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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后一

年多来，永久场馆赛后利用率

达 100%；全国 70%县级及以上

党政机关建成节约型机关，在

勤俭办公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按需点菜，餐后打包，“光

盘 ”日 渐 成 为 全 社 会 的“ 新 食

尚”……如今，节约资源理念在

越来越多领域得到践行，浪费

可耻、节约光荣的社会氛围日

益浓厚。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

俭败由奢。”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

们党的优良作风。习近平总书记

始终高度重视传承勤俭节约优

良传统，指出“浪费粮食的不良

风气必须坚决刹住”，强调“不论

我们国家发展到什么水平，不论

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艰苦

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永远不能

丢”，号召“努力使厉行节约、反

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一系列重要论述，对于培育勤俭

节约的社会风尚发挥着重要指

导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着眼

“培育时代新风新貌”，提出在全

社会弘扬勤俭节约精神。这一

重要要求，为持续提高全社会文

明程度指明方向。

勤俭节约是个人品德作风的写照，也折射一个政党、

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追求。勤俭可以修身养德，节约能

够兴业强国，不管经济如何繁荣、社会如何发达，必须时

刻以艰苦奋斗、戒奢戒躁警醒自己、鞭策自己，坚决抵制

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俭开福源，奢起贫兆”，勤俭节约的

好传统决不能丢，任何时候都要以俭素为美，而不以奢靡

为傲。大力弘扬勤俭节约精神，正是把好传统带进新征

程、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的生动体现。

弘扬勤俭节约精神，不仅关乎个人和家庭的福祉，也

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让 14 亿多人享有

现代化生活，必须走资源节约、能源低耗之路。实现高质

量发展，并不是生产消费的反复叠加，也不是经济总量的

无限扩张，而是要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减少了不必要的资源

消耗，能助力推进各类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推动形成绿色

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而实现生态优先、节约集

约、绿色低碳发展。

一种良好风尚是否具有生命力和引领力，关键要看

它能否得到有力落实。从中央八项规定扎紧“厉行勤俭

节约”的制度篱笆，到党和政府“带头过紧日子”，再到治

理“舌尖上的浪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以踏石留印、

抓铁有痕的劲头治理铺张浪费，推动各层面浪费现象得

到有效遏制、节约资源理念深入人心。奋进新征程，在全

社会弘扬勤俭节约精神，同样需要进一步健全完善激励

机制、约束机制，确保勤俭节约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文明新风吹进千行百业、千家万户。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

艰。”先贤的治家格言，至今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粒

米虽小，照见文明修养；节约事微，可助兴国安邦。14 亿

多人共同行动起来，从点滴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

起，不弃微末、日积月累，必能以高水平的社会文明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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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时代

新征程上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

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美好新疆。

5 月 ，天 山 南 北 花 似 锦 ，新 疆 大 地 披 彩

裳，本报记者追一路繁花，走进新疆，见证了

各族干部群众同心协力、携手奋斗的昂扬风

貌。经济发展之花、民族团结之花、援疆合作

之花、文化文明之花、幸福富裕之花……正在

新疆蓬勃绽放。

一起工作过的同事，还念叨着他定下

的一条条规矩；带过的“学生”，忘不了他

曾经的劝导和鼓励；放不下思念的家人，

总想起他的音容笑貌……可他却永远离

去了。

2022 年 5 月 22 日，海南省府城强制

隔离戒毒所原党委书记、所长陈旭在授课

中突发急病，经抢救无效，于 6 月 1 日去

世，享年 50 岁。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
民牺牲一切”

