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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日报乌鲁木齐2月6日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苏璐萍从自治
区中医药管理局获悉：截至目前，自治
区公立中医类医院数量达82家，县办
中医医疗机构覆盖率达74.7%，中医类
别执业（助理）医师达29754人，均实
现大幅增长。今年，自治区中医药管理
局将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制定一批重
要改革文件，推动出台一揽子政策举
措，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传统医药是人类文明创造的成
果，需要守护传承精华，也需与时俱
进、守正创新。2024年，自治区坚持通
过改革激发动力，推动乌鲁木齐市、
昌吉州成功获批国家中医药传承创
新发展试验区，构建了深化中医药综
合改革新格局。

今年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推动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和中
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设优质高效
的中医药服务体系。

“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将突出重

点，深化中医药改革。”自治区卫生健
康委党组成员，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
党组书记、局长曾斌芳说，今年将推动
符合中医药特点的多元复合医保支付
方式改革，会同医保部门开展中医优
势病种按病种付费试点，遴选推出适
宜按病种付费的中医优势病种，探索
中医日间病房按病种付费；制定发布
一批符合地方特色的中医药标准，为
区域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中药饮片
质量监管、模式复制推广等提供有力
支撑；推进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两个国
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
推动中医医院牵头组建县域医共体。

同时，强化数字赋能改革发展，
组织开展智慧中医医院申报和试点
工作。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互联
网+”县域中医智能医共体试点，力争
2025年每个地（州、市）有一个县建立
覆盖县乡村的三级中医 AI 智能辅助
诊断系统，缓解基层中医诊断人才缺
乏问题。

新疆将建设优质高效中医药服务体系

（上接01版）
点亮华东地区万家灯火的绿电，

跨越千里而来。全长3300多公里的准
东—皖南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让绿
电0.01秒内在两地间完成传输。

从“中国煤仓”到“电力高速”，
2024 年昌吉州“疆煤外运”5450 万
吨、占全疆四成。“疆电外送”683亿千
瓦时、占全疆一半，其中绿电比例超
过 30%，外送电量可供应 7000 万户
家庭一年的用电。

2 月 9 日，位于昌吉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的新疆成飞新材料有限公
司叶片成型车间内，工人们正对风电
叶片进行成型加工。俯瞰厂区货场，
长 108 米、重 35 吨、叶根直径 3.2 米
的风电叶片排列整齐，即将运往木
垒县。

在东方电气（新疆·木垒）新能源
高端装备制造基地，成套的风机塔筒
和叶片即将外运。

在木垒县，“长在”戈壁滩上的风
力发电机，就像擎天柱，它“身高臂
长”，超级能干。以一台 7 兆瓦的风机
为例，每小时可以发7000度电，叶片
不到10秒就能转一圈，每转一圈就可
以发11度电，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一
天的用电量。

在阜康市光伏产业园内的绿发
阜康鲁能 10 万千瓦光热发电项目建
设现场，一排排光伏电板组成“向日
葵”方阵。该项目配置高效储热系统，
在阴雨天气等光照不足的条件下，可
满足机组满负荷运行 8 小时以上。项
目预计2025年底建成并网发电，预计
全年发电量达2.5亿千瓦时。

在准噶尔盆地东南缘，华电木垒
40 万千瓦风电基地的负责人王开涛
快步走向控制中心，这个项目去年底
刚刚并网发电。“我们应用了智能系
统，使风电预测与调配更为精准；配
套建设的储能设施像超大号‘充电宝’，
有效平抑了新能源发电的间歇性和
波动性，提升了发电效率和稳定性。”

昌吉州是新疆十大风区、五大光
区之一，发展新能源条件得天独厚。
近年来，昌吉州加速布局并形成了集
能源生产、装备制造、应用示范于一
体的全产业链，促进当地风机主机、
叶片、塔筒以及光伏组件等新能源装
备制造产业链不断完善，“风光”产业
规模不断壮大，以新质生产力奏响绿
色能源交响曲。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产业与新能
源耦合发展，做实项目储备。结合自
治区新能源申报政策、全州电网接入
条件，围绕现代煤化工、电解铝等产
业新增绿电需求，再争取一批以风电
为主的新能源项目落地昌吉，形成

‘建成一批、在建一批、启动一批、谋
划一批’的良性循环。”昌吉州发改委
党组书记赵治钧介绍。

风驰电掣的昌吉速度

早春时节，走进木垒县东方电气
100 万千瓦山地风电场，124 台风电
机组迎风而立，将巨大的风能源源不
断转化为清洁能源。该风电场于2025
年 1 月 1 日成功并网发电，标志着木
垒县风电光伏并网容量超过千万千
瓦，这也是新疆首个建成的县级千万

