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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纳斯新闻

吉木萨尔新闻

以旧换新惠民利企 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科技赋能希望的田野

智能装备显身手 农忙尽显“科技范”

玛纳斯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金融活水”“贷”动退役军人创业

老台乡

村道拓宽通富路 村民务工钱袋鼓

本报讯 通讯员丁慧琴报道：今
年，玛纳斯县重点围绕家电数码、新能
源出行、智能家居等消费热点，通过“政
府搭台、企业唱戏、群众受益”模式，打
出促消费“组合拳”，掀起新一轮消费
热潮。

连日来，笔者走访县城多家家电卖
场、电动车专卖店和数码产品体验店发
现，前来咨询和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
绝。随着以旧换新政策力度加大、范围
拓宽，各商家销售业绩显著提升，消费
市场呈现供需两旺态势。“最近打算给
家里换台空调，刚好赶上京东家电十周
年店庆活动，不仅有厂家直降优惠，还
能叠加国家补贴，特别划算。”居民吕长
功算了一笔账，“原价 7000 多元的空
调，现在 5000 多元就能到手，省了近
2000元。”

“自国家推出以旧换新政策以来，
门店销量同比增长 30%。目前，消费者
购买6000元以下的手机、平板、智能手
表等产品，可享受15%的政府补贴，单笔
最高补贴500元，优惠力度很大。”华为
授权体验店店长章芬介绍。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实现
家电以旧换新1407件，电动自行车以旧
换新331辆，数码产品购新933部，惠及
消费者超2600人次。

县商务工信局商贸股干部叶丽娜·
哈生介绍：“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
实施以来，全县居民购买家电、家具等
各类消费品2500余件，实现销售额750
余万元，累计发放补贴 120 余万元。今
后，我们将通过社区宣传、媒体推广等
方式提升政策知晓度，并加强企业补贴
执行监管，确保惠民政策落到实处。”

本报讯 通讯员胡伟杰、哈那
提·沙汗报道：近日，玛纳斯县退役军
人事务局联合中国银行玛纳斯县支
行，为首批获批“惠军贷”的退役军人
创业者刘伟发放13万元创业贷款。

“银行在得知我有资金需求后，
主动联系我，全程指导申请流程，仅
用 1 个工作日就完成了审批，这笔钱
真是及时雨。”玛纳斯县盛洁洗涤服
务部负责人刘伟说，作为首笔“惠军
贷”受益者，他计划将资金用于升级
智能化洗涤设备，打造绿色生产线。

中国银行玛纳斯县支行行长李

玮介绍：“我们采取了开辟绿色通道、
定制专属服务方案、提供全方位金融
支持等一系列举措，使退役军人能够
享受更加便捷的金融服务。”

从共商到共行，从需求到抵达。
玛纳斯县以“等不起”的紧迫感和“慢
不得”的责任感，跑出了金融支持退
役军人创业的“加速度”，为退役军人
创新创业注入新活力。“我们将持续
搭建平台，推动金融机构与退役军人
需求精准对接，确保‘惠军贷’惠及更
多退役军人创业者。”玛纳斯县退役
军人事务服务中心负责人魏敏说。

本报讯 通讯员邢振江、王勇虎
报道：连日来，玛纳斯县林业和草原
局抢抓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有利时机，
积极推进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对
城区及部分乡镇的林木实施药物喷
洒作业，筑牢县域生态安全屏障。

近日，在平原林场苗木种植基
地，一辆满载高效杀虫药剂的作业车
辆在林间来回穿梭，将药剂均匀喷洒
在林木的枝干和树叶上。“此次防治
面积达6000亩，其中城区1550亩、乡
镇 4450 亩。采用药剂喷洗树干 1 次、
喷洒全树 4 次的方式开展作业，每次

作业间隔15—20天，预计6月底完成
防治工作。”玛纳斯县林业和草原技
术推广中心主任袁振杨说。

今年，玛纳斯县林草部门争取项
目资金60万元，实施林业有害生物综
合防治项目，重点对白蜡窄吉丁、苹
果吉丁虫、春尺蠖等有害生物实施分
区治理。

袁振杨介绍：“后续，我们将利用
白蜡窄吉丁诱惑器等设备进行实时
监测，动态调整防治策略，实现虫害
精准防控，降低林业有害生物的虫口
基数，切实维护森林生态安全。”

本报讯 通讯员赵浪浪报道：“我
得慢性胃炎十来年了，需要长期服药，
现在在社区卫生室看病拿药很便宜。”
近日，吉木萨尔县吉木萨尔镇北庭路社
区居民徐大荣到卫生室就诊，通过人脸
识别系统，就完成了城乡居民医保费用
结算。

“你看，买一盒药才花了几块钱，太
便宜了。”徐大荣向笔者展示他在便民
药房购买的阿莫西林胶囊。据了解，该
药品市售价格约为18元，在卫生室仅售
5.4元，可通过医保报销70%。

去年 9 月，北庭路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对卫生室进行改造，开设了零差价便
民药房，值班医师就近坐诊，做到开方、
收费、取药、报销一站式办理。

