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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昌吉客户端

CHANGJI RIBAO

中共昌吉回族自治州委员会主管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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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昌吉大地上，玛纳斯河
如翡翠玉带般蜿蜒流淌。无人机航
拍镜头下，成群的鸬鹚、白鹭、苍鹭
掠过波光粼粼的水面，新生的芦苇
荡随风摇曳，与远处雪岭云杉构成
一幅流动的生态长卷。这抹跃动的
绿意，正是昌吉州践行“两山”理念
的生动注脚。

“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路
更畅、城更靓”，是昌吉州走出的一
条生态文明建设之路，不断改善的
生态环境质量，实实在在提升了人
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生态水调度系统启动！”4 月
21日，随着玛纳斯河流域水利管理
中心总控室指令下达，汩汩清流沿
河床奔涌之际，无人机巡查随时跟
踪水头行进位置，河道内86个智能
化监测计量断面，定期传输断面最
新水量数据，引导生态水精准足量
下泄。在先进技术的加持下，4月21
日至 29 日，总计超 2300 万立方米
的水量让玛纳斯河中游河道及湿
地植被得以充分滋养。

玛纳斯河是天山北坡最大的
一条河流，全长459.2公里，多年平
均径流量 13.41 亿立方米，流经玛
纳斯县、沙湾市、石河子市、克拉玛

依市等多个县市，是北疆重要的农业灌
溉水源之一，也是国际候鸟迁徙线的重
要节点，部分河段为玛纳斯国家湿地公
园和省级自然保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守护好玛纳斯河这条母亲河，自
2019 年起，玛纳斯县累计投入 5 亿元，
加快推进玛纳斯河流域上下游山水林
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将废弃砂
坑和低洼场地改造成生态湿地，将废料
高坡建成绿岛景观，对沿岸戈壁石滩进
行生态修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玛纳
斯县与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建立共建
共管机制，增强了护岸的整体性和稳定
性，在河道沿线铺设步道、补植补绿，把
昔日砂石遍地、乱象丛生的玛纳斯河沿
线，打造成为一条集形象展示、娱乐健
身、休闲科普于一体的湿地生态绿带。

玛纳斯县通过兵地同防同治，落实湿
地生态补水、植被恢复等工作，植被覆盖
度提升 6.25%、陆域生物多样性提升
283.33%、水源涵养功能提升6.02%，实现
了从“问题攻坚”到“长效提质”，玛纳斯河
湿地生态功能恢复取得阶段性成效。

玛纳斯河的“蝶变”，是昌吉州持之
以恒描绘生态之城的生动剪影。

近年来，昌吉州深入贯彻落实“水
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三水统筹理念，
通过创新治理模式、强化科技支撑、坚

持问题导向，推动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改善，为绿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重点推进水资源刚性约束。出台
《昌吉州地下水水位下降整治十条措
施》，多措并举遏制地下水水位下降趋
势，年度地下水水位变幅2厘米，连续两
年 实 现 止 跌 回 稳 ，用 水 总 量 稳 控 在
24.51 亿立方米指标范围内。全州节水
型社会达标县建成率71.4%。

全方位加强水污染防治。构建“四级
联动”巡河体系，实现重点水域排查整治
全覆盖。推进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与修复，
全面完成 13 个县级以上水源保护区的

“划、立、治”。积极开展头屯河“美丽河
湖”国家优秀案例申报工作。强化监督管
理，运用无人机、卫星遥感等科技手段，
掌握污水处理厂尾水去向动态，深入排
查违法排污行为，保障流域水环境安全。

水生态环境实现从“单一治理”到
“系统修复”。先后完成玛纳斯塔西河、呼
图壁雀儿沟河等一批中小河流治理项
目。塔西河、呼图壁河、三屯河及天池湖
评价为健康河湖，塔西河、三工河、天池
湖通过自治区示范幸福河湖验收。截至
目前，昌吉州9条河流17个断面水质、2
个湖库5个监测断面水质均保持Ⅲ类以
上，全州13个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100%。

