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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连任三届的老委员，委
员身份既是荣誉也是责任，时刻激励
和督促我干好本职工作。”谈及履职经
历，州政协委员、民革昌吉市委会委
员、新疆圆方律师事务所律师沈光钧
充满自豪。

从2011年至今，沈光钧已是委员
里的“三届元老”。这14年的履职经历
让他感慨万千：“这些年我在政协这
个大家庭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和提升，
这是我人生中最有意义、最值得骄傲
的时光。”

今年昌吉州两会，沈光钧带着3份
提案上会，内容涉及教育、旅游和医
疗。提案聚焦社会发展和百姓关切，凝
聚着他的研究和思考。

“当我34岁成为州政协委员时，我
感到很光荣，但具体怎么履职，我并不
清楚。我只知道，成为政协委员不是意
味着从此功成名就、享受荣誉，而是意
味着更多的责任与付出。”沈光钧对记
者说。

沈光钧是一名律师，对律师行业
的事最清楚。为了能够更好地履职，
他开始学习政协大会发言材料，积极
参加州政协组织的培训和各项调研，

不断探索和熟悉履职方法。
就这样，沈光钧从自己熟悉的行

业与专业开始，不断拓展履职宽度。
不同时期市民关心的热点与难点问
题，都是他履职聚焦的重点，如保障
律师执业权利、打造昌吉特色文创产
品、加强职称兑现后管理考核等。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就应该用好
‘话语权’。”沈光钧一门心思想着把州
政协委员的职责发挥到极致——14年
来，他先后提交各类提案80件，反映社
情民意30多件，履职成果丰硕。

2024年，沈光钧提交了“关于优化
营商环境，提升货运车辆通行效率的
提案”，建议承办单位采取延长货车通
行时间、放宽通行吨位限制、优化通行
路段和时段、简化通行审批程序等措
施，有效提高货运车辆的通行效率，这
也被写进了昌吉州政协十三届委员会
常委会工作报告。

沈光钧说，在新时代，各行各业
要高质量发展，人民对美好生活有着
新期盼，这些都对政协委员积极履职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一名老委
员，要不忘初心、牢记职责，为民代言
再出发，交出高质量“履职答卷”。

这两天召开的昌吉州两会日程
满满、精彩纷呈。今年，昌吉州融媒体
中心有40 多名记者奔跑在两会的各
个驻地和会场，搜集新闻线索，挖掘
两会故事。

连线、开麦、拍摄！昌吉州融媒体
中心精心策划、周密布置，前后方联动
开展系列采访报道，推出“两会朋友
圈”“两会新观察”“两会聚焦”“两会声
音”“两会手记”“两会瞬间”等栏目。前
方记者全力聚焦两会报道，相约代表
委员，共话昌吉州两会热点议题；报纸
端以整版的方式推出昌吉州两会特别
报道，浓墨重彩展现昌吉州两会的庄
严热烈、求真务实；新媒体端全力迸发
视频作战力，放大视频赛道影响力。代
表委员们就新质生产力畅谈自主创
新，就绿色发展探讨数字化转型，就医
疗和教育改革等畅所欲言，这些真知

灼见有生气、接地气、冒热气。
在两会现场，昌吉州融媒体中心

的记者们手持“长枪短炮”，穿梭于各
个大小会场，拍摄、采访、写稿、整理音
视频。“前线”的稿件、图片和视频源源
不断传到后方，剪辑、编辑、审核等工
作人员，如同并行的一条条新闻生产
线全速运转，全方位报道两会盛况。记
者刘思思手拿小蜜蜂麦克风、肩扛摄
像机在会场上争分夺秒采访、拍摄；实
习记者耿雅薇仿佛和她的拍摄设备

“长”在了一起，剪辑出一帧帧生动的
画面；记者左晓雨伏案灯下、字斟句
酌，敲打出一篇篇高质量的稿件……

今年昌吉州两会，我见过晨光熹
微，也看过凌晨的路灯将夜色照亮。融
媒体时代，“融”是一切，跑出光亮。每
位上会记者都带着“全媒体”的任务进
行报道，奔忙于一个个新闻现场。

两会瞬间

两会手记

交出高质量“履职答卷”
□本报记者 王薇

搭建交流平台 畅通发声渠道
□本报记者 刘新新

今年在报道昌吉州两会新闻时，
昌吉州融媒体中心有很多创新呈现，
多样化的报道形态和传播方式不仅
为大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也让两会
声音更贴近群众。