千瓦级新能源基地。
从沙漠深处到山谷之间，作为全

国重要的能源基地，昌吉州的新能源
项目建设步履不停。

今年新增并网 1800 万千瓦新能
源项目，底气何在？该怎么干？

昌吉州消纳空间广阔——
工业总量、规上企业数量位居全

疆第一，全州用电量1066亿千瓦时、
占全疆四分之一，2024年新能源利用
率超95%。当前正加快推进60亿方煤
制气、173 万吨电解铝产能转移、560
万吨煤制烯烃、710 万吨煤制甲醇等
重大项目，还规划布局了一大批煤炭
清洁高效利用项目，新能源发展潜力
巨大。

配套支撑坚实——
全州已建成 750 千伏变电站 5

个、在建 2 个、开展前期工作 2 个，电
力送出及接入条件全疆领先；成功培
育 30 余家新能源及上下游装备制造
业规上企业，形成了新能源及装备制
造“两翼齐飞”发展格局。

目标分解，责任落实，措施细
化，项目才能落地见效。“我们将聚
焦新疆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
基地的战略定位，加快新建项目前
期手续办理，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
全面推行‘串并集成+容缺受理+告
知承诺’模式，着力提升审批效能，
确保续建项目 2 月底前复工一批，3
月份全面复工，新建项目应开尽开，
开足马力推动 1800 万千瓦新能源
项目并网，全力做大做强新能源产
业集群，让风光资源释放更多发展
动能。”昌吉州发改委党组书记赵治
钧表示，将充分发挥发改部门牵头
调度作用，确保 44 个 3791.7 万千瓦
新能源项目一季度全部开工建设，
力争上半年并网 600 万千瓦、全年
并网 1800 万千瓦。

1800万千瓦新能源并网任务，木
垒县分到 1000 万千瓦，全州一半以
上的建设任务在木垒县。去年，木垒
县的 250 万千瓦风电项目，跑出了
180天接入并网的“昌吉速度”并作为
典型案例在全疆推广。“作为全州新
能源建设主战场，我们将全方位推动
服务提质，为大家提供最顺心的办事
体验，最暖心的周到服务。”木垒县委
副书记师燕群表示，木垒县将把新能
源项目作为头号工程，通过成立专
班，主要领导挂帅出征，分管县领导
请缨出征，科级干部驻点推进，举全
县之力，集各方之智，打破木垒4月化
雪才动工的惯性思维，通过倒排工
期、挂图作战，压实责任，进一步总结
经验、完善措施、提升效率，确保9 个
续建项目2月全部复工、6月底全面建
成；10 个新建项目 3 月底全面开工、
10月底全面建成。

3年时间，从思变到成势，昌吉州
新能源产业拼图逐渐完善。从千年驼
铃到特高压银线，从戈壁荒滩到“风
光”热土，站在新能源产业春风里的
昌吉，正以全新姿态，在中国能源版
图上书写着绿色发展的时代答卷。这
片土地上的每一次叶片转动、每一缕
阳光捕捉，都在为“双碳”目标注入强
劲动能，昌吉州正奔向更广阔的新能
源产业发展新时代。

本报讯 通讯员宋凯琪、孙黎报
道：近日，呼图壁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开
展为立功受奖军人家庭送喜报活动，分
别为8名荣立三等功和17名荣获“四
有”优秀士兵（官）称号的军人军属送上
喜报。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向
受表彰的现役军人家属表示感谢，并且
希望他们一如既往地支持国防事业。

近年来，呼图壁县高度重视退役
军人和双拥工作，扎实推进军人荣誉
体系建设，持续营造尊军崇军浓厚氛
围，激励更多有志青年参军报国。自
2024 年以来，全县共有 70 名官兵立
功受奖，其中18人荣立三等功，52人
荣获优秀士兵（官）称号，累计发放慰
问金33600元。

呼图壁县

为立功受奖军人家庭送喜报

新年新气象，新年新征程。2025 年
春节假期一结束，昌吉政务服务中心按
时“重启”，恢复了往日的繁忙景象。2月
6日，记者走进办事大厅，只见前来咨询
与办理业务的群众络绎不绝，各窗口工
作人员精神饱满、着装整齐，耐心接听
和回复每一位群众的来电来访。

