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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玛两地

共绘融合发展“一张图”
□朱文斌

肉苁蓉被列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医共体建设让群众“医”路畅通

吉木萨尔新闻

近日，位于玛纳斯县北五岔镇的石
玛兵地融合5GW光伏防沙治沙项目一
期工程建成并成功并网发电，标志着玛
纳斯县和石河子市在共同利用清洁能
源、实现绿色发展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
实的一步。

“一期项目的建成投产，不仅为我们
构建以新能源为核心的电力系统提供坚
实支撑，也将在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推动
兵地融合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该项目建设负责人杨宝起说。

作为新疆首个兵地融合光伏防沙治
沙项目，总投资189亿元，项目建设分两
期进行，首期3GW项目于2024年4月启
动建设。该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预计年
发电量约75亿千瓦时。项目将依托石河
子市优质的负荷资源，实现光伏电力就
地消纳，预计每年可新增产值14亿元，具
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近年来，石玛两地在产业融合发展
上持续发力，以资源整合为基础，推动产
业协同发展；以工业融合为动力，促进经
济结构升级；以全域旅游合作为桥梁，拓

展区域合作空间，共同推动产业结构向
“新”发展、能源结构向“绿”转变、发展模
式向“智”升级、生态环境向“美”迈进。

2022年，玛纳斯县与石河子市签订
协议，共同推进兵地全域旅游发展，合

作开发肯斯瓦特水库、小李庄军垦旧
址、1958 红山文旅小镇等景区，打造红
色旅游、观光旅游、生态旅游等石玛兵
地融合精品线路。清水河乡抢抓契机，
立足肯斯瓦特水库、S101线百里丹霞风

景道等区位优势，积极探索“景区带村”
发展模式。按照“合作社+公司+农户”模
式，该乡坎苏瓦特村将30栋民宿统一装
修提档，打造成特色星级民宿。目前，总
投资约1.6亿元的石玛兵地融合肯斯瓦
特景区开发项目已建成投用，有效拉动
了当地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2024 年，
当地农牧民通过发展旅游产业，人均增
收1000元以上，村集体增收30余万元。

“目前厂房主体已完工，签约企业
正在进行装修。”2024年12月31日，在
石玛兵地融合发展试验区，项目建设热
火朝天。据了解，2021年，石玛兵地融合
发展试验区标准化厂房建设项目动工
建设，目前已建成16栋标准化厂房，总
建筑面积达19.37万平方米。按照规划，
该园区将有效促进产业集聚，形成生物
医药、电子装备制造、物流电商等产业。

“在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产业发展协
同协作、生态环境同防同治、公共服务互
利互惠等方面，石玛两地取得了一系列实
质性成果，兵地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各族
群众。”该县发改委党组书记张峰说。

雪后的肯斯瓦特景区露营基地。 □朱文斌摄

本报讯 通讯员胡伟杰报道：近
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
示了2024年第三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
品名录，玛纳斯县肉苁蓉名列其中。

北五岔镇沙窝道村种植户殷宏雷
种植肉苁蓉已有8年时间，肉苁蓉产业
的良好前景让他延伸肉苁蓉产业链的
发展信心更足了。“我们计划接种肉苁
蓉1600亩，建立肉苁蓉产品质量追溯
体系，建立肉苁蓉种植加工生产基地，
推动乡村振兴。”殷宏雷说。

目前，北五岔镇沙窝道村种植肉苁
蓉1.5万亩，亩产达到250公斤，效益在

4000元左右。肉苁蓉又称大芸，素有“沙
漠人参”的美誉，不仅具有广泛的药用
价值和经济价值，也兼具良好的生态效
益和环保效应。北五岔镇地处古尔班通
古特沙漠南缘、玛纳斯河下游，光热充
沛，资源丰富，无霜期达到180天，独特
的气候环境非常适宜肉苁蓉种植。

北五岔镇副镇长范晓炜说：“我
们将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从千亩示
范种植实现大范围推广种植，同时，
延伸产业链条，借助中草药加工厂项
目，拓展肉苁蓉产业精深加工链条，
形成品牌效应。”

近年来，吉木萨尔县全力推动紧密
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不断提升基层医疗
卫生服务质量，构建分级诊疗、合理诊
治及有序就医新秩序，解决群众“看病
难、看病贵”问题，实现“小病不出乡、大
病不出县”，切实惠及民生。

近日一大早，吉木萨尔县三台镇村医
唐国友便背着助诊包四处走访，为村里的
老人进行血压、血糖、心电图等健康检查，
之后还会定期开展跟踪式医疗服务。

三台镇幸福互助院的老人唐天桂
说：“现在的医疗服务越来越好了，一个
电话打过去医生就来给我们检查，还给
我们讲解相关医疗知识。”

