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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人、33年、40万公里。这是一位护

林员的成绩单，也是他的坚守和执着。

1月 12日，晨曦微露，库车市草湖生

态湿地保护中心牧场三队管护站护林员

徐庆华全副武装，带上他的“家当”，骑上

红色摩托车去巡逻。今年，是他守护胡杨

的最后一年。

摩托车骑出管护站一两公里，就进入徐

庆华的胡杨林管护区域。这里的道路都是

羊肠小道，车一经过，扬起滚滚尘土。

1月的胡杨林，萧瑟凄凉，可在徐庆华

的眼里，每个季节，胡杨林都有它的美丽。

在一个道路转角，徐庆华把摩托车停在

安全处，提上“家当”，向胡杨林里走去。因

为工作原因，徐庆华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

走路脚有点跛，他在胡杨林松软的土地上留

下了一串串一深一浅的脚印。

徐庆华所负责的管护区域有1万多亩，

他每天沿着主要道路和牧羊点巡视林区，排

查火灾隐患、查看林草长势、宣传森林防火

知识。

徐庆华说 :“胡杨就像我的家人，见证

我成长，陪伴我长大，心里对胡杨有难舍的

情感。”

徐庆华出生在库车市塔里木乡，小时

候，他经常和小伙伴在胡杨林里追逐打闹，

累了就爬到胡杨树上看风景，饿了就在湖边

抓鱼吃，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胡杨也成为他

童年记忆里最亲密的“伙伴”。

工作后，徐庆华到县城上班，看不见胡

杨，他总觉得浑身没劲。于是，他主动申请

到当时离家最近的胡杨林管护站工作。

“到管护站上班，心里是踏实了，但工作

是真苦啊！”徐庆华回忆道。

从前，农牧民环境保护意识不强，发现

三更半夜有人盗伐树木，为了抓住盗伐者，徐

庆华和同事晚上在盗伐者之前出没的地方

蹲守，有时候随便趴在一个土坑里彻夜守着，

一守就是一个星期。

“冬天天寒地冻，即使我们穿上棉大

衣、戴上棉帽子，还准备了一些防寒用品，

也抵挡不了冬夜的寒冷。晚上冻得蜷缩成

一团，实在冷得不行就起来动一动，然后继

续趴着听周围的动静，我的风湿病就是那

时患上的。”徐庆华说，“不抓住盗伐者，他

们就会更猖狂。”

“有时候我挺气的，丈夫为了守护胡杨，

不仅经常回不了家，还落下了一身病。”徐庆

华的妻子徐志萍叹了口气说，“实在拗不过

他，那就支持他吧。”

就这样，徐庆华守护胡杨一年又一年，

这一坚守，就是33年，他走遍了管护区域的

角角落落，巡逻里程达到40万公里。

徐庆华说，随着农牧民法律意识不断提

高，现在不仅没人再盗伐树木，而且周边农

牧民主动加入到护林员队伍中，和他们一起

守护这片胡杨林。

“现在我能安心退休了，让成千上万个

‘护林员’共同守护好这片胡杨林。”徐庆华

说着，继续向胡杨林深处走去。

徐庆华:守护胡杨33载
本报记者 赵霞 通讯员 韩遇琳

新春走基层

本报阿瓦提讯（记者 刘丽 通讯员 周
佩兰 姜朝）刀郎劲歌舞，情醉阿瓦提。1月

14日恰逢“小年”，阿瓦提县在刀郎部落景

区开展系列迎新春活动，让各族群众在体验

刀郎文化魅力的同时，感受浓浓的年味。

在阿瓦提县第九届“与刀郎人过春节”

活动现场，锣鼓喧天，热闹非凡。踏着喜庆

的鼓点，4支舞龙队伍精彩的表演引来一

片叫好声。

随后，在“福润棉城·非遗之声”新春音

乐会上，表演者用民族乐器弹奏经典曲目，

通过非遗音乐与现代音乐相结合的方式，在

加强非遗传承与保护的同时，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刀郎部落景区内，火红的灯笼高高挂

起，写春联送祝福、剪纸等传统文化展示活

动正在开展。刀郎木卡姆、刀郎麦西热甫非

遗展演展示及“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

刀郎农民画展也吸引不少群众驻足观看。

“加油，加油！”在景区冰面上，一场别开

生面的捕鱼活动正在进行。只见游客盘腿

坐在特制木板上，双手持铁棍在冰面上发

力。在一片欢笑声中，滑向终点的游客开启

“抢鱼大战”，将在冰面上跳动的鱼揽入怀

中。与此同时，斗羊、押加等刀郎民俗活动

同步开展，引得围观群众连连喝彩。

人群中，外地游客高佳音兴奋地举着手

机，拍照记录下难忘的瞬间。她说:“我来阿

瓦提县探亲，和家人一起到刀郎部落景区游

玩，我们品尝了特色美食，参与到紧张有趣

的民俗竞技活动中，体验到了不一样的刀郎

文化，玩得特别开心。”