“药比外面的药店便宜，对于我们
老百姓来说是一件大好事。”居民王淑
华对零差价便民药房赞不绝口。

开设的便民药房内摆放着200多种
药品，覆盖基层常见病、慢性病、呼吸系
统、消化系统及内、外、妇、儿等各科用
药。“药房为非营利性药房，工作人员由
镇卫生院派出，人员工资、办公经费全
部由卫生院承担。真正实现药品零差价
销售，最大限度减少群众购药经济负
担，让国家集采药品政策惠及各族老百
姓。”吉木萨尔镇卫生院医生闫沈娟介

绍说。
为了给群众提供更专业的服务，

药房还配备了专业团队，用药学知识
和临床经验，为群众提供用药咨询、用
药指导、处方审核等服务，解答群众在
用药过程中的疑问，有效避免群众盲
目用药带来的危害，保障群众的用药

安全。
零差价便民药房药品质量管理员

陈苗说：“零差价便民药房不仅实现了
收费、取药、医保报销‘一站式’服务，还
为群众提供药品订购服务，让群众不出
县就能买到所需药品，省时省力的同
时，让群众用药更安心、更放心。”

本报讯 通讯员邢振江报道：初夏
时节，玛纳斯县11万株百合长势喜人，
花期将至，这批品质优良的百合即将陆
续进入市场。

近日，在位于玛纳斯镇上二工村的
健福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百合种植
基地大棚，帕拉佐、木门等多个品种的
百合亭亭玉立，翠绿的花茎上缀满饱满
的花苞。

玛纳斯县健福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负责人李荔阳介绍：“我们近日就能迎
来首批百合上市，这个大棚里种植的是帕
拉佐品种，今年的长势特别喜人，无论是
植株高度、茎秆粗壮度，还是花苞数量都
优于往年，平均每株都能开出4朵以上的
花朵，品质相当出色。”

为确保百合提前绽放，公司今年科
学规划农事安排，通过精准控温、精细化
管理等措施，使花期较往年大幅提前，让
游客能更早欣赏到百合的绰约风姿。

李荔阳说：“通过技术创新，我们将
百合上市时间整整提前了一个月，去年
自然花期要到 6 月中旬，而今年 5 月中
旬就能提前上市了。”

为提升游客体验，公司今年投入70
万元进行产业升级，不仅将种植规模从
6 个大棚扩大到 16 个，而且引进了 7 个
色彩丰富的新品种，同时新建了演绎舞
台、休闲长廊等配套设施，配备了专业
保鲜库，全力打造集观光、采摘、休闲于
一体的百合主题采摘园，推动百合一二
三产业的深度融合。

本报讯 通讯员杨天文、杨婷
报道：近日，在吉木萨尔县老台乡西
地村以工代赈工程项目现场，工人
们正拿着铁锹、铁铲等工具穿梭忙
碌着，一幅热火朝天的建设图景。老
台乡西地村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
不仅改善了乡村交通条件，还为当
地群众提供了就业增收的机会，走
出了一条以工代赈助力乡村振兴的
新路径。

据悉，以工代赈通过组织困难群
体参与工程建设获取劳务报酬，实现

“授人以渔”的造血式帮扶。西地村党
总支抢抓政策机遇，于2024年成功申
报2025年度农村道路建设项目，规划
新建 8 公里村道及配套附属设施。项
目自今年 4 月启动以来，村两委创新

“政策宣传+精准动员”工作机制，通

过入户走访、村民议事会等形式，重
点动员低收入家庭、特殊困难群体参
与建设，构建起“项目落地促就业，群
众参与助振兴”的良性循环。目前项
目工地每天用工50余人，已吸纳当地
村民100余人次，形成了“以赈助农”
的良好局面。

老台乡西地村党总支书记雷存
明介绍，该项目不仅有效改善了当地
因道路泥泞导致的农机通行难题，更
成为村民增收的重要平台。截至目
前，项目已累计吸纳本地劳动力 100
余人次，日均用工量保持在 50 人以
上，预计发放劳务报酬总额达 119 万
元。这种“家门口就业”模式，让群众
在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实现了

“挣薪金、学技能、强信心”的多重
收益。

本报讯 通讯员杨艳、杨天文报
道：近日，在吉木萨尔县吉木萨尔镇校
场湖村农户叶建忠的麦田里，工作人员
熟练操控着植保无人机给小麦进行飞
防作业，为麦苗生长保驾护航。

“以前背喷雾器打药，一天干不了
多少，人又累效率又低。现在无人机一
小时能飞防几十亩，喷得还均匀。”叶建
忠说，“以前人工打药有漏喷、重喷的现
象，现在无人机设定程序，农药利用率

高，成本也降了。”
飞手高明辉说：“现在的植保无人

机配备了先进的雷达和传感器，能根据
地形和作物高度自动调整飞行高度和
喷洒量，而且通过后台数据系统，还能
实时记录飞防轨迹和喷洒情况，方便农
户随时查看，大大提升了春耕管理的科
学性。”