“陈所长个头有一米八几，向来都是

站着讲课，只有那天坐着。我们以为他只

是因为感冒不舒服……”回忆起那天，海

南省府城强制隔离戒毒所民警何凤仪红

了眼眶。

2022 年 5 月 22 日下午，海南省司法

厅警衔晋升培训班上，陈旭如往常一样，

抱着厚厚一摞讲义走上讲台。“前几天感

冒了，今天身体不太舒服，只能坐着讲课

了。”陈旭说。过了一会儿，陈旭愈发感觉

身体不舒服，赶忙让同事联系家人，随即

晕倒在椅子上。现场有医护工作经验的

学 员 立 即 采 取 急 救 措 施 ，并 拨 打 120 送

医。几个小时的抢救，最终还是没能挽回

陈旭的生命。

“ 总 说 等 他 忙 完 了 ，再 多 陪 陪 我 们

……”妻子孙官梅泪如雨下。

2020 年，面对新冠疫情，陈旭身先士

卒，大年初三就带着一批民警进驻管理区

封闭执勤，连续奋战 76 天。他先后 3 次进

驻监管区，出现皮肤过敏、面部红肿等情

况，却未回家休息一天。“我说住院治疗一

下吧，他总说等忙完了再说，可他哪有忙完

的时候呢？”孙官梅说。

从 警 29 年 来 ，陈 旭 很 少 休 公 休 假 。

陈旭的母亲曾有抱怨：“怎么一到年节假

日你就值班，一要隔离监管你就申请！”

陈旭搬出母子俩共同的身份来说服

母亲：“您也是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了，

我们在宣誓的时候不是都承诺了——随

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这句铮铮誓言，我哥用生命去践行

了。”同为海南省府城强制隔离戒毒所民

警，陈旭的三弟陈昕泣不成声。

“从精神上救助我们，
教会我们怎么做人”

2004 年，时任海南省劳教局副局长

的陈旭被委以重任，牵头组建海南戒毒救

助中心。陈旭亲自授课，每一个进入救助

中心的戒毒人员，都成了陈旭的“学生”。

“陈老师从精神上救助我们，教会我

们 怎 么 做 人 。”海 南 戒 毒 救 助 中 心 2006
年第二期学员阿科（化名），现在是琼海

一家物业公司的主管，事业、家庭都走上

了正轨。

同样“毕业”于海南戒毒救助中心的阿

民（化名），桌上放着 10 多本在陈旭课上做

的笔记。“戒除毒瘾，学好手艺，自立自强、

远离损友……”虽然字迹歪歪扭扭，但阿民

记得认真，“是念想，也是人生的财富。”

2005 年，在海南戒毒救助中心举办

的“同舟共济”主题团体辅导活动课上，指

导老师要求各小组用报纸叠成“小舟”，尽

可能多地载着组员脱离“苦海”。

“小舟”越叠越小，最后只容得下一

双成人的脚。作为小组助教，陈旭申请

担当基座。很快，学员们有的抱住他的

臂膀，有的吊在他的腰间，有的踩上他的

脚背。无处容身的学员阿华（化名）看向

陈旭，对上的是他坚定的眼神：“骑到我

的肩膀上来。”

在陈旭的肩上，阿华泪流满面。那

天，阿华在记事本上写道：“我热爱我年轻

的生命，我相信我有光明的未来。”

自 2005年起，陈旭连续组织 19期戒毒

班，让 1100余名戒毒人员有效戒断毒品；累

计开展 20多个职业技能培训项目，为 2000
余名戒毒人员铺平回归社会的路；先后参

与了 141场次义务禁毒宣讲，为群众传授防

毒拒毒知识。

“不是在工作，就是在
看书、备课、写文章”

走进陈旭生前的办公室，一沓沓教案

摆在案头，遒劲的笔迹力透纸背。“每次走

进所长办公室，他不是在工作，就是在看

书、备课、写文章。”海南省府城强制隔离

戒毒所二级高级警长周慧说。

十年如一日，陈旭从实践中总结理

论，笔耕不辍。

在组建海南戒毒救助中心时，陈旭牵

头探索标本兼治的戒毒救治方法，创立了

一支教研团队，用不到半年的时间起草了

长达 70 万字的教材，研究开创出一套集

医疗戒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心理

矫治、职业技能培训、后续照管为一体的

矫治模式。这一模式后来被命名为“海南

戒毒模式”，为全国统一司法行政戒毒模

式奠定了基础。

2022年，海南省委政法委、省禁毒办、省

司法厅联合对 14076名受教人员回访，结果

显示，出所 3年以上人员戒断率为 90.17%。

2017 年以来，陈旭还结合工作实际

和新形势新任务，在相关杂志发表了 110余

篇理论文章。

铁血铸忠诚，榜样耀警徽。陈旭离世

后，海南省委追授其“海南省优秀共产党

员”称号，省委、省政府为其追记个人一等

功。近日，人社部、司法部追授陈旭同志

“全国司法行政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追忆陈旭，同事王成学含泪写下这样

一首词：“三尺讲台魂归处，精神似月如

珠。鞠躬尽瘁好公仆。吾辈承遗愿，励志

谱新途。”

