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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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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孙学良报道：2月8日
上午，昌吉回族自治州妇女第十三次代
表大会召开。昌吉州党委书记曾艳阳，
自治区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李灵慧出
席会议并讲话。

昌吉州党委副书记、州长郑敏，昌
吉州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宋海山，昌吉
州政协党组书记马建新出席会议。昌吉
州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高峻主持。

妇女是人类文明的开创者、社会进
步的推动者。曾艳阳代表昌吉州党委、
人大、政府、政协，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
我州妇女事业发展的自治区妇联表示
衷心的感谢，向全体与会代表、全州各
族各界妇女和广大妇女工作者致以诚
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他说，昌吉州
第十二次妇女代表大会以来，全州各级
妇联组织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思想
政治引领、助力创新创业、维权关爱服
务、弘扬文明新风、加强自身建设等方
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赢得了社
会各界的赞誉和妇女群众的信任。全州
广大妇女以柔肩扛重任、以行动践担
当，踊跃投身改革发展稳定一线，充分
展现了昌吉女性昂扬向上、奋发进取的

时代风采，书写了巾帼不让须眉的精彩
华章，为推动昌吉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

“半边天”力量。
做好妇女工作，不仅关系妇女自身

发展，而且关系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关
系国家发展、民族进步。曾艳阳强调，今
天的昌吉，正迎来攀高进位、精彩蝶变
的黄金期、上升期、关键期，为各级妇联
组织履行职能、发挥作用开辟了崭新天
地。要铸牢政治忠诚，在奋进新征程中
激扬巾帼之志，坚定政治方向、树牢理
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坚定拥护“两个
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强
化理论武装、赓续优良传统，自觉在忠
诚向党、感恩奋进中彰显巾帼本色。要
勇担时代重任，在创造新业绩中彰显巾
帼之为，踊跃投身经济建设主战场，更
好为我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功立
业、增光添彩；追求卓越创造新业绩，用
一流业绩淋漓尽致地发挥“半边天”作
用；坚决捍卫安全发展硬基石，努力以
高水平安全服务高质量发展。要发挥独
特优势，在引领新风尚中展现巾帼之
美，充分发挥独一无二的巾帼作用，以

“传美德”“扬正气”“树家风”为己任，突

出价值引领树新风，大力弘扬美德育家
风，坚持身体力行促社风，带头传递正
能量弘扬真善美，在引领崇德向善新风
尚中绽放最美风采。要当好桥梁纽带，
在构建新优势中凝聚巾帼之力，全州各
级妇联组织要牢牢坚持党的领导，把联
系和服务妇女作为工作生命线，围绕保
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用心
用情服务、依法维护权益、加强自身建
设，坚决当好妇女思想的“引领者”、妇
女权益的“维护者”、妇女事业的“推动
者”。

李灵慧代表自治区妇联向大会的
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她希望全州各级
妇联组织和广大妇女要守正创新强引
领聚共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
领各族妇女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
跟党走；要守正创新担使命建新功，团
结动员各族妇女为推动昌吉州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巾帼之力，在全州
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乡村振兴第一
线、创新创业最前沿展现巾帼风采；要
守正创新扬优势固基点，充分发挥家
庭家教家风建设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

积极作用，使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
上向善、共建共享的家庭文明新风尚
在全社会更加倡扬。要守正创新促改
革破难题，在新征程上更加有效发挥
妇联组织桥梁纽带作用，当好党开展
妇女工作最可靠、最得力的助手，为建
设“典范地州”砥砺奋进，为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新疆实践而努力奋斗。

州总工会负责人代表人民团体致
贺辞。福建省、山西省妇联发来贺电，全
疆13个地州市妇联发来贺信。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市、第八师石河
子市妇联领导到会祝贺。

会上，苏琴当选为昌吉州妇联第十
三届主席，张玲、刘娟当选为昌吉州妇
联副主席，邵晓梅当选为昌吉州妇联挂
职副主席，张文敏、努尔玛丽·库西拜
尔、赛乃姆·伊卜拉伊木当选为昌吉州
妇联兼职副主席。会议表决通过了《昌
吉回族自治州妇女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

