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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社区“家账本”，不光能将社区
服务精准送到居民家中，还能将居民紧
紧联系起来，俨然变成了居民生活的

“朋友圈”。
这是呼图壁县呼图壁镇吉祥社区

创新推出社区“家账本”之后取得的积
极成效。

何为社区“家账本”？它有什么用？4
月10日，记者前往该社区一探究竟。

在吉祥社区办事大厅，社区民政干
事齐丽拿出了一沓本子——人口信息
采集表说：“这就是社区‘家账本’。”

“这不就是普通的居民信息登记册
嘛，每个社区都有，还能不一样？”看记
者发出疑问，齐丽会心一笑，没做过多
解释地说：“这可不是简单的登记注册，
你翻开再瞧瞧。”

记者翻开其中一本一栋楼的人口
信息采集表，只见每家每户都有一个专
有栏，而且还分成了十几个分栏：除了
登记家庭姓名、人口、出生年月等基本
信息以外，还包括联系方式、职业信息、
学历、爱好、特长、身体状况等，甚至连
子女的各项信息都很完整，堪称一本居
民家庭档案。

“我们在入户过程中，将住户信息
尽量补全，不光是简单地登记入户姓
名、家里住几口人，这个本子可是可溯
源的数据库，得让我们这项工作真正服
务辖区群众。”齐丽说，这些社区“家账
本”都是最近七八年才陆续完善起来
的，重点记录了每户家庭情况。是否是
孤寡老人、重病残疾等弱势群体，家中
是否有适龄儿童、下岗工人、待业青年

等居民的动态信息都记录在案，社区工
作人员可以根据居民实际需要，开展及
时有效、快捷精准的服务。

今年85岁的吉祥社区吉祥苑小区居
民王良都和老伴一起生活，他患有高血
压等心脑血管疾病，社区工作人员通过
社区“家账本”随时对老人身体健康情况
进行随访，生活上也处处给予关心。

“我和老伴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一
转身就爱忘事，社区会定期打电话提醒
我们关燃气，到时间就问我们吃药了没
有，就连我们不太会用智能手机他们也

上门来教我们，是真好。”王良都言语中
充满了感激。

利用社区“家账本”，社区方便了居
民管理，居民也享受到了社区的“一对
一”精准服务，但齐丽介绍，这只是社区

“家账本”的一项功能。
“我们这个‘账本’现在是社区居民

的生活助手APP，利用它可以就近办成
许多事。”齐丽介绍，由于居民信息统计
很完善，现在的社区“家账本”等同于一
个分类信息网页，居民教育、医疗、养
老、计生、就业等信息统统囊括其中，居

民可根据需求随时联系社区寻求相关
信息源。

“举个例子——如果有位居民向我
们反映家里水管堵了，我们就可以拿出
社区‘家账本’查找，谁会维修水管，找
到后由我们社区出面沟通，对方同意并
告知我们可以提供他的联系方式，我们
直接让他们二人联系，很快就解决了问
题。”齐丽说。

记者走访社区居民了解到，如今在
吉祥社区，有事找社区“家账本”就近解
决身边事已经成为居民的生活常态。

“我退休后爱上了书法，一个人闷
头写没意思，就通过社区‘家账本’找到
了好多同道中人，大家一起交流，很热
闹。”今年71岁的居民张兴钧开心地说，
他如今每周都和社区的书法爱好者们
一起聚会，陶冶情操，切磋技艺，退休生
活舒适且安逸。

据吉祥社区居委会委员陶荣介绍，
吉祥社区“家账本”采取线上线下同步
管理，线上数据便于查询，纸质资料翔
实可靠，网格员会定期动态走访，随时
更新信息，同时全面梳理街区资源，精
准排摸社区居民的急难愁盼需求，整理
形成需求清单并给予解决。今年以来，
社区利用这个“家账本”已经解决居民
身边事近100件。

“我们将进一步完善社区‘家账本’
功能，依托大数据、互联共享等智慧技
术，赋能社区生活，根据居民需求选配托
育、养老、就业、生活服务等功能，提供集
约、开放、共享的一站式生活服务，全面
提升服务质量和治理水平。”陶荣说。

本报讯 实习记者徐录录报道：近
日，一个集文体中心、职工培训、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职工影院于一体的昌吉州
市工人文化宫建设项目破土动工，计划
于2026年正式对公众开放。

