029600777
建设单位联系人：
木合塔尔 13899109614
喀什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
0998-2657160

新疆博通伟业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13日

公 告

近日，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专家团队的指导下，
新疆昌吉州人民医院顺利完成了一例心脏不停跳冠状动脉搭
桥手术，进一步填补了该地区在心脏外科专业领域技术上的
空白。

一年半以来，福医协和医院10余个科室、10余位专家跨
越山海，与天山北麓的昌吉州人民医院医生通力协作，助力当
地多台手术、多项技术实现零的突破。这背后离不开一位福建
医生的工作，她就是2024年福建省“最美医师”，福建医科大学
附属协和医院综合医学科、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黄春。一年半
前，黄春有了一个新身份——昌吉州人民医院常务副院长，她
是福建第一位医疗援疆三年期的医生，也是新疆拓展的首批医
疗人才“组团式”援疆试点单位领队。

对症下药
提升医疗服务能力

时间回到2023年5月，昌吉州人民医院迎来福建省新一
轮援疆专家，黄春便是其中一员。不同于其他医生，黄春身前
的胸卡上没有标注援助科室，这意味着，她负责的不是单个
科室，而是医院医教研管的方方面面。

初到昌吉，为了摸清当地医疗需求，黄春和援疆队伍深
入昌吉州东三县7个乡村进行义诊与调研。

由于昌吉地广人稀，乡镇较为分散，偏远的乡镇之间甚至
要5个小时的车程。为了提高效率，黄春和医疗队不顾疲劳，5
天的时间里接连办了7场义诊和调研，进村入户为当地居民送
医送药。

就这样辛苦奔波，黄春组织、参与各种义诊、基层先天性
心脏病和房颤筛查累计20余场，一步步拉近了医疗队和当地
居民的关系。

黄春还记得，在昌吉州奇台县大泉塔塔尔乡石门泉子村，
一位80岁的行动不便的独居老奶奶看到他们来到家里义诊，
激动地拉着黄春的手说：“没想到我还能看到福建的专家！”

对医院来说，学科建设是发展的重中之重。昌吉州人民
医院有个短板，就是心胸外科的发展，成立5年来，还不能独
立开展心外科手术。

黄春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想到福建协和医院的心脏医
学中心，“中心的心脏外科与心血管内科均为国家临床重点
专科建设项目，如果能引进协和的医疗资源，将为昌吉州人
民医院补上短板，造福当地患者”。

今年5、6月，黄春邀请协和医院心脏外科、心血管内科团
队到昌吉帮扶带教手术。随后，协和医院安排一名医生定期驻
扎在昌吉州人民医院心脏外科，提供技术帮扶和人员培养。

10月，协和医院心脏外科团队带着心脏超声科、体外循
环灌注、麻醉、重症监护、心脏护理团队等在内的10余人来到

昌吉，协助完成当地首例非体外循环心脏不停跳下冠状动脉
旁路移植术。

“非常感谢福建援疆的专家过来为我做这个手术，让我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顶级的医疗资源。”患者李先生感慨。

“造血”帮扶
推动闽昌医教研合作

据悉，昌吉州人民医院缺少院校资源，存在教学和科研
的“先天不足”，每百人科研项目经费一度仅0.88万元。

“医教研协同，是一所医院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黄
春说，而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和相关科室备案是医院发展临床
科研的基础。为此，她参加临床科室周会，反复灌输科研的引
擎作用，亲自带团队到上海参加药物临床试验相关培训，还
将人员的培训接入协和医院的线上培训平台。目前，已有1名
研究人员具备基本资质，医院已经完成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备
案启动工作。

眼下，昌吉州人民医院每百人科研项目经费已提升到
2.43万元。

类似这样的闽昌合作，在黄春的协调下，正在陆续上演：
对接完成心脏手术4例，其中填补昌吉州空白2项；落地医院
首例5G+远程床旁会诊；牵线昌吉州人民医院与福医协和医
院放射专科和神经外科-脑电专科协作；昌吉州人民医院还
签约成为福医协和医院医联体单位，形成长效帮扶机制，不
仅协和专家定期来昌吉，昌吉州人民医院也陆续选派人员到
福建各医院培训学习。今年4月，昌吉州人民医院成为福建医
科大学第一个跨区域教学医院。

新疆和内陆地区存在时差，当地的上班时间往往要到10
点。为了对接福建的工作人员，黄春保留了早上8点上班的习惯，
一直忙到晚上8点才下班则是常态。“昌吉所需，福建所能。我的
工作就是牵线搭桥，整合福建的优势资源，给昌吉州患者带来更
多福祉，让他们不出远门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资源。”黄春说。