近年来，吉木萨尔县总医院先后在
10 个乡镇卫生院、50 个村卫生室建立

“农工情·行走的医院”村医工作室，通过
“行走的医院”项目为村医配备全科助诊
包，承担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和慢性疾
病管理、康复治疗，实现“基层首诊、双向
转诊、急慢分治”的分级诊疗体系，推进
县域医共体建设与乡村一体化管理有效
衔接，打通就医“最后一公里”。

唐国友告诉记者，以前他们卫生室
只有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计“老三样”，
看病全凭经验。现在有了全科助诊包，
可以做30多项检查，包括心电图、血脂、
血糖、血压以及血氧检测等。

这几天，三台镇羊圈台子村村民杨
金香心脏不舒服，通过村卫生室远程医
疗系统与县总医院人民医院院区心内
科专家进行视频连线，专家借助视频系
统共享病历资料、心电图，“面对面”对
她进行病情分析，并给出合适的治疗方

案和建议。
眼下，吉木萨尔县通过打造“行走

的医院”远程门诊中心，将县域内所有
医疗卫生机构编入一张网，构建起“互
联网+”新型医疗联合体，还建立了连接
国内知名三甲医院与县、乡、村医疗机

构的四级诊疗体系，各村卫生室可实时
传输检查数据，同步开展线上会诊。

吉木萨尔县总医院老年病科主任杨
小伟说，他们每天都有一百余个北京、上
海、西安等地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号源，及
时帮助群众解决会诊需求。截至目前，该
医院已进行会诊5000余人次。

在吉木萨尔县总医院三台分院，由
吉木萨尔县总医院人民医院和中医医院
院区医生组成的巡回医疗队正发挥各自
专业优势，为村民提供健康医疗服务。

吉木萨尔县总医院中医医院院区
治未病科医生王振兴说，他们通过医共
体定点帮扶机制，每月到三台镇卫生院
提供一次中医适宜技术诊疗。“最近我
们带来了拨针、毫针和火针疗法，给患
者提供更加全面的针灸服务。”

截至目前，吉木萨尔县总医院依托
“行走的医院”项目，已重点服务山区群
众 14 万人次，辐射服务全域群众达 20
万人次，基层就诊率超过68%，县域就诊
率达86%。

吉木萨尔县总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俞国兵表示，下一步将通过重塑医疗卫生
体系和整合医疗卫生资源，不断提升县域
医疗卫生机构的综合服务能力，让群众就
近享受预防、治疗、康复等健康服务。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1月6日，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管
护员救助了一只体力不支的大天鹅。

为帮助其尽快恢复体能，管护员
给大天鹅喂食了维生素和蛋白质，在
管护员的精心照料下，这只大天鹅的
体力慢慢恢复。

连日来，持续的阴雪天气使玛纳
斯国家湿地公园98%的湖面封冻，给
这里的野生动物栖息觅食造成了影
响。湿地管护员通过采取投喂玉米、打
通水道、加大巡护力度等措施，为候鸟
提供充足的水域面积和食物。该公园
管理局工作人员杨丽红说：“我们将加
大巡护管护力度，同时科学补充蛋白
质食物，确保大天鹅顺利越冬。”

□瓦力斯江·乌马尔江摄

本报讯 通讯员张锐报道：随着春
节临近，吉木萨尔县冰雪旅游消费热度
不断攀升。1月8日，吉木萨尔县依托冬
季旅游资源，推出八项冰雪活动，涵盖
景区、滑雪场、游乐场等多个旅游场景，
为游客提供丰富多彩的冰雪体验。八项
冰雪活动分别是：升级庭洲湾冰雪大世
界、打造千佛洞景区冰雪乐园、创新新
地乡冰雪嘉年华活动、升级丝路北庭滑
雪场、举行昌吉州第四届中小学生（青
少年）冰雪嘉年华活动暨昌吉州中小学
生（青少年）速度滑冰比赛、举办第七届
北庭年货会、举办2025年吉木萨尔县春
晚、举办正月十五赏花灯、闹社火活动。

1月8日，庭州湾冰雪大世界热闹非

凡。冰刀、雪地摩托车、爬犁等十几个冰
雪项目火热，前来游玩的游客络绎不
绝，游客们在雪地中尽情地玩耍嬉闹，
享受冰雪带来的欢乐和激情。据了解，
庭州湾冰雪大世界总投资 4800 万元，
占地面积127亩，总建筑面积4400平方
米，目前已建成并投入使用，有室内淘
气城堡、电玩城、鬼屋探险、9D影院、真
人CS、VR体验等八个项目。

