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胡潇潇 通

讯员 曹湘波）金秋添新绿，植树正

当时。10月25日，地区领导来到阿

瓦提县英艾日克镇艾西曼区域生态

修复及荒漠化治理工程植树点，与

各族干部群众一起参加秋季植树造

林活动，积极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传承和弘扬柯柯牙精神，持续

推进国土绿化工作，厚植高质量发

展生态底色。

挥锹铲土、扶树填土、踩实修

整……当日上午，地委书记吴红展

来到植树点，和各族干部群众一起

栽植新绿，大家配合默契，接连种下

一株株苗木，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

劳动场景。

植树期间，吴红展听取林草部门

关于秋季防沙治沙国土绿化等工作

汇报，详细了解树种习性、生长周期、

日常养护等情况。他指出，植树造林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要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抢抓有利时机，因地制

宜、合理布局，积极开展植树造林活

动，精心做好管护工作，确保栽一棵

活一棵、植一片绿一片，助力地区生

态文明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地区深入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继柯柯牙荒

漠绿化工程后，接续实施阿克苏河、

渭干河、空台里克区域、艾西曼区域

生态治理工程，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

冰系统治理，地区森林面积增加到1730余万亩，森林覆盖率提高

到9.06%，年沙尘天气减少到30天左右，年降雨量增加到120毫

米左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人居环境持续改善，成为全国荒

漠绿化的典范。

据悉，今年秋季，地区国土绿化人工造林任务共计22万余

亩。艾西曼区域生态修复及荒漠化治理工程是2021年地区启动

实施的第五个百万亩生态治理工程，目前已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

积53.3万亩。

地区领导郭涛、骆梅英、冉伟等一同参加植树造林活动。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论学习领会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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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赵霞 通讯员 周青）10月25日，记者从地区

财政局了解到，前三季度，地区用于民生支出342.55亿元，占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的76.3%。资金的有力保障，让地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成色

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走进库车市比西巴格乡科克提坎村的日间照料中心，环境干净整

洁，棋牌室、阅览室、健身房等功能用房一应俱全，老人围坐在一起看电

视、下象棋等，其乐融融。

据悉，为解决青年群体外出务工的后顾之忧，比西巴格乡在原

幸福大院的基础上新增日间照料中心，打造理疗康复室、电影院、

儿童之家等，全天候向村民开放。“日间照料中心不光有营养均衡

的饮食，还有贴心的医疗服务，我和朋友在这里非常开心。”村民艾

海提·尕衣提说。

财政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近年来，地区各级财政把实现好、

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财政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严控“三公”经费预算，

通过做大财力“蛋糕”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健全民生投入保障机制，在幼

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上持续用力，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用于民生支出342.55亿元
聚焦阿克苏高质量发展聚焦阿克苏高质量发展··““新新””中有数中有数

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赵霞 通讯员 刘延飞）10月25日，记者从地

区国资委了解到，前三季度，全地区国有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18.51亿

元，同比增长28%；实现利润总额8.33亿元，同比增长72.5%。地区国

有企业效益显著提升，企业经济运行质量持续向好。

在第九届新疆特色果品（阿克苏）交易会上，新疆棉都慕萨莱思有

限责任公司、新疆宏开峰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绍兴市源疆农林科技

有限公司达成1200万元合作项目。新疆棉都慕萨莱思有限责任公司

是一家酿造本土特色慕萨莱思产品的国有企业，为充分发挥龙头企业

优势，该公司引进了先进的葡萄加工、熬煮、发酵、灌装等现代化、标准

化生产设备，传承慕萨莱思酿造技艺，提高生产效率和品质，加大产品

推广力度，把慕萨莱思销往全国各地。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今年以来，地区国资国企围绕

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深挖“盈利点”、厚植“增长点”，在

林果、畜牧等传统产业上延链，在能源数字等新兴产业上建链，在文化

旅游、交通贸易等服务业上壮链，推动各类生产要素向能源矿产、特色

农牧、数字信息、文化旅游、金融服务、商贸物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

领域集中，在壮大“八大产业集群”中勇当排头兵，切实发挥国有企业在

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战略支撑作用。

国有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18.5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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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追求的不是中国独善其身的现代化，