如今，昌吉州人民医院先后组织开展两届4期闽昌“天山
论健”学术周交流活动，并开设科研门诊，启动同等学力研究
生教育提升工程，截至目前，已有100余人报名该项目。

“在福建援疆医疗团队的带领下，我们有信心打造好自己的
团队，逐步开展自主手术，为今后开展更多手术增添底气。”昌吉
州人民医院心胸外科主任纪成说。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只有到过新疆，才能
领略祖国的辽阔壮美；只有投身新疆建设，才能理解援疆作为
国家战略的重要意义。医疗援疆不仅要把先进的诊疗技术与理
念引入新疆，更为关键的是，让这些技术和理念在当地生根，精
心培育一支永不离开的高素质医疗队伍。”黄春说。

来源：福建日报

产业援疆

福建三明

持续做好产业援疆 书写富民兴疆大文章
□本报记者 刘辉 通讯员 梁梦婷 罗健雄

4000多公里很远，从沙溪河畔到天
山脚下，自东向西横跨中国地理版图；

4000多公里又很近，见证着福建省
三明市与新疆玛纳斯县的心手相牵。

500多个昼夜轮转，福建省三明市第
九批对口援疆干部满怀热情、肩负使命，
手握“接力棒”，把产业富民的时代篇章书
写在玛纳斯河畔这片广袤的土地上。

他们搭建平台、拓展渠道，加强指导、
做优培训，将满载两地期望的产业援疆

“种子”埋入土中，用心浇灌，持续书写富
民兴疆大文章，共绘富民兴疆新画卷。

人才支撑——
让技术撬动富民产业

一朵小菌菇，何以撑起农牧民的
“致富伞”？记者走进玛纳斯县玛纳斯镇
上二工村520平方米的大棚，探寻其中
的“致富密码”。

乳白色的菌菇破土而出，经采摘、
分拣、打包，成袋的菌菇被装运上车，抢

“鲜”上市……11月8日，初冬带来阵阵
凉意，上二工村大棚内却是一番雪莲菇
丰收的火热景象。

玛纳斯县教育局驻玛纳斯镇上二工
村第一书记施新笑容满面，掰着手指头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这批雪莲菇的亩均产
量预计4吨左右，按市场销售价每公斤12
元算，利润有2万多元，村民的收入又能增
加不少呢！”

今年，上二工村在福建援疆三明分指
挥部的指导下，引进企业投资，在大棚内栽
培了3200个菌包。“雪莲菇一般10到15天
就可以出菇，生长周期短、经济效益高，是
一个可以让村民在短时间内实现致富的好
项目。”三明援疆农技专家曾绩道出了选择
推广雪莲菇种植的主要原因。

作为三明援疆干部人才中的一员，
他多次深入食用菌种植基地开展现场技
术指导，加大推广超声波加湿器等新设
备在食用菌种植上的应用，扶持新建双
孢蘑菇栽培育种生产场，让技术“长”在
种植户的菌包里。

食用菌产业，一直是三明产业援疆
的重要抓手和特色优势产业。在一批批
三明援疆干部人才的接续奋斗下，玛纳
斯县先后引进“福蘑38”“福蘑58”等多
个食用菌新品种，先后在玛纳斯县兰州
湾镇、广东地乡等 8 个乡镇建立了食用
菌种植示范基地，年种植200多万袋食
用菌、年产值达800多万元。在三明第九
批援疆干部人才队伍中，和曾绩一样，
活跃在当地特色农业种植一线的农技
专家共有7位。

来自福建省三明市农业农村局的
林汝楷不仅是援疆农技专家，也是三明
援疆产业组组长。在他看来，产业兴旺
离不开技术人才的支撑。积极争取福建
省农业科学院、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三
明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福建农林大学等
科研院所、高校的技术支持，为农户答
疑解惑；指导特色富硒水稻绿色高效种
植基地做好稻田管理，水稻亩产增加
10%以上；在苹果疏果、施肥、喷药等关
键节点加强技术指导，让苹果产量提升

20%以上……来自三明的农技专家们尽
己所能、发挥所长，让一项项新技术、新
理念在玛纳斯县落地扎根。

在福建援疆三明分指挥部和玛纳
斯县农业农村部门的通力合作下，各领
域农技专家先后为当地农户开展农业
特色产业相关培训 15 期，培训人员
2000多人（次）。新品种、新技术，带来新
景象，引领玛纳斯县特色产业发展驶入
快车道。

创新赋能——
让产业发展走向多元

在产业援疆的道路上，来自三明的
农技专家是推动“南种北移”工作中不
可或缺的“探路人”。

在玛纳斯县兰州湾镇王家庄村，有
一片由福建援疆三明分指挥部、玛纳斯
县农业农村局、新疆玛禾生态农庄有限
责任公司共同打造的“新特优”品种综
合试验示范基地。在这里，永安黄椒、建
宁黄桃、清流赖坊花生等三明优质农特
产品，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正为玛纳
斯县农业产业发展积蓄着多元潜能。

今年9月，基地2021年引进的建宁
黄桃首次迎来大量挂果，单果重达 240
克。“综合这几年的试种表现来看，建宁
黄桃的抗病性、产量都很好，果肉多汁
香甜，具备良好的推广价值。”手捧丰收
的果实，三明援疆农技专家丛艳静欣喜
地表示，经过近4年的培育，该品种已基
本适应了新疆的气候环境。

