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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JI RIBAO

中共昌吉回族自治州委员会主管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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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薇、通讯员楚访
报道：2月21日一早，家住昌吉市的张
先生来到附近的社区活动中心找老
伙伴下棋。“在疆外看病不用垫付医
疗费用，太省心了！”不久前，他刚从
甘肃省武威市探亲归来，与同伴分享
他的开心事。

前两年，张先生在昌吉市人民医
院查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医生
建议他要定期服药。“我通过‘新疆医
保服务’小程序办理了跨省异地就医
备案，在武威市就医报销比例能达到
70%以上。”张先生说，在武威市期间
看病买药就像在昌吉一样方便。

去年 12 月，昌吉州作为就医地，
新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类风湿关节
炎、冠心病、病毒性肝炎、强直性脊柱
炎等5种门诊慢特病跨省直接结算服
务。打这以后，像张先生一样的患者
再也不用为异地就医而烦恼。

据悉，去年全州异地就医结算
工作成效显著，参保人异地就医直
接结算突破百万人次、达到 107.14
万人次，减少资金垫付 6.66 亿元，分
别较 2023 年增长 40.1%、17.8%。昌
吉州在全国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中，普通门诊结算 38.25 万人次，增

长 74.3%；门诊慢特病结算 8.36 万人
次 ，增 长 62.9% 。截 至 2025 年 1 月
底，全州接入国家异地直接结算平
台的定点医疗机构达 390 家，提前
完成了自治区“2025 年住院费用跨
省直接结算率提高到 70%以上的目
标”。在此基础上，昌吉州积极落实
自治区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
实现了职工 28 个病种、居民 19 个病
种的直接结算。

近年来，为进一步改善异地参保
人员就医直接结算体验，州医保局不
断优化异地就医备案流程，扩大异地
就医备案渠道，加快推动医保电子凭
证、医保移动支付接口，实现“数据多
跑路，群众少跑腿”。此外，昌吉州实
现自治区范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
共济，参保人亲属可在参保地异地定
点医药机构使用共济账户。

“2025 年，我局将继续深化医
保领域改革，以‘高效办、便捷办’
为目标，持续完善异地就医服务体
系 ，进 一 步 扩 大 异 地 就 医 结 算 范
围，优化异地就医备案流程，切实
提升人民群众异地就医便捷性和
获得感。”昌吉州医疗保障局副局
长周晟表示。

本报讯 记者付小芳、通讯员靳
镕臣报道：2月27日，昌吉州检验检测
中心纤维检验所2024年度棉花公证
检验工作历时 4 个多月顺利收官，累
计完成棉花检验 6670 批 27.9 万吨，
为棉花市场的稳定流通和产业发展
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

中国棉花仪器化公证检验呼图
壁实验室成立于 2007 年，隶属于昌
吉州检验检测中心纤维检验所，是昌
吉州唯一一家棉花公证检验承检机
构，该实验室承担着昌吉州 53 家轧
花企业和 1 家棉纺织厂的棉花公证
检验任务。

为做好 2024 年度棉花公证检验
工作，昌吉州检验检测中心纤维检
验所从设备维修调试、人员培训、实
验区环境改造等多个方面做足准备
工作，确保检验工作顺利进行。在检
验期间，工作人员严格按照相关规

定，从棉花取样、感官检验、品质检
验、公检数据审核上传等环节严格
把关，确保检验环境达标、公检数据
准确无误。

近年来，昌吉州检验检测中心从
实验室设备更新、环境升级、专业人才
储备等方面积极探索，不断提升人员
检测能力，夯实检验检测基础，确保了
棉花公检数据的公正性和准确性。

昌吉州检验检测中心纤维检验
所所长杨博表示：“昌吉州检验检测
中心纤维检验所将继续秉持科学严
谨、公正高效的工作态度，持续提升
检验能力和服务水平。接下来，我们
将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引入先进的
检测设备，进一步提升检测效率和
数据的准确性，更好地服务民生、服
务产业、服务监管，为昌吉州棉花产
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检验检测力
量。”

当木垒县西吉尔镇镇长王磊操
着一口“土味英语”，在镜头前卖力推
介木垒羊肉时，他可能不曾料到，这
种“不完美”的真诚恰恰成了乡村振
兴的流量密码。从“幕后策划”到“屏
前网红”，这位“80 后”镇长用行动证
明：领导干部玩转短视频绝非是追赶
时髦的作秀，而是新时代走好群众路
线的必修课。

