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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爱点亮生命之光
□本报实习记者 周倩郎 张佳煜

在急诊科的警报声里，在手术室的
无影灯下，在病房的日夜守候中……这
里是生死较量的战场，也是温情流淌的
港湾，这里有一群人身着白衣、步履匆
匆，用专业与温情架起生命的桥梁。护
士节前夕，记者走进昌吉州人民医院，
记录了这些护理工作者的故事。

与死神赛跑的急诊人

24 岁的刘易凡毕业于新疆医科大
学，是急诊科刚入职不久的男护士。5月
11 日，记者走进急诊科病房，他正弓着
腰为患者调整呼吸机参数。当记者问
道：“为什么选择当一名护士？”他笑着
回答：“因为与死神‘掰手腕’的每一天
都很酷！”他至今记得第一次出120急救
的场景：在颠簸的救护车里，他跪地为
一名53岁心梗患者持续做心肺复苏，汗
水浸透后背。“拉警报时所有车辆让行，
科室全员待命——那种‘背后有战友’
的感觉，让我真正爱上了这份职业。”

29 岁的护士王玉明在急诊科已奋
战了9年。2016年从昌吉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专业毕业后，他毅然选择急诊一
线。“小时候住院，护士的温柔让我立志

成为像她们那样的人。”他回忆道。最令
他难忘的是，与团队成功抢救一名心梗
患者后收到的锦旗，“那一刻我突然明
白，我们抢救回来的不只是一条生命，
更是一个家庭的完整。”

“无影灯照不到的地方，我们
就是光”

当记者换好衣服、做好消毒走进手
术科的时候，才切身体会到了手术室的
严谨与细致。麻醉手术科护士芦伟被同
事戏称为“消杀狂人”。每天进出无菌室

数十次，最长连续配合7台手术，不能喝
水、无法如厕，胳膊酸疼到抬不起来成
为他口中的家常便饭。“我们从来都没
有下班时间，什么时候手术结束，什么
时候才能下班。运气好的话，才能在饭
点吃上热饭！”这位29岁的护士笑言，没
有什么英雄，无影灯照不到的地方，我
们就是光。只有拼尽全力，才能对得起
每一位患者的信任。

28岁的宋思雨出身“医疗世家”，家
庭环境的熏陶使她毅然选择了护士这
个职业。“南丁格尔说，护士是没有翅膀

的天使。我也梦想和父母一样，成为救
人的白衣天使！”从业6年，她最骄傲的
是一次巡房时，凭借“火眼金睛”般的敏
锐观察力，发现了骨折患者突发肺栓
塞，她立即呼叫主治医师抢救，最终从
死神手中夺回患者生命。“手术室就像
战场，每一次都在与死神赛跑！看到患
者康复出院，就是我最好的安慰。”

“护理需要细心和耐心”

主管护理师张莺的十年护理生涯，
藏着一部“成长史”。从年轻时候的忐忑
懵懂到如今的成熟老练，她有过感人肺
腑的经历，也有过不被理解的时刻。她
护理过的86岁卧床老人，逢年过节仍发
来问候；也曾面对家属凌晨四点的质
问：“你们真的尽力了吗？”如今，面对新
入科的护士，她常说：“想要当好一名护
士，既要练就‘铁打的技能’，更要学会
用柔软的心去包容。”

在心内二科的病房里，护士马文静的
护理如同细雨浸润——与急诊科“拦死
神”的惊险不同，住院部的护士更像是患
者的家人。她告诉记者：“护理需要细心和
耐心。”查房时精准记录各项数据，病房里
一日三次的消毒，提醒每一位患者按时服
药，整理患者的衣物和床铺……马文静每
天忙忙碌碌不得半点空闲。

从急诊科的惊心动魄，到手术室的无
声坚守；从24小时待命的120急救，到年
复一年的病床守护……这群护理工作者
用专业与温情丈量着“生死之间的距离”。

昌吉州人民医院住院部心内二科护士在交流工作。
□本报实习记者 周倩郎摄

航拍新疆·走进昌吉

新疆宜化矿业：为煤田披上生态绿衣
本报讯 记者常谊谊报道：日前，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航拍新疆大型全
媒体采风团队来到位于新疆准东经济
技术开发区的新疆宜化矿业有限公司
五彩湾一号露天煤矿，通过无人机镜头
俯瞰：昔日尘土飞扬的矿区已经披上了
生态绿衣，不由得眼前一亮。

准东煤田预测煤炭资源储量约3900
亿吨，累计探明煤炭资源储量为2136亿
吨。其中，新疆宜化矿业五彩湾一号煤矿
拥有煤炭储量22.9亿吨，开采出来的煤炭
通过四通八达的铁路网络，源源不断地被
运往湖北、天津等十余个省市。