4月10日，记者在位于昌吉市红旗
西路与世纪大道交界处的昌吉州市工
人文化宫建设项目工地看到，建设场地
已经全部围挡起来，工程车辆进进出
出，工人正在抓紧施工。项目负责人董
柏林介绍，目前，项目施工正在有序推
进，预计今年 10 月份完成场馆主体
施工。

据悉，昌吉州市工人文化宫建设项
目是2025年州重点民生工程，计划投资
1 个亿，由自治区总工会、昌吉州、市总
工会和援疆工作指挥部提供配套资金。
项目占地 40 亩，建筑面积 13991 平米，
分为地上三层和地下一层。配套工程计
划建设262个停车位，其中地下停车位
170个，满足职工群众停车需求。

记者了解到，场馆建成后将覆盖周
边5万余名职工群众。此外，考虑到该区
域缺乏电影院等设施，场馆还增设了职
工电影院，方便周边群众就近观影。

工人文化宫是弘扬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的重要阵地，是工会组织维护职工
精神文化权益的重要载体，更是职工群
众学习知识、培养才干、进行文化活动
的重要场所。这两年，昌吉工人文化宫
大力推进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着力打
造职工服务新平台、职工活动新阵地，
最大限度实现工人文化宫的功能与
价值。

昌吉工人文化宫党支部书记、主任
张婧向记者介绍：“新建的工人文化宫
建筑面积是老址面积的 3 倍，我们尽全
力从内容和形式上不断满足新时代职
工的多元化需求，使工人文化宫真正成
为职工的学校和乐园，方便职工在这里
玩得开心、学得尽兴，提升他们的幸福
感和获得感。”

4月1日，一群骆驼正在奇台县牧民
坚阿衣甫·胡尼亚孜家门外圈舍中悠闲
地吃草。当记者渐渐靠近，它们有些躁
动起来。“小心别被它们踢了。”奇台县
公安局半截沟派出所所长吴菲把记者
拉到身后，一峰母驼警惕地“白”了记者
一眼，歪头安然享受起吴菲的抚摸。“我
和它是老朋友了。”吴菲乐呵呵地说。

“我27岁那年，它丢了，那会儿它4
岁多一点。”坚阿衣甫·胡尼亚孜说，为
了让骆驼回家，他愁了两个多月，派出
所民警也折腾了两个多月。

坚阿衣甫·胡尼亚孜是奇台县半截
沟镇人，他和乡亲们的定居点在该县西
地镇，这里圈养着产奶的母驼和小骆
驼，而他们的放牧点则在奇台县北部的
戈壁滩，距离定居点100多公里。那里生
长着梭梭和红柳，牛羊吃不了，却是骆
驼的美餐。

2020 年春天，坚阿衣甫·胡尼亚孜
发现放牧点有一峰母驼不见了，他开
车、骑马找了一个多星期，最终放弃了。

和其他牧民一样，坚阿衣甫·胡尼
亚孜放养骆驼的方式十分随性，他隔两
个月左右才去放牧点看下骆驼，在那里
待上一两天就回来。骆驼丢失，他也不
是第一次遇见。

“一次9峰骆驼同时不见了，我也是
到处找，还在各个群里发求助信息，没
找到，也就算了。”坚阿衣甫·胡尼亚孜

大手一挥，大大咧咧地说。
隔了一阵子，坚阿衣甫·胡尼亚孜

的亲戚在富蕴县的荒漠里发现了这9峰
骆驼，赶紧告诉他。“它们居然跑出去
300多公里，也是够能跑的。”坚阿衣甫·
胡尼亚孜喜滋滋地从富蕴县把骆驼赶
了回来。

亲戚认出坚阿衣甫·胡尼亚孜的骆
驼，是因为牧民都会给骆驼打上专门的
印记，家家不同，用以识别。

2024年11月，坚阿衣甫·胡尼亚孜
的朋友无意中在吉木萨尔县三台镇一
户牧民的圈舍里，凭印记认出了坚阿衣
甫丢失的母驼，它还带着一峰小骆驼。

“我赶过去问，那家人说是2024年
5 月花了 1.5 万元买的，他有收据、微信
转账记录，还有交易的视频。”坚阿衣
甫·胡尼亚孜得知，卖方是五家渠市红
旗农场的牧民哈某。