州人大、州政府、州政协相关领导，
州直相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自治
州妇联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代表和特邀
代表参加会议。

2月8日，昌吉市建国路街道社火表演队演员在加紧排练。据悉，今年元宵节，昌吉州将开展社火展演活动，预计75支队伍，1.1万
余人参与，届时将为各族群众奉献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 □本报记者 何 龙摄

春节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
日之一，不仅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
蕴，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重要组
成部分。这个节日，总是以它独有的
方式，让每个中国人感受到浓浓的年
味。这种年味，不仅是节日的氛围，更
是一种情感的传递与文化的传承。

随着时代的进步发展，年味也在
悄然发生变化，展现出不同的风貌，但
其中蕴含的情感却始终如一。对于上
年纪的人来说，年味是团团圆圆的温
馨。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无论身处何
方，人们都会尽力“归途”，与家人共度
佳节。包饺子、贴春联、放鞭炮……这
些传统习俗，饱含着深深的家庭情感
和对新年的美好祝愿。

对于年轻人来说，年味则多了几

分自由和时尚活力。他们或许会在大
年初一走进电影院，看一部充满欢声
笑语的贺岁片，让电影中的故事情节
成为新年里的一份特别记忆。又或
者，他们会在假期外出旅游，感受不
同地域的风土人情，让心灵得到更多
的滋养和启迪。

每个中国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
去感受、去体验、去传递属于中华民
族的年味。这种年味，既是对传统文
化的坚守与传承，更是对现代生活
的热爱与追求。这种传承，不仅是形
式上的延续，更是情感与文化内核
的传递。让这份浓郁的年味，如同璀
璨的烟火，照亮我们未来前行的道
路，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努力、奋勇
拼搏！

本报讯 通讯员瓦力斯江·乌马
尔江、张智龙、张超报道：去冬今春，
玛纳斯湿地管护员对越冬大天鹅种
群数量进行了监测，结果表明，今年
玛纳斯湿地越冬的大天鹅数量达到
了943只，创历史最高纪录。

位于世界候鸟迁徙三号线上的
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近年来生态
环境不断改善，来这里越冬栖息的
大天鹅数量逐年增多，成为了大天
鹅稳定的越冬地。这两天，在玛纳
斯国家湿地公园，943 只大天鹅悠
闲惬意地栖息觅食，洁白的大天鹅
引颈高歌，姿态优雅，它们在波光
粼粼的水面上游水嬉戏，场景分外
和谐美丽。在这里过冬的大天鹅，
基本上都是拖家带口不便继续迁
徙 的 大 天 鹅 ，其 中 羽 毛 色 泽 发 灰
的，就是还处在幼年期的大天鹅。
大天鹅连续 13 年在玛纳斯湿地越
冬，数量也是创历史最高纪录，意
味着湿地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这
得益于湿地保护措施的加强、水质
的提升和生态多样性的增加。玛纳
斯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野生动植
物保护科干部杨丽红说：“通过今
年持续对大天鹅的监测，发现天鹅
的年龄结构成分有一定的变化，往
年羽毛纯白色的成年大天鹅占比
较大，今年灰色幼龄期大天鹅占比
达到 10%，通过大天鹅年龄结构和
整体种群数量的变化，充分说明了
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保护工作成

效显著。”
湿地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态系

统之一，对于维护生物多样性、调节
气候和净化水质等方面都发挥着重
要作用。大天鹅作为一种大型水禽，
对栖息环境有着较高的要求，因此湿
地成为了它们理想的越冬地，其数量
的增长有助于维护整个生态系统的
平衡和稳定。越冬大天鹅数量的增加
也提升了湿地的生态旅游价值，许多
摄影爱好者慕名而来，观赏美丽的大
天鹅。石河子摄影爱好者王会勤说：