州人大代表、州政协委员和社会
公众都可以在“丝路昌吉”客户端开通
的“两会朋友圈”里交流互动，分享心
得和感悟；《两会新观察》栏目连接会
场内外，邀请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专
家学者和行业从业者做客直播间，以
连线会场代表、委员的方式，围绕经济
发展、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话题展开
交流互动；《两会微聚焦》栏目将镜头
对准基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群众，
通过短视频的形式谈论对两会的期待
与关注，提出建议、表达心声；《新手记
者的两会 VLOG》则记录新手小白记
者的上会初体验，以个人视角，生动鲜
活地呈现年轻人眼中的两会，引起了
更多同龄人的关注与点赞。

州人大代表、州政协委员非常珍
惜宝贵的两会时光，他们在“两会朋
友圈”踊跃留言——

州政协委员龚鸣：聆听政府工作
报告，翔实的数据、务实的举措、宏伟
的蓝图令人振奋不已。作为一名政协
委员，我要紧密结合昌吉州经济社会
发展实际情况，深入调研、精准发声、
贡献力量。

州人大代表骆贵祥：我的提议是
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如暖气管

道、自来水管道能否及时得到更新改
造，切实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指数。

……
代表委员是百姓心声的代言人，

每一条提案议案建议背后无不承载
着人民的重托和期盼。由于采访时间
有限，在短暂的会期里，或许有些代
表委员的心声没有被采访到，但多形
态的平台畅通了代表委员们的发声
渠道，他们的心声得以更充分表达，
进而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
祉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招硬招，这
不仅展现了代表委员们履职尽责、一
心为民的良好形象，也是全过程人民
民主的生动实践。

许多群众也在“两会朋友圈”留
言互动，表达对两会的关注——

W小林：我希望两会能更多关注
老年群体的生活，为他们的吃住和看
病多提一些建议。

一朵牡丹花：希望多关注大学生
就业问题。

熊猫大侠：现在昌吉越来越好，
车越来越多，我比较关注如何解决高
峰期出行畅通的问题。

……
群众的心声热切且诚恳。昌吉州

融媒体中心开创的这种新颖而又接地
气的互动方式与新闻传播形式，有效
提升了群众的参与度与体验感，让老
百姓更加关注两会，关注昌吉州经济
社会发展。

隆冬时节，昌吉州两会召开，发展
的信心在这里传递与升腾。

如今在乡村，全州 230 家农业产业
化重点龙头企业连接土地、生产、加工、
市场等环节，联系越来越多的农民。这
些龙头企业正发挥“领头雁”的作用，在
希望的田野上，描绘“群雁齐飞”的和谐
发展美好图景。

龙头企业是带动现代农业发展的“火
车头”，是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力军。农
业企业向“专精特新”企业学什么？乡村

“小巨人”企业如何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
中“挑大梁”？代表委员纷纷建言献策。

引育“龙头”
领跑农业提质增效

政府工作报告回顾2024年工作时，
“三农”工作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突出亮
点之一。

“近年来，我州农业产业化经营迅
速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成效显著，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功不可没。”州政协委
员、州党委农办主任、州农业农村局党
组书记王星雷认为，在乡村振兴背景
下，农业企业迎来了创新发展的时代机
遇，应该乘势而上、拔节生长。

“我州拥有木垒羊肉、木垒鹰嘴豆、
奇台面粉等众多资源，成长了一大批源
头种植、生产加工的农业企业。谁能在
产品创新上脱颖而出，在技术水平上率
先取得突破，谁就有可能‘出圈’走俏，
赢得市场。”王星雷说。

王星雷表示，我州将在政策扶持和
资源匹配上适度向农业领域的创新型
企业倾斜，促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延
伸加工产业链条，为孵化更多“小巨人”
提供肥沃的土壤，引导“小巨人”带着农

企向产业前沿化、高端化迈进，在产业
化的道路上发展壮大。

“今年，我们按照‘稳粮、优棉、强畜
和兴林果’总体思路，重点打造畜牧业

‘一园三基地’，培育龙头企业，实现农
业整体大跨越。”州人大代表、阜康市委
副书记、市长李星辰说，该市通过加速
百草滩畜牧产业园、北部骆驼养殖基
地、中部家禽养殖基地、南部山区马产
业基地建设，形成规模化、集群化效应，
带动推广畜牧业提质增效。

