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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昌吉客户端

CHANGJI RIBAO

中共昌吉回族自治州委员会主管主办
昌吉州融媒体中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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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强国路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阔步新征程

本报讯 记者荷苒·马汗、通讯员
叶钰、王子俊报道：饲草料储备是畜牧
业生产的重要环节。今年，我州各级各
相关部门早谋划、早部署，积极储备饲
草料、加固棚圈，确保牲畜安全越冬度
春。截至目前，全州牧区共储备饲草150
万吨、饲料29万吨，维修加固牲畜越冬
棚圈1990余座，疏通牧道277公里。

12月5日，记者在吉木萨尔县天旺
农牧业养殖合作社仓库看到，麦草、秸
秆整齐码放，堆满了仓。该合作社负责
人顾霞明说：“合作社牛羊存栏量 1670
头（只），已储备青贮玉米3500吨，玉米
秸秆、麦草各 4 万余捆，后续还将储备
200余吨精饲料，确保牛羊安全越冬。”

据了解，吉木萨尔县各乡镇在秋冬
时节组织人员深入了解牧民饲草料储
备、疫病防治、暖圈配套设施建设等情
况，多渠道增加饲草料储备，并开展相关

指导服务，帮助养殖户解决养殖难题。
吉木萨尔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伟

兵介绍，今年初，吉木萨尔县制定了畜牧
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对储备青贮玉
米的养殖户进行补助。经验收，符合补助
条件的养殖户共有737户，共储备青贮玉
米12万吨，补助资金240万元。利用中央
财政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粮改饲”项
目补助资金108万元、自治区《稳定肉牛
肉羊及奶产业发展九条政策措施》配套
资金34万元，补助74户养殖户储备4万
吨饲草料，补助资金已全部发放到位。今
年吉木萨尔县越冬牲畜达37万头（只），
目前全县已储备饲草料60万吨。

12月6日，在木垒县博斯坦乡阿克
卓勒村，牧民们有序登记、领取饲草料，
并搬运、装车。据了解，这是阿克卓勒村

“两委”、昌吉州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驻
阿克卓勒村工作队举办的爱心饲草料

发放活动。此次活动，共惠及阿克卓勒
村 200 户牧民，累计发放价值 4.2 万元
的饲草料，有效减轻了该村牧民越冬饲
草料储备负担。

记者在木垒草料储备库看到，工作
人员正在例行巡查草料储存情况，一个
个方方正正的秸秆包整齐地码放在仓
库内。该储备库负责人路菊英介绍，木
垒草料储备库是自治区级防灾饲草料
储备库，今年已储备苜蓿、麦草等饲草
料1198吨。路菊英说：“我们严格执行定
期巡检巡查、通风、防火防灾等工作要
求，确保应急饲草料安全储备。”

据了解，木垒县还在 3 个牧业乡饲
草料储备点储草 3000 吨，并鼓励农牧
民从周边县市购买、调运饲草。截至目
前，全县已储备饲草料 38.6 万吨，为牲
畜安全越冬打下基础。

记者从昌吉州农业农村局了解到，

为确保牲畜安全越冬，昌吉州各级相关
部门积极做好牲畜转场工作，摸底越冬
饲草料储备、存栏牲畜数量，科学合理
规划转场路线，提前做好牧道维修加
固、转场途中补饲点设立等工作，每周
进行调度，及时关注天气情况，有效规
避灾害天气时转场和外出放牧。今年，
全州牧区越冬牲畜预计为 135 万头

（只），其中冬牧场越冬牲畜约 19 万头
（只），截至目前已转入冬牧场牲畜11万
头（只）。

同时，针对部分山区降雪量大、气
温下降幅度大等特征，我州各县市积极
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值班值守工
作，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重点区域和易
受灾村组进行排查，指导养殖场（户）及
时清理棚圈积雪，做好幼畜防寒保暖和
疾病诊疗等工作。截至目前，专业技术
人员累计开展服务指导600余人次。

昌吉州多措并举确保牲畜安全越冬度春
截至目前，全州牧区共储备饲草150万吨、饲料29万吨，维修加固牲畜越冬棚圈1990余座，疏通牧道277公里

高质量发展看昌吉

第一次来昌吉，福建泉州人“老黄”就决定在这里“落户”，不到一年时间，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畅快”——

“跨越4000多公里来昌吉，值！”
□本报记者 王婷 刘辉

12月20日，昌吉市佃坝
镇土梁村设施农业基地，市
民在采摘“蓝宝石”留树保鲜
葡萄。

近年来，昌吉市佃坝镇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紧
紧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目标，积极调整农业种植结
构，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引导
农户种植春提早、秋延晚果
蔬等特色经济作物，通过全
程技术指导、品种改良，提高
单棚效益，拓宽农户增收渠
道。截至目前，该镇已建设设
施大棚 392 座，种植总面积
达 1200 亩，订单遍布全疆
各地。