多年来，昌吉州坚持生态导
向，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保措施，
探索推出一批符合昌吉州实际的
治理举措，奋力打好蓝天、碧水、净
土保卫战，确保生态环境质量“只
能更好、不能变坏”，让绿色始终成
为昌吉州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站在玛纳斯河岸边，无人机升
起的瞬间，我忽然读懂了“生态长
卷”的深意——不是静态的风景，而
是千万立方米生态水奔涌时的动态
韵律，是鸬鹚掠过水面时惊起的涟
漪，更是科技与自然演奏的和弦。

生态文明建设从不是抽象的
概念，而是无人机镜头里每寸植被
的舒展，是水质监测报告上Ⅲ类水
的稳定标注，是人们晨跑时能呼吸
到的湿润空气。

此刻，玛纳斯河正以奔流的姿
态讲述着一个道理：当科技为生态
护航，当治理从“单一攻坚”走向

“系统交响”，碧水终将成为城市最
动人的底色，而那些在河畔生长的
芦苇与飞鸟，正是大自然写给人类
的感谢信。

本报讯 记者刘茜报道：昌吉
市空气质量改善实现“三连升”！6
月13日，记者从昌吉市大气污染深
度治理成果新闻发布会获悉：昌吉
市近三年来环境空气质量呈明显
向好趋势。2022—2024 年空气质
量 综 合 指 数 分 别 为 4.92、4.92、
4.30；PM2.5年均浓度分别为50微
克/立方米、48 微克/立方米、40 微
克/立方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分别
为274天、282天、298天，空气质量
连续3年同比向好。

这一显著成果源于昌吉市自
2022年以来实施的系统攻坚。该市
以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为核心，依托
科技支撑、精准管控、行业治理和
部门联动，坚持科学防治、铁腕治
污、综合施策，全面推进“降排、减

煤、抑尘、治源、禁燃”等精准治污措施，
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在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中，昌吉市围绕
产业、能源、交通等核心领域，坚持工业
源、移动源、散煤源、扬尘源四大污染源协
同治理，通过实施农村清洁取暖改造、涉
农燃煤设施清洁能源替代、65蒸吨以下燃
煤锅炉淘汰替代，2024年减煤约4.5万
吨，“四项污染物”减排963吨；通过实施重
点涉气企业“一企一策”污染治理项目，

“四项污染物”减排175.6吨；通过实施移
动源治理，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老旧
车辆，“四项污染物”减排397.77吨。

昌吉市多措并举，推动绿色低碳转
型。产业结构方面，推动新疆蓝山屯河聚
酯有限公司搬迁入园，启动三工镇八钢工
业园区、大西渠镇闽昌工业园聚集区传统
产业升级改造规划。能源结构方面，实施

华电昌吉市分公司、特变电工新疆能源燃
煤机组“三改联动”，冬季严格执行“以热
定电”。交通结构方面，加速老旧车辆淘汰
与新能源替代，提升重点行业清洁运输比
例。同时，积极应对重污染天气，依托大气
污染防治指挥中心加强调度，利用用电监
控、在线监测等手段监管工业企业，严格
落实减排措施和季节性错峰生产。

昌吉市大气污染深度治理成效持
续显现，2025 年开局良好。最新数据显
示，1月1日至5月31日，昌吉市优良天
数达111天，同比增加8天。六项主要污
染物（SO2、NO2、PM10、PM2.5、CO、O3）
浓 度 同 比 全 面 下 降 ，降 幅 在 2.2% 至
16.7%之间。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4.83，
同比下降5.5%，改善趋势持续巩固。