“龙头企业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关
键力量。我们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项目
带动作用，打造新疆原始黄金乳业有限
公司二期驼奶生产线，力争在2025年，
产值达到15亿元，实现产值翻番。实施
酿酒葡萄、番茄加工、温室大棚特色林
果等多个项目，鼓励引导有基础、有优
势、有特色、有前景的龙头企业开发新
产品、打造新品牌，不断提高昌吉州特
色农产品品牌知名度，助力区域农业产
业升级发展。”李星辰说。

做强“链条”
探索乡村振兴新途径

“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延伸做强农
业全产业链，大力实施农产品加工项
目，强化农业科技集成创新示范’，为传
统农业乡镇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州
人大代表、奇台县吉布库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唐海说。

“2025 年，我们将以延伸农业产业
链发展为主要方向，培育消费新业态和
增长点，持续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唐海说，该镇围绕“近郊农旅特色
镇”发展定位，做强传统农业的同时，加
快重点农文旅项目、特色旅游景点建

设，推动景点、景区串珠成链，全力打造
“入奇旅游第一站”。

唐海还提到，该镇将深化旅游业态
融合创新，积极发展冰雪游、农业观光
游等业态，推动城乡文旅融合提质增
效，构筑集休闲、观光、采摘、研学于一
体的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以农业“一
业兴”带动相关产业“百业旺”。

西域春乳业有限责任公司是新疆
建成最早的乳制品加工企业之一，经过
不懈努力，西域春乳业已形成“种植—
养殖—加工—产品”的绿色生态内循环
全产业链。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着力延伸加
工番茄、酿酒葡萄等13条优势特色产业
链。”州政协委员、西域春乳业有限责任
公司副总经理欧国兵建议政府加大对
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鼓励更多
企业参与冷链物流体系建设，为乡村产
业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流通市场的蓬勃发展在促进新疆
农产品销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欧
国兵建议，昌吉州加大市场规范力度，
提升供应链管理能力和竞争力，推动冷
链流通体系标准化、信息化建设；加强
农产品供应渠道监管和认证，建立完善
的冷链产品追溯机制；为食品冷链行业
培育一支具备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的
人才队伍。

向新而行
注入“数字智慧”

2024 年，向新而行，昌吉州农业产
业化发展蹄疾步稳，走出一条有序上新
的发展道路。

在州政协委员、民盟昌吉市委会副
主委、新疆慧尔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保强看来，作为加快发展新质
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
环，加快推进数字农业建设显得尤为
重要。

“由于昌吉州数字农业标准和规范
不统一，相关部门缺乏协调联动，未形
成合力，存在农业生产相关基础数据资
源相对分散、共享开放水平不高、农业
信息化技术人才紧缺等问题，数字农业
项目推广速度较慢。”李保强说。

李保强建议，昌吉州建立统一的数
字农业标准和规范，通过支持数字农业
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数字农业推广示范
点、健全农业农村数据共享机制、完善
产学研合作机制、强化数字农业人才队
伍建设等，加快数字农业高质量发展，
全面助力小麦、玉米、棉花三大产业在
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占先机，为促进
三产融合增添抓手。

2024年，玛纳斯县依托数字农业智
能装备产业园建设，实现农田物联网和
大数据平台互联互通，成功建成70万亩
全疆最大数字农业示范基地，一条数字
强农、数字治村、数字富民的发展新路
越走越稳。

在州人大代表、玛纳斯县人大常委
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马文新看来，数字
化农田的改造在助力乡村振兴和助农
丰收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数字农业应用功能未得到全面利
用，在建设广度和运用深度方面还需要
加强。”马文新说。

马文新建议，政府做好顶层设计、
给予政策支持，鼓励社会资本共同参与
建设与经营，协调各方共同解决数字化
装备在使用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助力全
州数字农业发展。

奔跑吧，记者
□本报记者 刘茜

让希望的田野上长出“小巨人”
□本报记者 王薇 常谊谊

1月9日，在昌吉州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呼图壁代表团代表审议政府工作
报告。 □本报记者 何 龙摄

1月9日，参加昌吉州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文化艺术、新闻出版界联组的委员
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本报记者 巨海成摄

1月9日，在昌吉州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奇台代表团代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本报记者 何 龙摄

两会聚焦

1月9日，参加昌吉州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教育、医疗卫生、体育界联组的委员
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本报记者 巨海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