铮铮誓言，用生命践行
——追记“全国司法行政系统一级英雄模范”陈旭

本报记者 孙海天

追着花儿看新疆

眼下，江苏省张家港市小麦等作物陆续成熟，丰收在望。

5 月 23 日，俯瞰长江张家港段岸边，田野金黄，与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

民居、道路等构成一幅田园图景。

施柏荣摄（影像中国）

5 月 18 日，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

尔果斯公路口岸的监测大屏幕上，货物通关

的画面实时展现。当日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

入 境 货 运 车 辆 首 次 突 破 1000 辆 大 关 ，达 到

1099 辆，为历史最高水平。霍尔果斯公路口岸

日出入境货运车辆从 2019 年的不到 300 辆，到

如今突破千辆，货物进出口的快速发展，成为

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样本。

随着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在新疆大地上

落地生根，各族干部群众同心协力，携手奋

斗，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天山南北丝

路连通，中欧班列日夜兼程，发展动能不断释

放；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不断涌现，

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绿色产业蓬勃发展，资源

禀赋用优用强，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团

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

良好的美好新疆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产业升级助长效发展

以花为媒，以花兴农，“花经济”正带动新

疆群众增收致富。新疆立足自身优势，延长

农副产品加工产业链，打造文旅融合新亮点。

进 入 5 月 ，车 沿 伊 犁 河 谷 西 行 ，一 路 繁

花 相 送 ，满 目 枝 繁 叶 茂 。 在 伊 犁 哈 萨 克 自

治 州 霍 城 县 三 宫 乡 ，国 道 两 旁 的 甜 叶 菊 长

势喜人。甜叶菊叶每公斤曾经只卖十几元

钱，现在却可以卖到近 300 元。原因何在？

“叶子里能提取出‘白糖’。有了提纯技

术，我们可以就地生产甜菊糖苷。”在新疆汇嘉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甜叶菊叶提纯

生产线正开足马力。白色的结晶从生产线末

端缓慢析出，甜菊糖苷制备出来。公司董事长

周猛介绍，甜叶菊叶作为一种天然优质植物甜

味剂，甜度是蔗糖的 300 倍到 400 倍，而热量只

有白糖的 1/300。从甜叶菊叶中提取的甜菊糖

苷被广泛应用于医药和食品工业。

新疆汇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新疆近年

来着力培养的技术创新型企业。目前公司建

成了 2 条甜菊糖苷生产线，拥有一整套配套生

产流水线设备，采用连续逆流提取、连续离交

技术、膜分离等技术，填补了新疆对甜叶菊叶

连续提取的空白。

不只有甜蜜的甜叶菊产业。薰衣草、玫

瑰、芍药……围绕花不断延伸的产业链，带动

越来越多的群众“花样”致富。

霍城县芦草沟镇四宫村三组村民马忠良

的商店内，整齐码放着各类薰衣草深加工产

品：精油、干花、靠枕……

“想致富，光靠种植还不够，要想办法提

高薰衣草附加值。”芦草沟镇党委书记李增杰

说。2010 年，四宫村发展薰衣草产业，成立伊

农香合作社，引进精油加工企业，逐步形成从

种植、开发、销售到后期薰衣草秸秆再回收利

用、变废为宝的特色产业链，300 多名农民从

“花农”转型为“花商”。

“ 店 里 薰 衣 草 精 油 最 受 欢 迎 。”马 忠 良