而是期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

共同实现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

讲，强调“中方愿同各方深化‘一带一路’合作伙

伴关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

的新阶段，为实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作出不懈

努力”，郑重宣布了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的八项行动，为“一带一路”明确了新方

向，开辟了新愿景，注入了新动力。（下转三版）

人民日报评论员

践行宗旨为民造福，是开展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

教育的目标任务之一。第二批主题教育开

展以来，各地聚焦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

盼”问题，察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在主题

教育中持续提升老百姓的满意度和获得

感，不断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

成现实。

知民意、晓民情，是为民解忧的基础和

前提。各地党员领导干部大兴调查研究，

在主题教育中扑下身子、沉到一线，深入到

农村、社区、企业、医院、学校、新经济组织、

新社会组织等基层单位，创新方式问需于

民、问计于民。

几十把椅子，几张圆桌，干部和群众促

膝围坐唠家常，这是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各乡镇如火如荼开展的“亲加奔”

（黎语，意为“亲人来”）——干群对话解难

题活动的情景。“西舍村的环村硬化路没有

修完”“道突村村道比较窄，容易发生交通

事故”“希望多一点家门口就业的渠

道”……群众说，干部听，群众问，干部答。

简单的问题现场解决，现场解决不了的移

交职能部门，专员督办，及时反馈。

主题教育中，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领

导干部走进农家小院，一线调研、现场办

公，解决基层急难愁盼问题。“面对面说问

题，大事小事都有回应，都有人管。”保城镇

春天村村民王和慧说。

在湖南，第二批主题教育明确要求市

州党政领导干部每季度、县市区党政领导

干部每月至少开展1次接访下访，帮助解决

群众困难、化解信访积案。湘潭市通过干

部下基层走访群众，结合巡视巡察、审计监

督、统计监督、环保督察等发现和反馈的问

题，把“下去找”的单向渠道变成“访下去、

迎进来”的双向通道，全市共摸排上报民生

保障、城乡建设、人居环境等方面问题1.8

万余件，办结1.35万件。

衣食住行，柴米油盐，“民生无小事，枝

叶总关情”。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各

地从群众关心关切出发、从群众急难愁盼

着手，尽心尽力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堵

点、难点、痛点问题。

在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站前街道昭乌

达社区都市家园B区，由于小区规模较小，

收不抵支被物业弃管，小区存在绿化缺乏

修缮、无治安监控系统、地面破损严重等问

题。昭乌达社区党委结合主题教育，以“党

建引领、社区主导、居民自治自管”为抓手，

组织居民成立自治委员会，分类梳理群众

诉求，筹集资金近3万元，翻新小区绿化带

近130平方米，补栽绿化100平方米，修缮

破损地面700多平方米，切实解决弃管老旧

小区居民心中的“急难愁盼”。

敢碰真问题，敢啃“硬骨头”，各地在主

题教育中紧盯群众长期反映、解决难度大

的问题不放，深入挖根源、精准定对策。

在宁夏银川，“停车难”是困扰当地居

民的一个老大难问题。第二批主题教育开

展后， （下转二版）

学思想学思想 强党性强党性 重实践重实践 建新功建新功

回应群众关切 破解急难愁盼
——各地扎实推进第二批主题教育综述之四

新华社记者 张亮 李平 谢樱 崔翰超 侯维轶 赵叶苹

深入调研听民声、察民情
以民生温度检验主题教育成效

这是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

发射升空过程（拼版照片，10月

26日摄）。

10月26日11时14分，搭载

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

号 F 遥十七运载火箭在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

钟后，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与火

