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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来临之际，昌吉州各部门单位
积极行动，聚焦道路交通、供电、供水、
供暖等重点行业领域，全方位开展安全
生产检查，从各方面做好充足准备，确
保全州各族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
春节。

保障春节“电力十足”

国网昌吉供电公司积极组织筹备，
编制春节保电工作方案，成立保电领导
小组，制定重要场所“一馆一册”保电手
册，全面备战春节保电工作。

春节期间，国网昌吉供电公司在各
县市的9个营业厅、54个自助缴费终端
继续开放使用，“网上国网”App提供24
小时线上办电、电费支付等“一网通办”
服务。同时，针对客户在小区或乡村微

信群中反馈的用电诉求，该公司客户经
理与“疆电助手”AI 机器人共同入驻客
户微信群，全天候收集和反馈客户用电
诉求，从传统的人工盯办转变为全流程
自动处理，还能向客户普及用电政策、
安全用电知识。

截至1月27日，该公司共计出动人
员 1025 人次，车辆 353 车次，巡视配电
线路共计 271 条次；完成配变测负荷
464台次、红外测温655条次、带电消缺
86条次，整治低电压、重过载、三相不平
衡配变14台，全面做好春节保供电准备
工作。

保障春节用水无忧

这两天，昌吉市第三水厂工作人员
正忙着对水源水质进行检测。为保障正

常供水，昌吉市清源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通过智慧水务平台，对供水压力、流量
和水质情况进行24小时实时在线监测。

据昌吉市清源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郑彦飞介绍，公司实时监测水
量和管网压力变化，科学合理调配供
水，确保市区供水管网压力均衡。服务
热线24小时开通，确保用户诉求及时处
理，保障供水服务及时高效，做到件件
有落实，件件有反馈。

为保证春节期间群众用水安全稳
定，公司安排技术人员严格落实24小时
值班值守制度，完善应急供水预案，备
足检修物资，配齐抢修队员，切实提高
应对供水突发事件处置能力，做好临时
应急供水保障与工程抢修工作。

春节期间，营业大厅每天有专人值

班值守，保证群众在节日期间也能够办
理用水业务。

保障春运安全有序

连日来，昌吉州交通运输局组织工
作人员深入一线，对参加春运的客运车
辆开展每日安全例检，详细检查了客运
车辆安全性能、维护保养、驾驶员培训
情况等，检查了货运企业安全管理、货
物运输安全风险防范及车辆装载、驾驶
员操作规范等，督促客运企业落实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安全制度，加
强车辆安全管理，确保运输安全。

据统计，1 月 14 日至 1 月 21 日，全
州累计投入 1827 辆客车（发放春运标
贴）、579辆公交、3792辆出租车，累计运
送 旅 客 约 183 万 人 次 ，日 均 约 26 万

人次。
各县市（园区）交通运输部门、公路

运营单位持续优化旅客票务服务，通过
电视、广播、互联网新媒体等多渠道发
布客运服务信息，及时增开售票窗口、
延长售票时间，推广联网售票和电子客
票服务，方便旅客购票乘车；严格实行
明码标价；落实客运服务标准和环境卫
生要求，引导旅客有序分散候车和排队
上车；加强运力组织调度，督促指导巡
游出租汽车企业、客运企业加大重点时
段、重点区域、热门景区的运力调配和
供给，满足社会公众乘车出行需求。

保障春节万家温暖

连日来，昌吉市东方环宇热力有限
责任公司、昌吉市城投热力有限公司等

供热企业开展了节前安全生产检查，重
点对各换热站安全生产和用电设备设
施的运行进行检查，确保春节期间供暖
稳定。

“昌吉州住建局在春节前后将持
续督促各县市行业主管部门、供热企
业加大供热设施设备巡查检查力度，
确保供热设施设备运行正常；积极与
气象部门对接，时刻关注室外天气变
化，根据室外温度变化，在热源平稳运
行的基础上及时进行负荷调控，保障
用户室内供热温度，切实做到‘室外降
温、室内不降温’；设立 24 小时供热投
诉热线，对群众来访、来电投诉，及时
受理解决，做到事事有回音。”昌吉州
住建局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二大队
副大队长周斌介绍。

1月29日16时，在昌吉市石河子路
森林大第小区西区北门处，昌吉市市容
环境卫生管理中心绿洲路环卫所环卫
工人徐春玲和几位同事正手持铁锹，细
心地平整路旁绿化带上的积雪，额头上
已渗出细密的汗珠。这天虽然是正月初
一，但徐春玲和同事们仍然坚守在岗位
上，开展城市清洁工作。