“引进品种从去年的15个增加到今
年的28个。”新疆玛禾生态农庄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吴逸华见证了援疆干部
让越来越多三明农特产品种子在这片
土地上生长结果的故事。“做好农业是
一项漫长的事业，需要持之以恒的毅
力。”这份毅力，吴逸华在三明援疆干部
身上看到了。

如今，吴逸华已然成为三明产业援
疆的一份子。由他和三明援疆农技专家
廖劲萍共同推进的得意之作——“新疆
枸杞叶红茶加工技术示范与推广项
目”，先后获得第六届“中国创翼”创业
创新大赛玛纳斯县选拔赛三等奖、昌吉
州大赛决赛二等奖、自治区大赛决赛优
秀奖的好成绩，成为三明援疆首个在自
治区创业创新大赛中获奖的项目。

这款茶叶，也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
为“援疆茶”。目前，“援疆茶”已成功推
向上海、福建等地，实现了福建茶叶“西
北飞”、新疆茶叶“东南飞”的产业交融
新格局。

产业援疆工作做得如何？老百姓最
有发言权——“天山脚下雪莲菇 真情
绽放一家亲”，在福建援疆三明分指挥
部办公室里，一面赠自玛纳斯县乐土驿
镇赵家庄村的锦旗格外醒目。

林汝楷是创新庭院食用菌种植的
推动者之一，忍不住夸起来：“种植雪莲
菇既能美化庭院还能体验种植收获的
乐趣，之前免费发放给村民的 7000 个
雪莲菇菌包，很快就被一抢而空。”

摸得着的技术、看得见的成效，吸

引着当地越来越多群众加入到庭院种
植队伍，为玛纳斯县开辟了农业特色产
业新路径。目前，玛纳斯县全县已累计
免费发放“新特优”蔬菜种子7500余包、
食用菌包1万余包，培育了500多户“新
特优”农业示范户。

深化合作——
让产业援疆行稳致远

距离玛纳斯县旱卡子滩乡闽玛生
态村县道X156线33公里处，有一片“援
疆林”。

一片援疆林，一份援疆情。一批又
一批三明援疆干部人才因地制宜，从精
准“输血”到强化“造血”，再到助力“活
血”，用智慧与汗水浇灌出特色产业之
花。

“我们立足玛纳斯县的特色资源，结
合当地发展需求，重点打造了产业援疆

‘非常6+1’项目，以延链补链的方式推动
关联产业协同发展。”在玛纳斯县委副书
记、福建援疆三明分指挥部指挥长苏建
章眼中，两地的密切交流与深入合作，是
让产业援疆行稳致远的关键所在。

何为“非常6+1”？即打造现代食用
菌种植示范基地、“新特优”品种综合试
验示范基地、绿色富硒水稻示范基地、
农旅融合示范基地、优质高效多胎肉羊
生产集成技术示范基地和肉苁蓉种植
加工示范基地6大特色产业基地，形成1
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产业援疆示范带。

眼下，这一产业援疆发展新模式已
覆盖玛纳斯县90%以上乡镇，引领当地
群众既“富口袋”又“富脑袋”。

搭平台、引项目，让玛纳斯县产业
活力与日俱增：与玛纳斯县天安煤业有
限公司签订招商引资框架协议；服务推
进总投资 15 亿元的塔西河矿区天安煤
矿项目落地建设；积极推动昌吉市择力
农业种植有限公司食用菌菌棒加工和
种植项目落地签约……锻长板、补短
板，在三明援疆干部人才的共同努力
下，这方产业新土育出了一株株新苗。

产业援疆，不仅要“引进来”，还需要
“走出去”。福建援疆三明分指挥部牵头，
先后组织玛纳斯县有关干部、学校教师
等群体赴福建三明开展茶艺技能培训和
茶产业考察交流活动，带领玛纳斯县农
业技术干部、种养大户赴福建三明考察
交流发展食用菌、畜禽养殖等产业。

为加快玛纳斯县当地特色产品“走
出去”，福建援疆三明分指挥部还与玛
纳斯县农业农村局共同组织“名特优
新”农产品（三明）推介会，集中展示 13
个玛纳斯县特色农产品；在厦门举办新
疆天山北麓昌吉葡萄酒暨玛纳斯小产
区专题推介会，促成中信尼雅与厦门夏
商酒业等企业签订 5000 万元购销协
议；推动第十九届海峡两岸（三明）林业
博览会现场设置“新疆·昌吉·玛纳斯
馆”，展会现场销售额近40万元。

这场持续不断的双向奔赴，让玛纳
斯县的产业版图犹如天山脚下的金凤
凰，振翅飞越层层山峦与河湖，向更远
方向延展。

黄春：不以山海为远 践行医者使命

黄春在木垒县为当
地居民义诊。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