□本报记者 何 龙摄

12 月 12 日，室外气温降至零下 20
摄氏度，在昌吉市闽昌工业园新疆福马
陶瓷有限公司，福建泉州人“老黄”望着
窗外的雪出神。也是在去年的这个时
候，他第一次来到离家 4000 多公里外
的新疆昌吉。

“老黄”是公司董事长，本名黄培
章，地道的福建人，个头不高、温和有
礼。他在福建省漳州市深耕瓷砖行业多
年。离家这么远，到底来干啥？“老黄”笑
而不语，卖起关子，径直带着记者一行
来到厂区深处。

“你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陶瓷厂其
实前面已经闲置一年了，我在漳州时曾
听朋友说起这个厂，当时就有点心动，
厂里有完备的生产线，当地又有丰富的
原材料和能源资源，就这么闲置，太可
惜。”“老黄”在不经意间揭晓了答案。

“老黄”是个睿智的人，朋友的话前脚

说完，雷厉风行的“老黄”后脚就订上了飞
往新疆的机票。“老黄”更是个嗅觉灵敏的
生意人，来昌吉走了一圈后当即决定在昌
吉发展。他注册成立了新疆福马陶瓷有限
公司，先后将资金和技术转移到昌吉这片
沃土，投入5000万元对工厂设备进行了
升级改造。

朋友说“老黄”快60岁的人了，去一
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投资建厂，太过
莽撞，他却不以为然。

“老黄”告诉记者，他不以为然的底气
就在昌吉。在来昌吉之前，他做足了功课。
他说：“昌吉州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毗邻
乌鲁木齐，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企业
生产需要烧煤、用电，这在昌吉不是问题，
这里不仅产煤，电费也便宜不少。”

他在昌吉成立了新疆福马陶瓷有
限公司，准备开展陶瓷制品制造、陶瓷
制品销售、包装服务等业务，主营生产

新型 PC 陶瓷地铺石，生产所需的原材
料“恰好”昌吉州都有。

正当万事俱备时，他又迎来了“东
风”。审批难、跑断腿，这原是久经沙场
的“老黄”最头疼的事，但在昌吉，“高效
办成一件事”、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1天
内已然成为常态，都被他赶上了。从考
察到今年企业落户建成，“老黄”用了不
到一年时间。

从一线工人到现在的管理者，“老
黄”已经和陶瓷打了近四十年的交道，他
清楚陶瓷从生产到销售的每一个环节。
他发现新疆拥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尤其
是乌昌地区的市场几乎空白。不仅如此，
他还意外收获了一个可以大大节约成本
的讯息。在走访调研中，他了解到奇台县
拥有优质的花岗岩资源，在众多花岗岩
厂子随处可见废弃的花岗岩边角料，花
岗岩恰好就是做地铺石的原材料之一。

“老黄”立即对原有产品做了升级，
工厂将回收的花岗岩边角料打碎研磨成
粉，与黏土等混合加工，最后压制成型。
新型PC陶瓷地铺石与天然石材相比，强
度增加了3倍以上，兼具吸水性低、抗冻
等特点，生产成本可以降低一半，更加适
合广场、园林绿化等户外公共场所。物美
价廉的产品谁都爱。“老黄”悄悄告诉记
者，产品还没有批量生产，已经有商家与
他对接购买了。项目正式投产后，还会提
供500余个就业岗位。

下午六点，“老黄”的双耳、鼻头早
已冻得通红，身体也开始有点冻得发
抖，但寒冷的天气丝毫没有影响他干事
创业的热情。对于未来，“老黄”满怀信
心，他说：“跨越4000多公里来昌吉，这
里资源好，营商环境好，我没有一丝犹
豫就把生产重心从福建转移至昌吉，我
觉得值！”

本报讯 记者杨鹤报道：12月24
日，昌吉州党委副书记、州长郑敏主持
召开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
见座谈会，广泛听取昌吉州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基层干部和各行业代表的
意见建议，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进一
步推动做好2025年政府各项工作。

会议通报了2025年《政府工作报
告》起草情况。来自不同行业、领域的
与会代表紧扣昌吉州经济社会发展
实际，各抒己见，踊跃建言献策。大家
围绕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营商
环境、深化对外开放、提振消费市场、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实施十件民生实
事等方面的内容，提出具体的修改意
见建议，全方位反映社会各界要求。