“早晨 6 点，我们就开始工作了，比
平时早了两个小时。”徐春玲一边擦汗，
一边告诉记者。居民们欢度春节，街面
上留下了不少垃圾。为了保持街道的整

洁，徐春玲和同事们一直忙碌到11时，
才将街面的垃圾清扫完毕。

徐春玲今年53岁，从事环卫工作已
经13年。谈及春节期间的坚守，她微笑
着说：“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节奏。虽然
不能享受春节假期，但看到城市因为我
们而变得更加干净整洁，我的心里就充
满了成就感。”徐春玲的爱人汪志奎是
一名环卫清雪车驾驶员，春节期间他同
样在岗在位，夫妻俩共同为城市的整洁
贡献力量。

为了确保春节期间昌吉市市容市
貌干净整洁，昌吉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
中心做好细致安排：每天早晨6点，46名
驾驶员和46名安全员驾驶着46辆垃圾
清运车准时出发，穿梭在市区、昌吉国
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各个小
区、企事业单位之间，及时清运公共垃
圾收集房、地埋式垃圾箱里的垃圾，确
保垃圾不积压、不滞留。即使在没有降
雪的情况下，昌吉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
中心环卫车队每天也安排了2个清雪编
组约20名工作人员值班值守，一旦下雪
能够迅速投入清雪工作。

据统计，春节期间，昌吉市市容环
境卫生管理中心共有699名环卫工人坚
守岗位，除了垃圾清运车外，还有49台
各类机械投入环卫工作。

情系百姓冷暖 落实保障措施
——我州各部门单位多措并举保障群众安心过节

□本报记者 高云哲

“虽然我们这儿的春晚已经过去好
几天了，但给我的那份震撼仍然挥之不
去。”1月25日，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
区（以下简称准东开发区）财政局副主
管索芙蓉对记者说。

1 月 20 日，准东开发区举办“启航
2025·准东逐梦飞扬”迎新春文艺晚会，
索芙蓉和准东开发区财政局的全体员
工一起表演了舞蹈《石榴花开中国年》。
节目中，大家脸含笑意，身着民族服饰，
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在准东开发区，大家团结一心，接
续奋斗，才有了如今的成绩。听说要举
办春晚，我们全员都报了名，利用业余
时间排练。我们这支舞蹈表现的就是团
结的力量。”索芙蓉说。

此次准东开发区春晚由当地干部
群众、企业职工自导自排自演，共分《开
拓·工业新城》《创新·智慧矿区》《奋斗·
千亿园区》《奉献·希望之城》四个篇章，
16个节目涵盖歌舞、器乐演奏、朗诵、小
品等多种艺术形式，生动演绎了准东人

10余年的奋斗历程和辉煌成就。
这场晚会吸引了近千名观众到场。

“基础设施一天一变，经济发展日新月
异，到手工资越来越多，这就是我在准
东开发区工作生活的真实感受，这场演
出全部展现出来了。有幸成为准东蜕变
的见证者，我很自豪。”观众刘琨琪说。

10余年来，准东开发区牢牢抓住煤
炭资源优势，全力打造国家能源资源战
略保障基地重要支点，持续高质量推进
国家现代化煤炭煤电煤化工基地建设，
成为全疆首个工业产值突破千亿元、税
收过百亿元的开发区。2024 年，准东开
发区综评考核全国排名第122名，在新
疆9家国家级经开区中排名第一。

新春时节，走进准东开发区，企业内
处处是大干热干的红火场面；管委会办
公楼内，干部职工正加紧完成各项工作
任务；生活服务区里，人们品尝美食，开
心观影，悠闲购物。近10万人正在这片发
展改革热土上耕耘，接续奋斗，一座戈壁
新城，版图正越扩越大，前景愈发明朗。

致敬奋斗者

“洁”尽全力 扮靓城市
□本报记者 荷苒·马汗

1月29日，昌吉市市容环境卫生管
理中心绿洲路环卫所环卫工人徐春玲
（中）在和同事一起平整路旁绿化带上
的积雪。

□本报记者 荷苒·马汗摄

踏雪巡线 守护光明
□本报记者 常谊谊

国家电网±1100 千伏昌吉换流站
（以下简称昌吉换流站）坐落在新疆准
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昌吉—古泉±
11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的送端
站，昌吉换流站就相当于这条输电线路
上的控制大脑，承担着为华东地区提供
充足“绿电”的重任。蛇年春节，昌吉换
流站还有30名员工在岗工作。