春节假期过后向来是企业招聘与
群众求职的“黄金期”。工作人员张禾波
熟练地打开昌吉州就业服务网，认真统
计着企业发布的岗位信息。她告诉记
者：“春节假期过后，企业的招聘需求十
分强烈，我们后续会将各类招聘信息汇

总发布，并举办‘春风行动’招聘会，尽
可能帮助更多群众找到满意的工作。”

另一边，负责办理养老保险业务的
工作人员吴凌同样忙得不可开交。一上
午，他就接待了 10 余位前来办事的群
众。吴凌说：“我们提前为复工做好了准
备，并对各项业务流程都进行了全面梳
理与优化。节后一上班，便有不少群众
前来咨询退休业务，我们主动开展政策
宣讲，希望通过高效、优质的服务，让群
众感受到政务服务的‘温度’。”

当天，昌吉市民陈卫斌到昌吉政务
服务中心办理退休手续。他告诉记者：

“这是我第二次来，在工作人员的耐心
指导下，我顺利补齐了所需材料，20 多
分钟就办完了全部手续。工作人员办事
耐心又细致，效率特别高，还给我详细
讲解了最新的养老退休政策。”

据统计，节后两天，昌吉政务服务
中心共接待群众2000余人次。

除了办事窗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智慧庭州 城市大脑”群众诉求一体化
平台。该平台整合了人民网书记留言
板、人民网州长留言板、州长信箱、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昌广行风热
线等九大平台，借助智能化数据分析，

精准定位民生痛点。
昌吉州数字化发展局党组书记、局

长陈宏宇说：“新的一年，我们将以‘开
局即决战，开局即冲刺’的奋斗姿态，坚
决落实州党委、政府的部署要求。同时，
联合多部门全面梳理惠企政策并及时
发布，在政务大厅开设惠企柜台，利用
数据精准推送，助力企业实现惠企政策
免申即享。进一步优化12345政务服务
热线，增设更多高频事项专区，强化工
作人员培训，确保群众和企业的每一项
诉求都能得到妥善处理，不断提升政务
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龙腾虎跃迎盛世，锣鼓喧天闹元宵。
2月12日，农历正月十五元宵佳节，一场
以“文润庭州 福满元宵”为主题的昌吉
市2025年元宵节民间社火表演赛在昌
吉市原吉瑞祥影剧院门前热闹上演。来
自兵团和昌吉市建国路街道、北京南路
街道、榆树沟镇、阿什里乡、三工镇、二六
工镇、硫磺沟镇、大西渠镇8个乡镇街道
社火代表队的6000余名社火演员，带着
各自绝活轮番登场，为各族群众献上了
一场雅俗共赏的非遗视觉盛宴。

作为传统文化的民间艺术瑰宝，
2021 年 5 月，昌吉民间社火以“新疆社
火”获批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扩展名录。经过多年传承与发展，
昌吉社火已成为昌吉人春节最隆重的
一项群众文化活动，不仅展示了昌吉丰
富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还以
其多种表演形式传递着人们对新年的
美好祈愿。

当日 10 时，昌吉市城区锣鼓喧天，
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昌吉市各族群众
和游客早早来到社火表演现场，抢占最
佳观演位置。

“快看，社火表演开始了！”11时，伴
随着铿锵有力的鼓点，和着欢快的节
拍，昌吉市各支社火代表队的演员们身
着节日盛装陆续登场，一场年味十足的
元宵节文化盛宴正式拉开序幕。

年轻人踊跃参与
社火“老技艺”焕发新魅力
社火表演现场，演员们热情高涨、

精神焕发，跟着节奏卖力挥舞着手中的
彩扇、彩绸等道具，道路两侧的群众看
得津津有味。在各支代表队中，有许多
年轻的面孔，他们朝气蓬勃、活力满满，
为传统社火表演注入了新的活力与
生机。

19岁的杨文轩是一名在校大学生，
也是昌吉市建国路街道社火代表队中的
一名成员。趁着寒假，他主动报名参加了
社火表演，成为一名鼓手。杨文轩说：

“2023年寒假，我第一次参加社火表演，
感觉很有意思。今年寒假趁着空闲，我再
次报名加入了街道的社火表演队伍，希
望可以用实际行动传承社火表演技艺。”

在杨文轩的带动下，他的姐姐杨烨宇
彤也加入了建国路街道扇子舞表演队。杨
烨宇彤说：“社火表演非常有趣，既丰富了
我的假期生活，还让我在实践中结识了许
多新的朋友。社火表演是我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一部分，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
有责任和义务将它传承下去。”