如何保证产能持续释放？新疆宜化
矿业给出的答案是：坚持走绿色发展之
路，用20万株抗旱植物为裸露的煤田披
上生态绿衣。

“我们累计投入4亿元实施矿区‘硬
化、绿化、亮化、美化’工程，整个矿区绿
化面积5年间增加了7倍。”新疆宜化矿
业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庞建将自豪地说，
矿区内750亩人工林中，长枝榆与沙枣
构建起立体防护林带，13550平方米的梭
梭林被编织成了固沙网络；工业广场采
用雾炮降尘系统，疏干水经过三级处理
后变成林带灌溉活水……这些举措使矿
区绿化覆盖率从不足5%跃升至85%。

新疆宜化矿业坚持科技创新为企业
绿色转型持续“加油”，大力实施无人化
智慧改造，边坡雷达24小时扫描地质变
化，GNSS监测系统预警精度达毫米级，
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智能穿爆等系统
将测绘时间从10天压缩至2小时，百余
台甲醇—电动混编无人驾驶车队在矿坑
深处穿梭作业……这些高科技不仅让矿
山安全系数提升40%，更使吨煤能耗下
降18%。2020年以来，新疆宜化矿业五彩
湾一号煤矿斩获国家级绿色矿山、特级
安全高效煤矿等多项殊荣。

“在未来5年，矿山采矿作业无人智
能化应用将提升到50%，提高人效挖掘
设备潜能，实施‘资源开发—清洁生产—
生态修复’的创新闭环，计划绿化面积
覆盖全矿。”庞建将指着远处正在热火
朝天的植树场景介绍，这个在戈壁荒滩
上扎根的矿区，正以绿色为底色，书写
着现代能源企业转型发展的答卷。

新疆宜化矿业有限公司五彩湾一号露天煤矿一处采矿区作
业场景。 □本报记者 常谊谊摄

媒体记者在新疆宜化矿业有限公司五彩湾一号露天煤矿
进行航拍。 □本报记者 常谊谊摄

新疆宜化矿业有限公司五彩湾一号露天煤矿矿区内人工湖一角。 □本报记者 常谊谊摄

据新疆日报报道 新疆生地所研
究员徐海量团队长期对新疆各大矿区
进行生态修复，在实践基础上总结经
验，形成了中国矿区生态修复的动态模
式，为全球干旱半干旱地区矿业生态治
理提供了科学范本。相关研究成果发表
在国际期刊《生态工程》上。

研究团队在长期实践基础上提出
四大核心技术路径：植被重建、湿地
修复、植物修复及土地利用转型，并
通过整合遥感监测、GIS 空间分析与

人工智能技术，构建了智能生态修复
管理系统，显著提升了修复效率与精
准度。

新疆作为典型干旱区，其修复实
践成为研究重点。在哈密大南湖矿区，
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徐海量团
队成功将高矿化度矿井水（含盐量 16
克/升）转化为绿化水源，并筛选梭梭、
柽柳等 10 种耐盐植物，通过滴灌控盐
与微生物技术，使 1600 亩盐碱地植被
成活率达 47%—52%，成为全球高盐

矿区生态治理的标杆案例；在阿尔泰
山区，研究团队通过土壤重构与植被
重建恢复地表覆盖；吐鲁番、伊犁矿区
则推行居民参与式修复，将生态工程
与生态旅游、可持续农业结合，实现

“绿利双赢”。
徐海量说，新疆的复杂环境条件使

其成为特殊生态区修复的“天然实验
室”，其实践经验为全球干旱区提供了
技术与管理双重借鉴，可推广至中亚、
非洲等类似区域。

研究团队还认为，生态修复需政
府、企业与社区的深度协作。例如，哈
密项目通过政策引导，带动企业投资
1.6 亿元建设水处理设施，并调动职工
将荒漠废地改造为“百果园”；尉犁县
依托罗布麻种植带动 8000 余人就业，
形成“防风固沙+经济增收”的社区参
与模式。

此外，研究团队还呼吁建立矿业开
发与生态补偿联动的政策体系，以制度
创新保障修复可持续性。

新疆科研人员提出矿区生态修复四大路径

据新疆日报报道 近日，全国双
拥模范城（县）命名大会在北京召开。
新疆 22 地（含兵团）被命名为全国双
拥模范城（县）。

这22地分别为：乌鲁木齐市、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沙湾市、哈巴河县、克
拉玛依市、博乐市、昌吉市、哈密市、吐
鲁番市、库尔勒市、阿克苏市、阿图什
市、喀什市、和田市、疏勒县、奎屯市、
乌苏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车
市、石河子市、阿拉尔市、图木舒克市。