“最近气温骤降，咱们要尤其注意，
看好监控机换流阀进阀温度，及时调节
室外空冷棚，保证阀冷系统稳定运行，
继电室、阀厅也要看，若有异常立即上
报。”1月23日，在昌吉换流站的中控调
度室，运行主值班员刘橙宗组织在值人
员开展巡视工作，确保春节期间每台设
备正常运行。

这天的准东戈壁，寒风席卷，雪花飘洒，
气温降至零下25摄氏度，刘橙宗和同事们
各司其职，拿着望远镜、红外测温仪等巡检
设备，奔走在设备区，他们要从极I低端换流
变压器广场开始巡视，一直巡视到750千伏
五彩湾变电站，一圈下来，大半天过去了。

“重点要检查室外端子箱、机构箱、
汇控箱箱内驱潮加热装置工作是否正
常，密切跟踪换流变压器、平波电抗器、
调相机等设备运行状态，确保无一遗
漏，发现隐患及时消除，保障电网安全
稳定运行。”刘橙宗说。

室外运维人员忙着监测设备运行，
各设备库室内工作人员也在忙碌。来自
吉林省的变电检修职工赵东男今年是在
换流站过的第3个春节，虽说在站里过节
习以为常，但老家的亲人让他很是牵挂，
闲暇下来，他给妻子打电话表示歉意，不
能回家和他们过年，妻子安慰他说：“我
好着呢，父母孩子都很好，春节是万家团
圆的日子，但你那里更需要你。”

放下电话，赵东男又赶紧投入到对
设备的检修之中，还不忘对记者解释道：

“感谢妻子的理解，虽然我很愧疚，但感
觉责任更重。我们辛苦付出，能让千万家
光明，我想，她会为我感到骄傲。”

作为“疆电外送”第二条直流通道，
吉泉直流是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电
距离最远、输送容量最大的特高压直流
输电工程，线路经过新疆、甘肃、宁夏、
陕西、河南、安徽6个省（区），全长3293
千米，输送容量为1200千瓦。该站每年
可向华东用电负荷中心输送600亿千瓦
时至850亿千瓦时电量。

2024年，该站向华东地区输送电量
683.73 亿千瓦时，比上一年度增加了
10.27%，外送电量已连续4年位居全国
特高压工程首位。刘橙宗说，看着这里的
每一度送出去的电都有自己的一份付
出，再苦再累都觉得值。“我们站可是‘电
力珠峰’，说出去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
情。每逢节假日，我们的员工都是抢着报
名值班，争着为‘疆电外送’作出贡献。”

1月23日，刘橙宗和同事在仔细查
看设备运行情况。

□本报记者 常谊谊摄

文化中国年

1月21日一大早，位于昌吉市六工
镇的昌吉厚德康养家园里传出阵阵欢
声笑语，一场以“瑞雪映慈念 祥福暖暮
年”为主题的迎新春联欢会在这里举
行。记者看到，火红的灯笼和彩条拉花
将活动大厅装点得格外喜庆，老人们相
互交谈，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11时30分，伴随着欢快的音乐，迎
新春联欢会拉开序幕。为了让老人足不
出“院”就能感受到春节的气氛，昌吉厚
德康养家园的职工利用业余时间，精心
编排了舞蹈、黄梅戏、合唱等多个文艺
节目。舞台上，演员们演得起劲；舞台
下，老人们看得津津有味。

当天，来自乌鲁木齐市谢尔主题童
子营的学生也为老人们带来了精彩的
文艺表演，悠扬的歌声、动感的舞蹈，将
现场氛围推向高潮。79岁的刘凤英见孩
子们唱起《苹果香》，便主动上台加入了
合唱的队伍。“我年轻时就喜欢唱歌、跳
舞，今天我也给大家露一手。”刘凤英老
人乐呵呵地说。

节目表演告一段落，台下不少观众
仍沉浸在喜庆的氛围当中。几位老人哼

着小曲，跟着音乐扭起了秧歌。娴熟的
动作，灿烂的笑容，大家仿佛回到了年
轻的时候。活动现场，92 岁的张孟琳老
人穿得格外喜庆，她开心地说：“得知养
老院要搞活动，我今天专门换了一身衣
服，还涂了口红。过年嘛，就应该喜气洋
洋，大家聚在一起看节目、聊家常，既热
闹又开心。”

78 岁的骆小秋老人是一名退休教
师，来昌吉厚德康养家园一年多了。“这
里的工作人员非常有爱心，对我们老人
也很有耐心。今天把我们聚在一起过新
年，让我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骆小
秋说。