阿瓦提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文化体育

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书记王艺介绍，此次

活动是地区冰雪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的一

部分。通过文化进景区的方式，体现“非

遗+旅游”特色，让游客近距离了解刀郎文

化。活动包含非遗音乐会、刀郎民俗文化展

演、刀郎农民画展等，迎新春系列文化活动

将持续在全县各乡（镇）举办。

阿瓦提：“非遗+旅游”乐享“文化大餐”

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吴智萍 通讯员 李
成 赵建）1月19日，记者从地区卫健委获悉，

为更好地满足居民就医和氧疗需求，地区90

家乡（镇）卫生院、12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

部配齐供氧设施，527个村卫生室配备了制

氧机、氧气罐或氧气袋，可提供吸氧服务。

“以后在家门口就可以吸氧，不用专程到

大医院去排队，太方便了。”1月9日，在乌什

县依麻木镇卫生院新开设的健康氧疗站接受

吸氧治疗后，玉斯屯克和田村村民阿斯古丽·

亚森赞不绝口。

依麻木镇卫生院健康氧疗站配备了吸氧

坐席，供轻症胸闷患者使用，并配备专职护士

进行一对一指导，及时告知患者注意事项等。

“进入冬季，呼吸系统疾病高发，我们

建设了健康氧疗站。”依麻木镇卫生院院长

徐海娟介绍，健康氧疗站的使用，有利于缓

解医院床位紧张的压力，同时帮助患者早

日康复。

“昨天上午我在这里进行吸氧治疗后，晚

上咳嗽症状减轻了很多。”1月9日，阿克苏市

依干其镇巴格其村村民热合曼·艾海提再次

来到离家不远的镇卫生院吸氧。

据了解，地区不断加强老年人、孕产妇、儿

童、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等重点人群的健康服

务，自2022年12月中旬以来，启动重点人群

健康管理工作，摸底登记65岁及以上老年人，

并根据年龄、合并基础疾病、新冠疫苗接种等

情况进行分级分类，由签约家庭医生团队对重

点人群每周开展不少于2次健康随访。

同时，为进一步加强重点人群健康监测，

精准为他们提供健康服务，各县（市）积极调

配资源，按照每个乡（镇）卫生院配20个、每

个村卫生室配2个的要求，为乡（镇）、村两级

医疗机构紧急配备指夹式脉搏血氧仪近

6000个，基层医务人员可随时随地、实时有

效为患者监测血氧饱和度，及时发现可能出

现的低氧血症（血氧饱和度低于94%），尽早

介入治疗，防止轻症病人向重型、危重型发

展，预防和减少新冠病毒感染重症发生。

健 康 氧 疗 站 上 线
地区各基层医疗机构暖心提供“氧”护康复服务

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吕娜 通讯员 蒋
燕）“电力服务越来越好，一分钱不花，一趟

门不出，在家动动手指，商铺就用上了电。”近

日，阿克苏市民马先生通过“网上国网”手机

客户端提交了报装申请，在接下来的两天时

间里，国网阿克苏供电公司工作人员主动上

门完成方案制定、现场勘查、装表接电等办电

环节，同时承担了电表箱等设备购置和施工

费用。这一系列操作使马先生赞不绝口。

地区发改委不断提升电力接入的便利度

和服务水平，在电力报装“三零”（零上门、零审

批、零投资）服务政策基础上，用好“加减法”，优

化电力营商环境。在供电服务和公开信息方

面持续做“加法”，不断提升营商环境评价“获

得电力”指标水平，做到业务流程更加清晰、服

务行为更加规范、报装接电更加高效、信息公

开更加透明。在办电流程上聚力做“减法”，通

过精简办电环节、压缩办电时间，以“数据跑

路”代替客户跑腿，实现客户办电“业务线上申

请、信息线上流转、进度线上查询、服务线上评

价”全程线上闭环式服务管理，将低压业务流

程缩减至2个、高压业务流程缩减至4个。高

压业务平均办电时间压降至15个工作日、低

压非居民平均办电时间压降至15个工作日内，

低压居民平均办电时间压降至5个工作日内。

据了解，2022年，地区落实“三零”“三

省”（省时、省力、省钱）服务，累计降低用户办

电成本2.98亿元。

今后，地区发改委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大力实施低压“三零”、高压“三省”服务，更加

方便广大办电企业、群众。

地区优化电力营商环境

“三零”服务立起“金字招牌”
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月19日，国网温宿县供电公司