他去红旗农场找到哈某，哈某说骆
驼是2020年自己的父亲用一峰公骆驼
与过路货车司机交换所得，当时并没有
互留联系方式，已经找不到对方了。

坚阿衣甫·胡尼亚孜郁闷地回了
家。苦想了几天，他来到户籍所在地的
半截沟派出所求助。

此后，民警们奔波于西地镇、三台
镇和红旗农场调查了解情况，在零下
20℃的严寒中走访了17天，还是没有找
到那名货车司机。

“没有证据证明骆驼是被偷了，派
出所无法立案。我也咨询了法官和律
师，还是因为没有证据，官司也打不
成。”吴菲遗憾地告诉坚阿衣甫·胡尼亚
孜，这下他更加郁闷了。

“奶茶不好喝了，抓饭也不好吃了。”
坚阿衣甫·胡尼亚孜怎么都想不明白，明
明是自己的骆驼，怎么就回不了家呢。他
忍不住给吴菲打电话倾诉烦恼。

“要是真丢了我也不想这事了，可
现在我看到它了。”

“你愿意接受调解吗？”
“那可以试试。”
“坚阿衣甫·胡尼亚孜与三台镇、红

旗农场牧民交涉时，都彬彬有礼，没有
发生过一次争吵，他始终相信法律能解
决问题。”吴菲说，每一峰骆驼都承载着
牧民的情感与生计，这次我们得为他兜
这个底。

然而，第一次调解以失败告终。当
时哈某表示愿意把母驼所产小骆驼给
坚阿衣甫·胡尼亚孜，而坚阿衣甫·胡尼
亚孜执意讨要母驼。

“人家找到了自己的骆驼，想要回
来是可以理解的，换了你是不是也会这
么想？现在找不到货车司机，骆驼的来
源总是个问题，不能证明是善意取得。”
吴菲对哈某说。

“人家怎么也养了4年骆驼，你这样
拿走了对人家也不公平，是不是把饲养费

给人家？”吴菲对坚阿衣甫·胡尼亚孜说。
第二次调解后，哈某决定用 1.5 万

元回购骆驼母子，再还给坚阿衣甫·胡
尼亚孜。坚阿衣甫·胡尼亚孜也同意补
偿哈某饲养费。

春节前，坚阿衣甫·胡尼亚孜找了车
去接骆驼，那天哈某并不在家。“他说让我
自己去他家就行了。”坚阿衣甫·胡尼亚孜
进了哈某空无一人的院子，把骆驼母子装
车，高高兴兴回家。接着，坚阿衣甫·胡尼
亚孜给派出所送来了锦旗，上面写着“扬
警威失驼还主，为牧民保驾护航”。

“这段时间哈某也没联系我。我答
应他要补偿饲料费的，他随时找我，我
随时付他钱。”坚阿衣甫·胡尼亚孜认真
地说。

母驼四五岁开始产羔，两年产一
峰。驼奶很受市场欢迎，每隔两天就有
驼奶生产厂家前来定居点收驼奶，坚阿
衣甫·胡尼亚孜家每次可卖出 1000 多
元的驼奶。

吴菲和同事们常来定居点走访牧
民，进行防盗、交通安全、反诈等安全提
示。“再过一个月左右牧民就要开始给
骆驼剪毛了，届时我们也要跟着牧民去
放牧点，开展法治宣传。”吴菲说。

“以后你会不会把骆驼看紧点了？”
记者问坚阿衣甫·胡尼亚孜。“我放心得
很，丢了5年的骆驼不也找回来了？”坚
阿衣甫·胡尼亚孜笑着说。

本报讯 通讯员王文霞报道：4
月 9 日上午，呼图壁县林业和草原局
的工作人员成功救助了一只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赤狐幼崽。

当日，呼图壁县林业和草原局接
到群众来电求助，称在单位院内发现
了一只长得很像小狐狸的野生动物
幼崽。经观察，该幼崽精神状态较差，
可能因长时间未进食导致体力不支。
工作人员在确认该幼崽无重大外伤
后，对其进行了投喂。后经专业鉴定，
确认其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赤狐。