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

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

满成功。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
发射圆满成功

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胡潇潇 通讯

员 曹湘波）10 月 25 日，2023 年阿克苏

招商服务中心第十次集中签约仪式举

行，涉及煤炭煤电煤化工、战略新兴、商

贸物流、纺织服装等领域 14 个项目，签

约金额 75.94 亿元。地委书记吴红展见

证签约并致辞。

今年以来，地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

新发展格局，抢抓政策机遇，大力实施优势

资源转换战略，围绕培育壮大“八大产业集

群”，持续抓投资、上项目，实现地区经济平

稳健康发展。

吴红展指出，招商引资是经济发展的

源头活水，集中签约是政企双方务实合作

的良好开端。各县（市）、地直各单位要坚

持把招商引资作为“一号工程”，树牢“项目

为王”理念，持续加大工作力度，主动靠前

服务，加强统筹协调，全方位为企业提供

“店小二”“保姆式”“一站式”服务，为项目

建设创造良好条件。希望各位企业家增强

发展信心、积极履约践诺，加快有效投资和

建设进度，力争项目早落地、早建成、早达

效，同时充分发挥业界影响力和“以商招

商”优势，吸引更多企业家来阿调研考察、

洽谈协商、投资兴业。

签约仪式上，通报了1—9月招商引资

到位资金、前九次集中签约项目和第七届

中国—亚欧博览会签约项目履约情况。

地委副书记、行署常务副专员贾京磊

及各县（市）、地直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签

约仪式。

今年阿克苏招商服务中心第十次集中签约仪式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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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棵树苗到一片林海，从风沙之

源到绿洲果园，三十余载，在柯柯牙的

“绿色涅槃”之路上，艾斯卡尔·依马木

一家人默默演绎了“绿色接力”。

10月25日，站在地区第五个百万

亩生态治理工程——艾西曼区域生态

修复及荒漠化治理工程植树点，地区林

草局林业发展保障中心的护林员艾斯

卡尔·依马木望着眼前的一切，将思绪

拉回到30多年前……

“艾斯卡尔，快来把这几个数据记

下来。”

“爸爸，我这几天太累了，能不能让

我休息一会儿？”

“不行，咱们现在多种活一棵树，沙

尘暴就有可能早一天结束。”

……

1990年春季，正在读高中的艾斯卡

尔·依马木被父亲依马木·麦麦提带到了

柯柯牙植树造林的工地上。当年，他是老

师眼中有希望考上大学的“好苗子”，但因

为工地上缺人，曾经在塔里木大学当过老

师的父亲狠下心，让他中断了学业。

“家里有哥哥、姐姐，凭什么选我？”

艾斯卡尔·依马木气鼓鼓地问父亲。

“你也是当过老师的人，明明知道

上学对孩子的重要性，你为什么还要这

么做？”妻子冲着依马木·麦麦提发火，

他只是沉默地望向窗外。

这一幕，在成年后的艾斯卡尔·依

马木脑海中不断闪现。许多年后，他像

父亲当年那样望着窗外，看着蔚蓝的天

空，听着虫鸣鸟叫声，这才彻底释怀。

“哥哥当兵，姐姐要参加高考，那时候

只有我能帮父亲。”艾斯卡尔·依马木说。

20世纪80年代，阿克苏每年沙尘

天气将近100天，居民一年当中有近1/

4的时间在沙尘中度过。更要命的是，

沙漠离城区只有6公里，还在以每年5

米的速度逼近。

1986年，地委下定决心，在风沙策

源地柯柯牙启动荒漠绿化工程。依马

木·麦麦提是第一任林管站站长。自那

时起，孩子们很少见到他。

“平时三四天能见到爸爸一次，遇

到植树忙的时候，他一个月都不回家。

我记得，有一次他回来满身是土，母亲

见了不敢认，我家的狗也冲着他叫唤。”

艾斯卡尔·依马木说。

落在依马木·麦麦提身上的土，也

落在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身上。

“沙尘暴来了，那家伙速度快得很，

眼看着一堵黄色的墙从天边‘压’过来，

一转眼天就黑了。”

“窗户框子吹得咣咣响，人在外面来

不及躲，风裹着的小石头打在身上生疼。”

“一碗米饭半碗沙，谁家没吃过

土啊。”

所以，当父亲第一次找艾斯卡尔·

依马木“帮忙”时，他没有拒绝。但是植

树的活儿太苦了，还是个孩子的艾斯卡

尔·依马木趁着父亲不注意跑了，但又

被“抓”了回来。 （下转二版）

绿色接力三十余载
本报记者 邓丽娟

践行生态文明思想 美好阿克苏共建

父亲的“偏心”
青春的颜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