“昌吉市将持续抓好大气污染防
治。”昌吉州生态环境局昌吉市分局分

党组副书记、局长李文勇表示，“对
照《昌吉市2025年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方案》，深挖企业减排潜力，实施
涉气企业环保绩效‘创 A 晋 B’，紧
盯排放大户，落实浓度、总量‘双控
’，排查整治低效失效治理设施。大
力推动新能源车辆更新，确保公务
用车新能源比例不低于80%，更新
新增出租车新能源占比55%，完善
充电设施布局，淘汰国三及以下排
放标准柴油货车 741 辆，加强尾气
排放监管。持续开展散煤‘动态清
零’和农业生产领域专项整治，严
防复烧。强化扬尘、油烟、烟粉尘综
合整治及露天焚烧管控；深化餐饮
油烟、汽修VOCs集中整治，压实网
格化监管责任，力争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实现新突破。”

本报讯 记者常谊谊报道：6 月
13日，“闽商昌吉行”启动仪式暨昌吉
州招商引资推介会在昌吉园林宾馆举
行，标志着系列考察活动正式拉开帷
幕。即日起，福建民营企业家及驻外商
会将分批赴昌吉考察，深度对接产业
链机遇，续写闽昌两地“山海情”。

本次活动由福建省对口支援新
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指导，漳州市工商
联、昌吉州工商联主办，福建援疆漳
州、南平分指挥部支持，木垒县工商
联承办，昌吉州融媒体中心及木垒县
融媒体中心协办，旨在深化闽昌企业
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昌吉州副州长李丹在致辞中表
示，此次活动是“丝路明珠”昌吉对

“八闽力量”的诚意邀约，更是深化东
西部协作、服务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实
践。昌吉州将搭建产业对接平台，组
织商务考察与项目洽谈，重点推介新

能源、特色农副产品及文化旅游产业
资源，推动两地优势互补、高质量发
展。同时，政府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
支持政策，以“马上就办、真抓实干”
为准则，打造最优营商环境，确保闽
商“投资无忧、创新无惧、发展无限”。

近百家闽商代表、昌吉州福建商
会及乌鲁木齐漳州商会参会。福建漳
州三宝集团党委办主任詹艺珊说：

“昌吉州‘亲商、安商、富商’氛围浓
厚，政策落实高效，基础设施完善，为
闽企投资提供了坚实保障，双方将深
化产业互补与人才交流合作。”

推介会现场播放了招商引资宣
传片，昌吉州商务局、农业局、昌吉国
家农高区及木垒县分别进行专题推
介。值得关注的是，厦门航空于6月9
日开通厦乌直航航线（每周4 班）。该
航线为 6 月 13 日首批考察团提供行
程便利，缩短了3小时行程。

本报讯 通讯员冯紫卫、黄卫报
道：今年，呼图壁县人大常委会精心
组织人大代表深入基层一线，广泛开
展调研，精准收集了27项群众关注度
高且受益面广的民生微实事项目，投
入 279 万元专项资金，全力推进项目
建设，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关键小
事”。

6月3日，园户村镇大草滩村三片
区自来水管网改造现场一派繁忙景
象。施工人员正有序进行井室清理、
智能水表更换等作业。这项投入10万
元“微实事”资金的惠民工程，预计 6
月底完工，将彻底解决该片区 135 户
村民长期面临的“一闸连多户”“跑冒
滴漏”等用水问题。

村民麻玉霞说：“以前的水表特
别不方便，别人家的水表坏了，我们
跟着停水，而且跑水漏水。现在的水
表特别智能，每家一个阀，我们再也
不用担心了。”

园户村镇大草滩村党总支书记、
村委会主任马鲁国说：“原来我们村
两个片区跑水漏水五六万立方米，造
成村集体损失10万元左右。更换智能
水表解决了村民的生活难题和科学
用水管理问题。”

与此同时，五工台镇供水管线改

造工程及夜间安全照明工程也在同
步进行。在五工台镇龙王庙村，工人
正在进行旧路灯拆卸作业。此前，龙
王庙村进村主要路段因路灯年久失
修，无法保障村民夜间出行安全。五
工台镇人大常委会在广泛征集村民
意见、深入了解群众需求后，将路灯
安装纳入微实事项目清单，积极申请