细看王磊团队的短视频，没有
精美特效，却凭借“方言土语”的烟
火气和“网言网语”的亲和力引发受
众共鸣。从“探村”系列到民宿推广，
西吉尔镇的短视频不仅带来流量，
更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游客自
驾而来，农特产品线上热销，传统手
艺重焕生机。这种“线上引流、线下
变现”的模式，正是数字赋能乡村振
兴的生动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
要学网、懂网、用网”。这不仅仅是宣
传技能的升级，更是治理思维的转

变。流量狂欢不是终点，服务民生才
是根本。当领导干部化身“网红主
播”，镜头就成了政策的宣讲台，网络
就成了服务群众的大舞台，乡村振兴
便找到了“破圈”路径。

在数字化浪潮涌入基层治理的
今天，领导干部触网能力已成为衡
量现代化治理能力的具体体现。从
各级党校相继开设“领导干部媒介
素养”课程，到各地将新媒体运营纳
入干部考核体系，数字化转型正在
重塑干部能力标准。当乡村振兴遇
上短视频风口，领导干部既不能做
置身事外的“旁观者”，也不能成为
追名逐利的“表演者”，而是要做与
时俱进的“服务者”。昌吉这位“网
红”镇长的探索启示我们：唯有将网
络素养转化为为民服务的真本领，
才能在信息浪潮中架起新时代的

“连心桥”。这样的创新实践，值得更
多掌声与追随。这样的“网红”干部
不妨多些。

本报讯 记者王薇、通讯员杨旭报
道：人勤春来早，春耕正当时。立春以来，
昌吉州各地积极开展农资储备、农机检
修、技术培训等工作，抢先下好春耕备耕

“先手棋”，扎实做好农业生产各项工作。
2月14日，昌吉州党委农村工作会

议召开，安排部署2025年工作，统一思
想，明确任务，提早安排部署新一年的

“三农”工作。
农资储备足，春耕有保障。今年，全

州农作物总播面积在670万亩左右，与
上年基本持平，春耕生产预计需要各种
化肥12万吨、农药0.1万吨、地膜2.8万

吨、滴灌带5万吨、各类种子1.57万吨。
目前，全州已储备化肥 8.52 万吨、农药
0.11万吨、地膜2.53万吨、滴灌带5.1万
吨、各类种子5.59万吨。

“当前，各类农资货源充足、进货渠
道畅通，春小麦、玉米、棉花等作物种子
和尿素价格较上年同期均有不同程度
下降，本地化肥、地膜、滴灌带等企业生
产加工能力完全能够满足春耕生产需
求。”2月20日，昌吉州农牧业技术推广
中心主任柯晓涛介绍。

每年的春耕时节，也是农机具调配
使用最为紧张的时候。为满足春耕农机

具投入的需求和提高农机具作业质量，
全州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机技术人
员、农机合作社开展农机具作业培训，做
好各类农机具检修、保养调试，打好春耕
备耕“主动仗”。不仅如此，州农业农村部
门争取到位中央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
金1.0106亿元，优先补贴上年已购未补
机具和春耕生产所需机具，对高能、低
耗、环保和智能、复式作业机械做到应补
尽补，引导广大农民购买先进农机具投
入到春耕生产。“预计今年我州春耕生产
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架），3月25日
前全面完成农机具检修任务，能够保障

春耕生产顺利开展。”柯晓涛说。
今年，州农业农村局将春耕备耕工

作与“科技之冬”培训暨农牧业巡回服务
培训紧密结合起来，搭建“校地合作、院
地合作、技术交流、问题解答”平台，向县
市推送了88个培训“菜单”，指导县市开
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和服务。全州各地（农
高区）还邀请相关专家到县市、乡镇开展

“点菜式”培训，解决种植技术、病虫害防
治等农牧民关心关注的问题，采取线上
线下讲座、现场讲解等方式，培训指导服
务农牧民近3万人次，为春耕备耕工作顺
利展开打好基础。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行动是
青年最有效的磨砺。有责任有担当，青春
才会闪光。”今年23岁的汪含笑是新疆准
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部（人社局）“三