郑敏对大家为昌吉州经济社会
发展积极建言献策表示感谢。她表
示，经过全州上下的共同努力，今年
全州经济社会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
绩。大家对《政府工作报告》认真阅

读、深入思考，为修改好、完善好报告
提供了良谋善策和真知灼见，真心实
意地希望昌吉州各项事业在新的一
年里实现长足进步，各族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期盼和向往能够得以实现。

《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将逐条梳理
研究、认真吸收采纳大家的意见建
议，使得报告更加务实，更加科学，契
合州党委决策部署，体现昌吉州发展
需要，顺应全州各族干部群众期盼。

郑敏指出，抓好报告各项工作的
落实，实现2025年工作目标，需要全
州各族干部群众共同努力奋斗。州人
民政府将持续创造良好条件，进一步
完善沟通协商机制，经常性听取各方
面的意见建议，也希望各位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行业代表和专家一如
既往关心支持政府各项工作，发挥自
身优势，多渠道多途径建言献策，为
推动昌吉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
设“典范地州”贡献智慧与力量。

昌吉州人民政府召开2025年

《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座谈会

本报讯 记者许乐报道：12月19
日至20日，“热雪新疆”主题采访活动
走进昌吉州，来自环球时报、解放日
报等9家媒体的17名记者，深入昌吉
州冬季冰雪旅游热门点位采访交流，
体验昌吉州冰雪文化魅力。

仲冬时节，雪落千山，蜿蜒的天
山山脉披上了银装。19 日下午，采访
团走进素有“全疆最温暖的滑雪场”
之称的阜康市天山天池国际滑雪场。
坐上箱式缆车，福建日报社记者黄筱
菁对美丽雪景赞不绝口，“缆车到山
顶的时候正好遇到落日，阳光洒在山
峰上，在白雪的映衬下，像是一幅美
丽的油画。低头看，每条雪道上都有
滑雪爱好者在自由滑行，给我一种非
常开阔的感觉。”

在初级雪道，新华日报记者周娴
被正在进行的阜康市“万名学生上冰
场”研学活动吸引。她认为，这样的大
型冰雪研学活动，在新疆中小学生心
中种下了一颗颗“热雪”的种子。

热气腾腾的羊肉汤、烤包子，别
具一格的熊舞、冬不拉弹唱，扣人心

弦的赛马、叼羊……20 日，木垒县白
杨河乡冰雪民俗文化旅游活动火热
开展，采访团记者穿梭在各个点位，
拍摄记录每一个动人瞬间。

环球时报记者冀昱樵与木垒县文
旅部门负责人及当地村民交谈，了解了
木垒县文旅产业发展情况，她称赞道：

“木垒县吸引了一些艺术家来到这里，
并为他们提供便利的创作条件。艺术家
们扎根乡村，从淳朴民风和特色民俗中
源源不断地汲取创作灵感，这些文艺作
品给当地文旅产业带来了热度，我认为
这是一条具有可持续性的发展路径。”

在冀昱樵看来，正是得益于深耕
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新疆的冰雪旅
游产业才走出了区别于其他地区的
特色路径。

据了解，“热雪新疆”主题采访活动
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于12月17
日在乌鲁木齐市启动。第一批采访团成
员在4天时间里先后前往乌鲁木齐市
和昌吉州，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报道
新疆冰雪资源、冰雪文化、冰雪运动的
独特魅力和冰雪产业的发展成就。

本报讯 记者高云哲报道：12月
18日，昌吉州工商业联合会协同昌吉
州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综合党委共同
开展了主题为“同心向党话铸牢，凝
心聚力谱新篇”的联谊活动，州工商
联机关干部、州直管企业商会企业家
代表及部分企业员工代表 70 余人参
加了此次活动。

在昌吉溢达纺织有限公司，昌吉州
甘肃商会的书法爱好者们挥毫泼墨，为

企业员工赠送春联和福字。州工商联、
甘肃商会、河南商会有关负责同志还看
望慰问了这家企业的员工代表，为他们
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当天，州工商联举办文艺汇演活
动。冬不拉和吉他弹唱《可爱的一朵玫
瑰花》、诗朗诵《石榴花开心向党》、歌
舞大串烧、三句半《非公企业风采展》、
独舞等形式多样的节目轮番上演，赢
得了企业员工代表的阵阵掌声。

州工商联、州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综合党委
开展主题联谊活动

12月20日，采访团成员在木垒县白杨河乡冰雪民俗文化旅游活动现场采访。
□本报记者 许 乐摄

“热雪新疆”主题采访活动走进昌吉

新疆是个好地方 醉美最近是昌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