“微实事”项目资金9.88万元，为龙王
庙村进村主干道及一片区2.5公里巷
道单侧安装路灯38盏，进一步改善村
民夜间出行条件。

五工台镇人大常委会副主席唐
雪儿说：“五工台镇今年申请到的微
实事项目有 4 个，项目的实施改善了
村民的生活条件，提升了村庄的宜居
程度，同时增强了群众对我们的信任
和支持。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我们将
积极协调各方资源，确保工程顺利进
行。”

据了解，目前27项民生微实事项
目已陆续开工建设。呼图壁县人大常
委会通过发挥代表作用，聚焦民生热
点，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不仅
解决了群众眼前的急难愁盼问题，更
为乡村振兴和基层社会治理注入了
新的活力。

时令入夏，文旅市场越来越火，
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各地为引流纷
纷使出浑身解数。但究竟何种经营
之道，才能真正留住游客、实现长远
发展？

部分地方深陷“流量焦虑”，以官
员扮丑、编造传说等低俗手段博眼
球。此类操作虽能博得短期流量，却
难留客源。创新本无错，但突破审美
底线的“走偏”行为，实为对创新的误
读。心理学“首因效应”表明：靠猎奇
搞怪吸引游客，若遇现实落差，易产
生负面评价，损害地方形象。

真诚，是旅游业的立身之本。重
庆荣昌食堂以 3 元至 18 元低价经
营，游客可一站式品尝卤鹅、黄凉粉
等本土特色美食，食堂多年不涨价、
量大味美、热情待客，凭借食客口口
相传实现“流量变现”；喀什地区今
年“五一”开放 3 万个免费车位，提
供热水、公厕及志愿引导，单日接待
游客超 31 万人次，贴心之举皆成“活

广告”。
杭州西湖免门票二十多年，看似

“吃亏”却激活全市旅游经济；敦煌莫
高窟限流，看似“严苛”却守护文化遗
产。这些案例印证：诚信与品质是竞
争核心，游客感受到真诚，自然会传
播“口碑流量”。

“以丑博流量”是短视行为，既浪
费公众时间、扭曲审美与价值观，又
消耗大众信任；“以诚待客”则是智慧
之道，既能积累信任、传递积极价值
观，更是社会责任的有力践行。

真正的吸引力，不在哗众取宠，
而在真诚服务、独特文化与长久品
质。唯有以诚待客、以实宣传，方能赢
得长远回报。真诚，才是永远的“流量
密码”。

在流量易逝、口碑永存的时代，
以真诚为底色的发展逻辑，既是生存
之道，更是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
义。放下短期焦虑，回归旅游本质，方
能在文旅发展中行稳致远。

碧水长卷绘庭州
——昌吉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系列报道之一

□本报记者 刘茜 通讯员 曹秀梅

蓝天保卫战三年攻坚结硕果 昌吉市空气质量实现“三连升”

“闽商昌吉行”启动仪式暨昌吉州招商引资推介会举行

“闽商昌吉行”开启产业对接新通道

今日评点

与其以丑博流量，不如以诚赢口碑

□陈秀梅

呼图壁县锚定民生“关键小事”精准发力
投入279万元专项资金推进民生微事实项目建设

【记者手记】

6月3日，呼图壁县南部山区的呼图壁河碧波荡漾，四周群山环抱、绿草如茵，丹霞地貌与澄澈河水相映成画，勾勒出一幅
动静相宜的生态画卷。近年来，该县以河长制为抓手，持续推进河道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通过系统整治与长效管护结
合，让河流重现水清岸绿的自然之美，生态底色在山水交融间愈发鲜明。 □本报记者 何 龙摄

碧波映丹霞

保护碧水蓝天 共建美好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