当天，昌吉州老年（老干部）大学书
法班的学员也来到现场，为老人赠送了
春联和福字，老人们拿着喜庆的福字和
春联乐得合不拢嘴。

“春节期间，我们策划了丰富多彩
的联欢活动，希望能丰富老人们的精神
文化生活。新的一年，我们会根据老人
身体健康状况和兴趣爱好，为老人提供
更加贴心、暖心的个性化服务。”昌吉厚
德康养家园院长张光梅说。

新春送福 情暖桑榆
□本报记者 付小芳 史天喜 通讯员 梁宏涛

歌舞欢腾 逐梦飞扬
□本报记者 常谊谊

1月20日，准东开发区迎新春文艺晚会节目精彩纷呈。 □本报记者 常谊谊摄

山乡新画卷

领分红款 过幸福年
□本报记者 高云哲 李东辉 通讯员 霍延磊

1月24日，昌吉市建国路街道六工
庙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会议室里，股民们
齐聚一堂，个个笑逐颜开，共同见证六
工庙村股份经济合作社2024年度分红
大会的召开。据了解，此次分红总金额
约383万元，涉及全村1091人。

分红大会现场，合作社理事长李保
中介绍，过去的一年，合作社通过优化
管理流程，提高了运营效率，降低了成
本，成立了物业公司，增加了收入来源，
也为股民们提供了更加舒适的生活环
境。2024 年，村集体收入较上一年增长
了 45%，股民个人分红额度也增长了
26%。

股民王志强领到了 22000 余元的
分红款，捧着分红款的他笑得合不拢
嘴：“今年我领到的分红款比去年翻了
一番，真的非常高兴。”

“马上过年了，我领到了 14000 余
元的分红款，我们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了，我对我们六工庙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的发展越来越有信心了。”股民牛继萍
高兴地说。

六工庙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为股民
分红的背后，是合作社做大村集体经济

“盘子”、鼓起村民“钱袋子”的生动实
践，真正实现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
金、村民变股民，让股民共享集体经济
发展带来的成果。

李保中告诉记者，合作社除 12000
平方米写字楼、园丰农贸市场部分摊位
出租等经营性收入外，还积极拓展业
务，成立了新疆三实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不断增强村集体经济的“造血”能
力，让“看得见”的集体资产变成了“摸
得着”的红利。

一部手机 放牧骆驼
□本报记者 常谊谊 通讯员 王梦君

1月18日10时，木垒县雀仁乡北部
“冬窝子”积雪盈尺，寒风潇潇，牧民巴
扎尔·巴旦坐在毡房里，围着暖炉，喝着
香气四溢的奶茶，悠闲自得。

他靠着桌子，低头观看手机，屏幕
上播放的画面，正是他家的骆驼在十几
公里外牧场吃草的情景。

“现在，放骆驼不用牧犬不用人，一
部手机就够了。”巴扎尔·巴旦说。

巴扎尔·巴旦是木垒县雀仁乡雀
仁村的牧民，养殖骆驼已有 20 多年，
有 30 峰骆驼。2024 年，他给自家骆驼
戴上了装有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项
圈，通过手机客户端就能精准定位骆
驼的位置，实时查看整个驼群分布等
情况。

巴扎尔·巴旦说，以前放骆驼可是
个辛苦活儿。他家离放牧点将近 20 公
里，出门放牧要么骑马，要么骑骆驼，还
得带上几条狗。骆驼走多远，人就得跟
多远。有的时候一走就是一两天。

“以前放牧真的费时费力，而且骆

驼走着走着就散了，容易丢，不好找。自
从我给头驼戴上了‘北斗’项圈，就能实
时监看驼群，坐在家里放牧。早上，骆驼
自行出门，等骆驼吃饱了，我跟着导航
去将它们赶回来就行，其他的时间可以
干些别的。”巴扎尔·巴旦说，他现在每
天都能将驼肉、驼奶拉到乡上去卖，家
里和放牧都能兼顾到。

如今，在木垒县雀仁乡，已有 80 峰
骆驼戴上了“北斗”项圈。目前，雀仁乡的
智慧放牧管理系统——数字乡村智慧云
平台已经投用，200多户牧民利用这个系
统实现了“手机放牧”，可以实时动态查
看在野外放养的4800多峰骆驼。

“我们算了笔账，骆驼装上‘北斗’
项圈后，骆驼养殖户每年可节约放牧时
间 50%以上、节约放牧成本至少 5000
元。今后，我们将完善智慧放牧管理系
统，投入无人机，通过无人机巡查，提高
牧民放牧效率，进一步推动骆驼产业向
智能化、信息化方向迈进。”木垒县雀仁
乡党委书记张建军说。

1月18日，木垒县雀仁乡冬窝子，一群骆驼正悠闲地吃着草。
□本报记者 常谊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