呼图壁县林业和草原局森林草
原防火中心干部刘际路介绍：“这只
赤狐幼崽体长约 30 厘米，肤色呈棕
色。目前幼崽已移送至昌吉州野生动
物救助中心进行专业喂养，待其具备
独立生存能力后将放归大自然。”

赤狐，又名草狐、红狐，体形细长，
是食肉目犬科狐属哺乳动物。主要分
布在植物、雨水稀少，空气干燥的荒芜
地区及农区周边，以旱獭及鼠类为食，
在维持生态平衡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近年来，呼图壁县持续推进退耕
还林、禁牧休牧、湿地修复等生态工
程，全县森林面积达267万亩，森林覆
盖率提升至18.64%。同时，依托“生态
修复+智能监测”双轮驱动，通过布设
红外相机监测点、建设野生动物饮水
点等措施，县域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
呈现恢复性态势，生态环境质量显著
提升。

刘际路说：“希望大家发现野生
动物时能及时与我局联系，我们将第
一时间实施救护。保护野生动植物资
源，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本报讯 通讯员贾兴旺、聂艳玲
报道：近日，昌吉市园林绿化管理中
心组织各养护站（所）的工作人员，按
照树木涂白剂药物成分浓度的配比，
配制好树木涂白剂，开展城区树木涂
白工作。

树木涂白是林木春季养护管理
的一项重要内容，不仅能够美化城市
环境，还能有效预防天牛、吉丁虫等
林木蛀干害虫对树木的伤害，增强树
木抵御病虫害的能力，同时对树木起
到防晒、锁水、防裂等保护作用。

在昌吉市石河子路的树木涂白
现场，笔者看到园林工人马师傅一手
拿着刷子，一手提着装有涂白剂的小

桶，在每棵树木距地面1.2米的位置，
从上往下来回涂刷。马师傅强调，遇
到树皮上有缝隙和孔洞的部位，要反
复涂刷，要让涂白剂对树皮缝隙和孔
洞充分覆盖。在对树木进行涂刷的时
候，还要尽量避免出现涂白剂流淌或
出现漏刷等情况。

树木涂白范围为昌吉市区 95 条
道路、5个公园、3个广场、69个游园、
1 个景观带及两个园区（昌吉国家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昌吉国家农业高
新技术产业示范区）57条道路、2个公
园、3个广场、7个游园、1个景观带。预
计 4 月底前全部完成近 20 万株树木
的春季涂白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李佳宁报道：近
日，木垒县白杨河乡西泉村村“两委”
和工作队为困难村民江恩斯努尔的
女儿古娜依筹集爱心捐款2350元，帮
助其解决燃眉之急。

江恩斯努尔是西泉村人，因腿脚
不便无法外出打工，只能在村里担任
保洁员维持生计。不久前，江恩斯努
尔的女儿不幸腿骨骨折，手术植入钢
钉后，严重影响了她的日常生活。

村“两委”和工作队在走访入户
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召开会议

研究帮扶措施。他们将捐款送到古娜
依手中，鼓励她保持乐观心态，积极
配合治疗，争取早日康复。古娜依感
动地说：“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感谢
工作队、村干部和党员们的帮助，这
笔钱真是雪中送炭，我一定好好养
病，早日康复，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此次爱心捐款活动体现了村“两
委”和工作队对困难群众的关心和爱
护，展现了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
用，也进一步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
和向心力。

呼图壁县

小赤狐“挂急诊”众人搭把手

4月9日，呼图壁县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救助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赤狐。
□王文霞摄

昌吉市

树木“穿白裙”防虫又防晒

近日，昌吉市园林绿化管理中心的工人正在进行树木涂白作业。
□聂艳玲摄

木垒县白杨河乡

党群齐出力 筹款渡难关

民生大小事

一本社区“家账本”变成居民生活“朋友圈”
□本报记者 常谊谊 通讯员 刘玉洁

4月10日，在呼图壁县呼图壁镇吉祥社区吉祥苑小区居民王良都家中，社区工作
人员正指导85岁的老人操作智能手机。 □本报记者 常谊谊摄

昌吉州将新增一处综合性场馆

州市工人文化宫项目破土动工

项目效果图。 图片由昌吉州市工人文化宫提供

丢了5年的骆驼回家了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隋云雁

民生快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