工作人员在温宿县柯柯牙镇萨依巴

格村检修线路。连日来，该公司积极

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各供电区检修设

备、排查隐患，指导客户做好节日期

间安全用电工作。

通讯员 艾则孜·沙木沙克 摄

检修线路
保供电

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胡潇潇 通讯员 龙莉）“我经营的

企业主要从事水泥制品、石材制品的生产销售，因为一些原

因，这几年公司产品销售、货款回笼周期延长，流动资金出

现缺口，多亏阿克苏农商银行为我们提供了创业担保贷款，

通过财政贴息和阶段性减息政策预计减少贷款利息支出

8.51万元。”阿克苏一家建材企业负责人闫驰说。

2022年以来，阿克苏银保监分局持续督促辖区银行机

构积极落实减费让利政策，助力市场主体发展，已累计为小

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减免各类费用401.75万元，

惠及小微企业3036家，当年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

均利率5.29%，较年初下降0.3个百分点，综合融资成本稳中

有降，给客户带来了实惠。

下一步，阿克苏银保监分局将督促银行机构加强窗口

指导和监督管理，积极推进银行机构通过金融服务创新、科

技手段利用、配套政策支持等，增强金融机构减费让利的可

持续性，给予客户“真金白银”的费用减免实惠，做到“降费

不降服务”。

减费让利401.75万元
助力市场主体发展

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赵霞 通讯员 唐运梅）1月17日，

记者从地区社保中心了解到，2022年地区养老、工伤、失业

三项社保合计参保200.13万人（次），较2021年增加16.22

万人（次）；征缴社保基金 65.43 亿元，较 2021 年增长

23.66%，各项社保覆盖面持续扩大，社保费足额征缴，基金

财务管理严格规范。

2022年，地区社保中心围绕社保扩面提质工程，持续

推进全民参保计划，依托“地区全民参保登记数据库”动态

监控，开展数据比对筛查，精确锁定未参保人员、分类施

策、多种渠道宣传社保政策，通过数据共享定位未参保企

业，不断扩大社保覆盖面，提高各项社会保险参保率，着力

构建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积极推进“社银一

体化”服务，通过工行、农行等金融机构网点办理个体灵活

就业人员参保登记、个人权益记录查询打印等14项高频次

低风险业务，把银行网点变成群众家门口的社保服务窗

口，实现“就近办”“方便办”，为参保群众提供贴心、暖心的

社保服务。

下一步，地区社保中心将持续完善社会保险公共服

务体系，不断提升服务水平，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

简化经办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充分运用“互联网+政务服

务”模式，以标准化促服务规范，以信息化促服务创新，以

资源整合促服务效能提升，持续推进地区社会保障事业

高质量发展。

地区征缴社保基金65.43亿元

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赵霞 通讯员 阿力木江）1月13

日，记者从地区财政局了解到，近日地区财政局及时拨付中

央财政提前下达2023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2.56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5672万元，增幅为4.72%。

补助资金拨付至乌什、柯坪两个脱贫县，分别为2.64亿

元和7269万元，剩余资金拨付其他7个县（市）。

地区各县（市）把发展产业类和带动就业类项目作为重

点，提前做好2023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资金项目前期工作，编制完成项目实施方案。今后，

地区财政局将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督促各县（市）加快项

目实施进度，确保资金及时发挥效益。

逾12亿元补助资金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赵霞 通讯员 周伯文）“前几天接

到短信通知，养老金已经发放到卡里了，感谢党和政府对我

们离退休人员的关心关爱。”1月15日，地区退休人员王丽

高兴地说。

记者从地区社保中心了解到，地区各级社保机构切实

做好养老金支付工作，积极与财政部门沟通协调，认真核对

离退休人员卡号信息，确保发放资金渠道畅通。截至目前，

1月份全地区机关企事业单位8.57万名离退休人员3.7亿元

养老金已全部足额发放到位。

8.57万名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发放到位

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吕娜 通讯员 梁丽）近日，根据自

治区发改委反馈，地区2023年专项债券项目通过国家审

核的共247个，项目总投资305.8亿元，专项债券资金需求

209.3亿元。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是地方政府建设项目的重要资金来

源，也是跨周期调节的重要政策工具，对地区扩大有效投资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自2022年9月以来，地区发改委紧

紧围绕2023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的支持投向，在继续

支持交通、能源、水利、保障性安居工程等9大领域基础上，

将新型基础设施、新能源项目纳入申报范围，全面组织申报

2023年专项债券项目。

下一阶段，地区发改委将组织各县（市）、地直相关单

位，根据自身项目建设需求，结合今年一季度可发行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额度，尽快确定拟发行项目，加快推动完成

一批重点项目完成前期工作，强化项目可行性论证，依法

合规加快推进项目前置要素条件，确保一批项目开工建

设。充分发挥专项债券使用带动效益，为基础设施等领

域投资平稳较快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同时，紧抓政策机

遇，围绕国家重点支持的领域，继续谋划储备一些大项

目、利长远的好项目，为专项债券项目补报提供充实的项

目储备库。

国家发改委审核通过
地区2023年专项债券项目247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