如今，吉木萨尔县春耕中，植保无
人机、北斗卫星导航播种机成为生产主

力。在马家槽子村的玉米地里，农机手
启动北斗卫星导航播种机，机器沿着规
划好的线路匀速前进，玉米种子被精准
播撒，每分钟播种面积可达1亩，相较于
传统播种方式，效率提升了 3 倍，且行
距、株距误差很小，为作物后期生长和
田间管理奠定了良好基础。

为推进春耕智能化，吉木萨尔县多
举措并行，成立技术服务队，深入全县
各个乡镇村组开展培训，现场指导作

业。同时，出台农机补贴政策，对购买植
保无人机、北斗卫星导航播种机等新型
农机具的农户，给予一定的补贴，极大
激发了农户使用科技设备的积极性。

科技助力春耕，切实提高了生产效
率，降低了生产成本，为粮食增产、农民
增收提供了有力保障，从传统耕作到

“指尖上的春耕”，吉木萨尔县正用科技
描绘春耕新图景，推动乡村振兴发展迈
向新台阶。

本报讯 通讯员李丹报道：近
日，吉木萨尔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组织
机电、汽修等专业师生代表，赴县域
重点企业中粮屯河吉木萨尔番茄制
品有限公司、新疆丰达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开展“产业场景沉浸式研学”活
动。通过实地观摩、现场教学、校企对
话 三 维 联 动 ，深 化 产 教 融 合 创 新
实践。

在中粮屯河番茄制品有限公司，
师生们深入企业生产核心区，系统了
解从原料分选到成品包装的全流程
数字化改造。机电专业师生就工业自
动化控制技术、设备运维管理等问题
与工程师展开技术探讨。校企双方还
围绕课程设置、实训基地共建和技能
竞赛合作等议题进行交流。

在新疆丰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企业工程师详细介绍了公司自主研
发的智能装备产品。在智能生产车

间，高速运转的机械臂精准完成焊接
作业、数字化看板实时显示生产数
据、全流程智能化制造场景，使汽修
专业师生亲身感受到传统制造业向
智能化转型的实践路径。

据了解，该校与 20 余家企业建
立合作关系，建成 12 个校外实训基
地，开展“企业导师进课堂”“学生跟
岗实习”等活动 30 余场。数据显示，
2024 届毕业生中，82%选择本地就
业，成为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技能
生力军”。

“通过观摩龙头企业、对话一线
技术骨干，持续推进校企合作向纵深
发展。”吉木萨尔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党支部书记谢万友说，“通过共建产
业学院、开发‘岗课赛证’融合课程、
引进行业标准进课堂等举措，为区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输送更多高素质技
能人才。”

▶图为居民在选购智能手表。 □丁慧琴摄

以旧换新促内需

11万株百合抢“鲜”上市 农旅融合绽放“美丽经济”

玛纳斯县林业和草原局

科学精准防治林业有害生物

本报讯 通讯员张海洋报道：近
日，玛纳斯县技工学校组织专业讲师
走进县域星级饭店，为当地酒店服务
员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进一步提升行
业服务水平。

培训中，讲师现场演示酒店服务
规范操作，从站姿、坐姿到规范的走
姿，再到托盘使用、餐具摆放等细节，
每个动作精准到位，讲解细致入微。

此次培训采用理论与实操相结
合的方式，将专业技能分解成易学易
练的步骤，并进行手把手指导。学员
们针对工作中的难点踊跃提问，讲师
逐一耐心解答。酒店服务员阿布都热
合曼·艾克拜尔说：“培训内容非常实
用，让我发现了自身不足。今后，我会
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工作中，为顾客
提供更专业的服务。”

玛纳斯县技工学校

专业讲师送教上门 提升酒店服务水平

吉木萨尔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课堂“搬”进车间 解锁产业新技能

本报讯 通讯员石念鹭、苏丽娟
报道：近日，吉木萨尔县北庭镇通过

“科普宣传+教育培训+隐患排查”三
位一体模式，全方位织密防灾减灾防
护网，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工作人员通过悬挂醒目横幅、发
放应急知识手册，用“拉家常”的方
式，向群众讲解地震避险、火灾逃生
等实用技能。针对家庭用电安全，工
作人员现场演示电器老化检测方法，
并结合近年来典型火灾案例，生动剖
析灾害成因与防范要点。此次活动不
仅普及了灾害防范知识，更通过真实
案例敲响安全警钟，有效提升了群众
风险防范意识。

为构建全民防灾体系，北庭镇开
展多层次教育培训活动，通过播放真
实地质灾害视频，系统讲解突发事件
类型、危害及应对策略。同时，在镇政
务大厅 LED 电子屏滚动播放防灾减
灾公益广告，打造“抬头可见、随时可
学”的宣传环境。

北庭镇还组织检查人员对辖区
10 家“九小场所”开展安全检查，重
点 对 消 防 设 施 配 备 、疏 散 通 道 畅
通、电气线路安全等方面进行细致
排查，建立隐患台账，明确整改责
任人与期限，确保“发现一处、整改
一处”。

北庭镇

织密防灾减灾“防护网”
200余种零差价药品惠及基层

“零差价”便民药房 方便群众暖民心

图为患者在便民药房买药。 □赵浪浪摄

◀图为百合花种植基地，技术人员在进行田间管理。 □邢振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