“现在大天鹅通过当地政府的多种保
护措施，离我们人类的距离越来越
近。作为摄影爱好者，现在能够更近
距离去观赏大天鹅在水中，在空中的
各种姿态，更近距离去拍摄野生大天
鹅。”

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是候鸟的
重要栖息地和繁殖地。近年来，玛纳
斯县通过退耕还湿、退牧还湿、退塘
还湿等保护措施，湿地环境大大改
善，成为了迁徙大天鹅重要的越冬栖
息地。为了越冬大天鹅有充足的食物
和安全的生存环境，后期湿地管护员
将加大巡护管护力度，为大天鹅提供
充足的水域面积和食物。“这些大天
鹅预计将于今年三月初陆续飞离玛
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这期间我们将继
续做好大天鹅的保护工作，同时对游
客及湿地周边的群众做好宣传，普及
科学知识，让大天鹅在这里安全越
冬。”杨丽红说。

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

越冬大天鹅943只 创历史最高纪录

图为大天鹅在水中嬉戏玩耍。 □瓦力斯江·乌马尔江摄

今日评点

年味，是传递更是传承
□王彦君

准东开发区两电厂发电项目投产

预计年新增发电量超140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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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茜、李柏林报道：
肥硕叶菜，日光温室生长，“吃”的是营
养液，长得鲜嫩可人……听过“活体蔬
菜”吗？1月25日，记者一行走进位于昌
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新疆
农业博览园未来农业科技馆的“活体蔬
菜”自选超市，探访“活体蔬菜”背后的
现代农业“技术流”。

在这座占地4000平方米精心打造
的“活体蔬菜”自选超市内，一排排整齐
的水培管道有序铺展。管道上，各类蔬
菜尽显蓬勃生机，苦菊、生菜、油麦菜等
在水培管道中扎根生长，等待着顾客挑

选。“这个能边种边吃的‘活体蔬菜’目
前有生菜、番茄等十几个品种。超市今
年元旦开业，以新鲜为标识的‘活体蔬
菜’，不仅出现在高档酒店的餐桌，也走
上普通市民餐桌，给餐桌注入一抹清
新。”未来农业科技馆负责人闫冀介绍。

记者问：“‘活体蔬菜’到底是个
啥？”

闫冀解惑：“与传统蔬菜种植不同，
‘活体蔬菜’采用基质播种、水培池育
苗、日光温室生长，生长全过程不进行
人工干预，不打农药，还原蔬菜本质，营
养更丰富。不同于常规的卖菜，在‘活体

蔬菜’自选超市，消费者可以推着购物
车，一颗一颗在立体生产架上带根采
摘，我们会帮着把带着基质块的蔬菜，
用无纺布缠起来后打包。比如这个生菜
差不多是 25 到 30 天一茬，消费者带回
家可以放到纸杯里，食用完菜叶后，只
需给根部浇水，就会长出新的叶片，非
常方便。”

记者走进叶菜生产区，浓浓绿意映
入眼帘，翠嫩的生菜等叶菜顶着肥肥的
叶片，整齐地排列在多层生产架上，仿
佛住在“多层楼房”里。在番茄生产区，
看不到一丁点土壤，2 米多高的番茄秧

种在密密麻麻排列着的栽培架上，满眼
绿意中，像瀑布一样垂挂的藤蔓上悬挂
着一串串小番茄，红彤彤、绿油油、黄澄
澄……放眼望去，如同置身于一个番茄
森林。

种植不用土，番茄挂空中，植物喝
着营养液，光照湿度可调节，这样“时
尚”又智慧的种植模式充满科技范儿。
在现场，徐园等 3 名工人正在忙着采摘
小番茄。大棚内时不时有喷雾的声音。
徐园告诉记者，这种声音就表示植物

“口渴”了，机器正在给植物喷射营养液
“解渴”。

昌吉农高区：高颜值“活体蔬菜”走上市民餐桌

昌吉州妇女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

凝心聚力启新程 勇毅前行建新功
为建设“典范地州”贡献巾帼力量

排练社火迎元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