支一扶”人员，作为2024届刚毕业的大
学生，他怀揣梦想，扎根基层，把个人理
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之中，
满怀热忱为家乡建设献智出力，让青春
在磨砺中绽放光芒。

汪含笑是昌吉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
言文学（维吾尔语）专业学生，大三期间，
经学校安排，他先后在阿克苏地区库车
市哈尼喀塔木乡中学支教、准东经济技
术开发区组织部（人社局）实习半年。“这
段实习的时光是我人生中宝贵的经历，
虽然时间不长，但让我在实践中感受到
学有所用的价值，也让我对之后的职业
选择有了清晰的方向。”汪含笑说。

2023 年汪含笑在准东经济技术开
发区组织部（人社局）实习期间，主要配
合完成准东产教融合科技创新园的项
目建设、职业培训、合作办学等工作。

“实习期间得到了身边同事的支持和鼓
励，每项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更使
我懂得了责任与担当。当初实习结束
时，我还满怀不舍发了条‘准东回见’的
朋友圈，没想到时隔一年后，再次站在

了这里。”和准东再续前缘，汪含笑心中
满是感慨。

2024年7月，汪含笑以优异成绩入
选昌吉州“三支一扶”计划，正式到准东
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部（人社局）工作。
目前，主要负责准东产教融合科技创新
园项目跟进工作，对符合验收时限的项
目进行验收，以及对新建、建成项目的
进度款办理拨付手续。同时配合完成准
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对克州乌恰县对口
协作帮扶工作等。

“三支一扶”计划是引导高校毕业
生向基层一线流动、助力推进乡村振兴
的民生工程。入职半年后，汪含笑参加
了自治区2024年“三支一扶”人员能力
提升培训班，期间他积极向上，表现优
异。他积极自荐担任班长职务，协助班
主任服务保障班级管理工作，带领团队
在党建知识竞赛中奋勇争先获得第一
名，担任培训班文艺汇演活动主持人，
还牵头策划了关于党风廉政主题教育
的小品节目深受好评。在结业仪式上，
汪含笑作为昌吉州代表发言。培训中，

学员们接受理想信念教育、学习相关业
务政策、群众工作方式方法等，切实提
升了基层业务能力。

“社会实践、参加‘三支一扶’让我
摆脱迷茫，完成了从学生到基层工作者
的角色转变，逐渐清晰了自己的职业方
向路径。习近平总书记说，青年是社会
中最有生气、最有闯劲、最少保守思想
的群体，蕴含着改造客观世界、推动社
会进步的无穷力量。这句话一直激励着
我。”汪含笑说，在他看来，“三支一扶”
不仅是一种职业选择，更是宝贵的人生
经历和财富。“作为职业的新起点，我会
把每一项工作都当做一次挑战，努力成
为干工作的行家里手。从实习历练的学
习者、基层治理的服务者，再一步步努
力成为基层的建设者，这是我的职业规
划。我会用实际行动践行‘到农村去，到
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青
春誓言，在基层工作中做到全力以赴。”
汪含笑说。

眼下，他正在努力备考，向着自己
的目标前进。

新春新气象好开局

“早”字当先！昌吉州下好春耕备耕“先手棋”

开栏语

报效祖国 建功西部

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部（人社局）干部汪含笑

扎根准东书写青春答卷
□本报记者 刘新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

历史性成就。国家的希望在青年，

民族的未来在青年。广大青年积极

响应国家号召，奔赴西部、服务基

层，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默默扎

根、砥砺前行，让青春年华在为国

家、为人民的奉献中焕发出绚丽光

彩。今日起，本报推出“报效祖国

建功西部”栏目，报道广大青年扎

根西部沃土、奋力开拓创新的火热

实践，展示昌吉州高质量发展的生

动图景。

3月1日，农民正驾驶撒肥机在呼图壁县种牛场农田抛撒肥料。当前，正值春耕备耕关键期，呼图壁县积极组织农户开
展机械化施肥作业，通过精准施肥技术改良土壤结构，提升肥料利用率，为春耕生产奠定良好基础。

□本报记者 陶维明摄
抛撒肥料备春耕

昌吉州参保人异地就医

直接结算突破百万人次

今日评点

这样的“网红”干部不妨多些
□孙学良

昌吉州2024年度

棉花公检工作圆满收官
检验棉花6670批27.9万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