除了昌吉市本地群众和干部，昌吉
市的社火代表队中还有一些因热爱社
火而自发加入的外地演员。11岁的郁凯
年前跟随父母从鄯善县来昌吉市探亲，
得知昌吉市招募社火小演员，他和表哥
一起报名加入了北京南路街道社火表
演队。郁凯说：“以前都是观看社火表
演，今年我参与了表演。父母还专门请
假陪我一起在昌吉市参加社火排练和
表演，让我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元宵节。”

老年人热情不减
用行动再展时代风采
在各支社火队伍中，既有年纪尚小

的孩童，也有头发花白的老人，他们用
热情和行动为社火表演增添了许多色

彩和活力。正是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和坚守，让更多年轻人看到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魅力与价值。

“咚咚锵，咚咚锵……”76岁的王仁
基是北京南路街道社火代表队中的积极
分子，虽然年事已高，但是身手矫健，表
演起来丝毫不逊色于年轻人。表演赛现
场，王仁基一边默数着节拍，一边卖力挥
动鼓槌。“受父亲的影响，我对社火表演
有着浓厚的兴趣。年轻时，我踩过高跷、
打过鼓，还扭过秧歌。如今，我们的生活
越来越好，群众性文化活动也越办越好，
我想趁着身体硬朗凑凑热闹，将我们老
一辈积极向上的风貌展现给大家。”

60岁的李凤琴是社火队伍中的一名
老演员，从1998年起，她就开始参加社
火表演。李凤琴说：“年轻时，我在村里参
加社火表演，如今虽然年纪大了，但是我
对社火的热情依然不减当年。每次只要
听到音乐声，我就不自觉地舞动起来。只
要还能跳得动，我还会继续参加社火表

演，给大家带来更多快乐。”
传统与创意交融
唱响民族团结之歌
今年，在原有的舞龙、舞狮、秧歌、

腰鼓等传统项目基础上，昌吉市各乡
镇、街道社火代表队还根据各地地域特
色，在社火表演中融入了本地民俗文化
的特质。演员们纷纷使出浑身解数，通
过表演展现昌吉市城乡面貌日新月异、
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美好景象。

社火表演现场，北京南路街道社火
代表队的萌娃变脸、戏曲亮相、蛇宝送
福等特色表演，让观众直呼精彩；被誉
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二六工
镇将“新疆花儿”带到现场，精彩的歌伴
舞更是博得了观众的阵阵喝彩；榆树沟
镇社火代表队将杂技融入了社火表演，
演员们身姿轻盈，将力量与技巧完美结
合，展现出高超的技艺和默契；三工镇
社火代表队把“许仙”和“白娘子”请到
表演现场，演员幽默风趣的表演，逗得

观众哈哈大笑；阿什里乡社火代表队更
是创意十足，在社火表演中加入了阿肯
弹唱以及挤奶舞等富有本地地域特色
的歌舞元素，向观众展现了牧区群众勤
劳、勇敢的精神面貌；建国路街道社火
代表队还将机器狗带到现场，与演员们
共乐共舞，向各族群众“挥手”拜年……
这场精彩纷呈的文化民俗盛宴，将传统
与创意、民俗和文艺有机融合，让观众
大饱眼福，演出现场掌声、欢呼声更是
一浪高过一浪。

昌吉市民俞晓玲说：“每年正月十五
看社火是我们最开心的事，如今的社火
融合了多民族元素，既有亮点也有看点，
让我们在精彩的社火表演中共庆佳节。”

演员们一路走一路演，观众一边看
一边高举手机拍下精彩瞬间。尽管天气
寒冷，但丝毫没有阻挡演员的表演激情
和群众的观看热情。在欢乐祥和的氛围
中，歌舞声、欢呼声连成一片，绘就了一
幅幸福美满的美丽画卷。

“老传统”+“新创意”节日年味别样浓
——昌吉市2025年元宵节民间社火表演赛侧记

□本报记者 付小芳

昌吉政务服务中心

节后复工干劲足 高效服务暖民心
□本报记者 杨鹤

新春新气象好开局

演员在跳挤奶舞。 □本报记者 付小芳摄

演员表演吹火。 □本报记者 巨海成摄

机器狗向大家拜年。 □本报记者 付小芳摄

演员表演扇子舞。 □本报记者 付小芳摄 演员表演舞龙。 □本报记者 巨海成摄

演员敲击铜锣。 □本报记者 巨海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