乌鲁木齐市第十次被命名为全
国双拥模范城，实现“十连冠”；吐鲁
番市、库尔勒市、阿克苏市、喀什市四
地 8 次被命名为全国双拥模范城；昌
吉市 7 次被命名为全国双拥模范城；

克拉玛依市、哈密市 6 次被命名为全
国双拥模范城；乌苏市、沙湾市、哈巴
河县、博乐市、和田市5次被命名为全
国双拥模范城（县）；伊犁哈萨克自治
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首次被命名
为全国双拥模范城。

石河子市先后7次被命名为全国
双拥模范城。

近年来，新疆各地各有关部门积
极支持和服务保障军队建设改革，进
一步加大优抚安置保障，开展军属就
业帮扶，军人子女教育优待，驻疆部
队支援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积极有为，
在参与自然灾害抢险救援和应对突
发事件中当先锋，坚如磐石的军政军
民关系不断巩固发展。

本报讯 记者高云哲报道：为提
升外事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和业务
能力，5月12日，昌吉州外办组织举办
了2025年昌吉州外事干部能力提升
学习班。

主办方邀请了自治区党委党校、
自治区外办、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大
学、昌吉边境管理支队、昌吉州党委党
校等部门单位的专家学者、资深从业
者，围绕百年变局下的中国、习近平外
交思想、正确认识新疆的若干历史问
题、外事工作相关政策解读等内容，向

昌吉州各部门单位、县市（园区）涉及
外事工作的干部作理论培训。

据悉，此次培训为期3天，除理论
培训外，学员还将赴昌吉市六工镇十
三户村、特变电工智能电气装备科技
产业园等成熟涉外参访点位观摩
学习。

“此次学习班内容既有高度也有
深度。我将把所思所学所感所悟应用
到今后的外事工作中，提升接待能力，
以便于在外事工作中更加得心应手。”
昌吉市外事服务中心主任李地鑫说。

本报讯 通讯员沙咏琪报道：连
日来，阜康市九运街镇的桑葚迎来成
熟季。一串串深紫色、肥嘟嘟的长粒
果桑挂满枝头，宛如一串串黑宝石，
散发着阵阵香气，吸引众多游客前来
体验采摘乐趣。

走进九运街镇漫享田园的桑葚
大棚，仿佛置身于一片紫色的海洋。
游客们穿梭在桑树间，一边品尝鲜嫩
多汁的桑葚，一边享受采摘的悠闲与
惬意。

桑葚富含蛋白质、维生素、胡萝
卜素和花青素等，营养丰富、甘甜多
汁，除了可以直接食用，还可以酿制
成酒、做成桑果干等，深受市民喜爱。

目前，基地桑葚已进入成熟期，采摘
期从每年4月中下旬延续到11月初，
填充新鲜水果市场空档期。九运街镇
漫享田园负责人张全胜说：“现在长
粒果桑单卖是100元一公斤，属于特
色水果，香甜可口，节假日很多周边
游客都来品尝，同时也享受采摘的乐
趣。”

据了解，九运街镇漫享田园已引
进无花果、长粒果桑、草莓、蓝莓等多
个系列的水果品种。近年来，九运街
镇以发展城郊型高效生态农业为目
标，多渠道挖掘农业增收潜力，休闲
观光产业已发展成为九运街镇经济
增长的新亮点。

高质量发展看昌吉

7次上榜！

昌吉市再获全国双拥模范城称号

昌吉州外事干部能力提升学习班举办

提升外事能力 服务高质量发展

阜康市九运街镇

桑葚采摘正当时

呼图壁县上二工村

春日大棚满芬芳

游客体验采摘乐趣。 □沙咏琪摄

本报讯 通讯员吾拉恩·巴合提
努尔、阿丽娅·巴吾江报道：连日来，
呼图壁县花卉种植户抢抓农时，忙着
进行鲜切花的育苗和移栽工作，为即
将到来的销售旺季做好充分准备。

5月10日，笔者走进园户村镇上
二工村村民李军的花卉大棚，工人们
正在将一株株嫩绿的鲜切花苗移栽
到育苗大棚里。“今年，我们根据市场
需求调整了品种，新引进了紫罗兰、
大飞燕等。这些鲜切花苗生长成熟
后，将销往周边县市。”李军介绍。

今年是李军种植鲜切花的第七

个年头，从最初的两座大棚发展到现
在的 16 座，建成了占地 40 亩的花卉
基地，主要种植向日葵、洋桔梗、满天
星、黄樱等十几个品种，销往全疆各
地州。

花卉点种过程中，组培、移栽、管
护、切花、包装等工序都需要大量工
人，这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就业机
会。上二工村村民苗载芬每到农闲时
期，就到这家花卉基地务工，在家门
口实现就业增收。苗载芬说：“2 月底
我就到这里干活了，一天能挣100多
块钱，离家也近，还贴补了家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