近年来，吉木萨尔县坚持以“冰
雪+”为纽带，不断发掘冬季冰雪旅游资
源，将“冰雪+文化+旅游”深度融合，持
续创新业态模式，丰富产品供给，擦亮
冬季冰雪旅游品牌，让“冷资源”变成

“热经济”。

本报讯 通讯员李丹、钟丽萍报道：
近日，寒潮天气来袭，气温骤降，冰雪天
气增多，为有效抵御风雪对畜牧生产的
冲击，吉木萨尔县北庭镇采取有效措施，
做好提前部署，积极引导农牧民早动手、
早安排，确保牲畜安全越冬。

1月10日，在北庭镇西上湖村养
殖户温晓刚的圈舍内，村干部正仔细
查看圈舍温度、墙体厚度及牲畜过冬
草料储备等情况，并针对牲畜的防寒
措施、备草备料、疫病防治等方面进

行指导。同时，提醒养殖户遇到寒潮
天气时，一定要采取相应防寒保暖措
施，确保牲畜安全越冬。

据了解，入冬以来，北庭镇农业发
展中心及各村防疫员不仅通过电话、
微信时刻关注养殖户动态，定期推送
科学养殖知识，解答养殖户遇到的疑
难问题，还频繁穿梭在各村，指导养殖
户做好饲草料准备、牲畜防疫及圈舍
消毒等各项工作，全方位守护牲畜健
康，助力牲畜平稳过冬。

本报讯 通讯员冯晓阳报道：春
节将至，为进一步做好对计划生育特
别扶助家庭的关爱工作，1 月 11 日，
吉木萨尔县老台乡开展了计划生育
特别扶助家庭走访慰问活动，为计生
特扶家庭送去了党和政府的关怀和
温暖。

在老台乡阿克托别村计生特扶家
庭霍沙依家，工作人员送来了慰问品，
仔细询问了他家的生活近况及他的身
体情况，倾听他的需求，叮嘱他保重身

体，同时宣传了最新的优待政策，并为
他家送上了新春的慰问。

“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心和
厚爱，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霍沙
依感动地说。

老台乡将持续开展计划生育特
别扶助家庭走访慰问活动，时刻关注
计生特殊家庭，定期走访探视，及时
发现和解决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实
际困难，切实提升计生特殊家庭的幸
福感和安全感。

大天鹅安全越冬

1月11日，吉木萨尔县老台乡阿克托别克村，村民在观看“村晚”。连日来，老
台乡各村举办“文润庭州 大地流彩”群众“村晚”系列文体活动。各族群众一起
唱起来、跳起来、动起来，营造了欢乐和谐、团结向上的良好社会氛围。

□哈利达摄

积极应对寒潮天气 确保牲畜安全越冬

关爱计生特扶家庭 送上新春美好祝福

在吉木萨尔县人民医院，一位患者正在与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消化内科医
生通过“行走的医院”跨越2770多公里远程门诊见面，医治了他间断腹胀呃逆的症状。

□绕先古丽摄

冰雪旅游消费热 八项活动嗨翻天

技能培训长本领 创业就业有底气

本报讯 通讯员苟彩霞、胡伟杰
报道：连日来，玛纳斯县技工学校举
办叉车驾驶与养老护理技能培训，助
力各乡镇农牧民及城镇未就业、失业
人员创业就业。

笔者来到县技工学校叉车实训
基地，看到学员们正在授课老师的指
导下，学习叉车起步、倒车、掉头、叉
取货物等驾驶技术，通过反复实操练
习，逐步掌握了叉车驾驶技能。“我这
次参加免费叉车培训，就是想掌握一
门技术，以后能更好地就业。”凉州户
镇庄浪户村村民马星瑞说。

养老护理培训涵盖养老护理员
的基础知识、老年人基础护理、生活
照料、应急救护及常用照护技术等内

容，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
通过案例分析、实操演练等环节，帮
助学员全面掌握养老护理知识，提升
实际操作技能。广东地乡兵户村村民
葛玉权说：“利用冬闲时间参加培训，
我学到了老人饮食起居照顾等方面
的知识，打算以后在居家养老服务领
域创业。”

此次培训为期 20 天，共 80 多人
参加培训，考试合格的学员将获得相
应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玛纳斯县技
工学校教务主任杨锦锋说：“去年入
冬以来，学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
10 余场，累计培训近 300 人次，帮助
农牧民提升劳动技能，拓宽增收渠
道。”

图为玛纳斯县北五岔镇沙窝道村村民采收的肉苁蓉。 □胡伟杰摄

游客正在体验冰雪运动项目。 □杨天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