说。随着薰衣草附加值不断提高，2022 年，四

宫村 718 户村民人均收入 2.2 万元，比全镇人

均收入高出约 2000 元。

西北边陲变开放前沿

辣椒才长了半拃长，西红柿已经红了半

边脸，再过几天就能摘了。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一六三团 7 连

职工刘进京正在蔬菜种植大棚里忙活着。“我

们这儿一共 150 座大棚，属于塔城市永利商贸

有限责任公司的蔬菜种植基地。”刘进京说，

头天摘了蔬菜交给公司，第二天就能出现在

哈萨克斯坦家庭的餐桌上。

大棚外，公司负责人于新立正在等待收购。

从事果蔬外贸 20多年的他介绍，公司平均每年

要从塔城的巴克图口岸出口 8万吨左右果蔬，其

中 40%都是本地货源，给当地农民带来了收益，

“一年种两茬，一亩地的大棚收益能达到 5万元。”

这样的收益源于开放。2013年 12月，距离

塔城市区仅 12公里的巴克图口岸开通了全国首

个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通关速度不

断加快。“几乎不用等待，即来即办。”于新立说。

“钢铁驼队”中欧班列呼啸而过、满载集装

箱的货运汽车不绝于途……在新疆各个口岸，

都能看到繁忙的场景。据乌鲁木齐海关统计，

今年 1至 4月，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 949.5亿元，

较 2022年同期增长 82.7%。其中，出口 806.4亿

元，增长 90.1%，高于全国增速 79.5个百分点。

受益者中，就有世代生活在边境线旁的

塔城市二工镇卡浪古尔村村民张小平。手指

一 点 ，张 小 平 在 家 通 过 小 程 序 申 报 进 口 了

7200 多元的亚麻籽，出售给落地加工企业。

作为边民，他每天有 8000 元免税进口额度。

2019 年，巴克图中哈边民互市正式运营，

2022 年，在新疆率先完成落地加工“整进整

出”模式：边民以互助组、合作社的形式抱团，

通过边民互市参与货物进口，再出售给落地

加工企业。

“以前整进散出，需要每天到口岸现场申

报。现在我们 224 名边民成立合作社，在微信

小程序上注册，动下手指就能完成申报，每月

可以再增收 1000 多元。”张小平说。

绿色转型促提质增效

行驶在塔克拉玛干边缘的沙漠公路上，

远望戈壁滩，一排排闪闪发光的光伏电站，带

来新的希望。

在和田地区洛浦县国家电投洛浦光伏电

站，安装施工队队长买提亚森·艾买提正在对

光伏面板开展检测工作。买提亚森·艾买提

是洛浦县吉米库勒村的村民，国家电投洛浦

光伏电站距离他家仅 5 公里，买提亚森·艾买

提 2021 年起参与这个项目的建设，从搬运工

成长为光伏电站安装施工队队长，今年，他带

着 20 多名同村的村民在园区内安装太阳能电

板，平均月收入约 1 万元。

作为和田地区投产单体最大的新能源发

电 项 目 ，该 光 伏 电 站 在 建 期 间 用 工 人 数 约

1500 人，其中洛浦县当地用工人员达到 1000
人。3 个月前，该项目全容量并网发电，预计

年平均发电量可达 3.6 亿千瓦时。

让风能变为“风经济”，在 2000 多公里外

的塔城，丰富的风能资源帮助塔城市居民迪

达尔找到了心仪的工作。

半个月前，迪达尔入职三一重能股份有限

公司三一（塔城）风电设备有限公司，在一线生

产岗位，每月有 5000 多元工资。据介绍，这家

公司 4 月 25 日正式下线首台风电机组，填补了

塔城风力资源丰富但无风机装备制造的空白。

塔城地区拥有新疆著名的两大风区，即

老风口—玛依塔斯、禾角克—铁列克提区域，

风区内平均每秒风速在 6.5 米至 9.35 米，年可

利用小时数 7500 小时，是新疆风能资源最为

丰富的地区之一。

“目前，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已引进

三一重能、金风科技等 4 家风电装备制造企

业，投产后将会形成较为完整的风电装备制

造产业链。”塔城地委副秘书长肖祖文说。

干旱少雨、日照强、风沙大，这些条件正成

为新疆绿色转型的抓手，通过改进能源结构，引

入绿色低碳产业，今年一季度新疆风力光伏发

电项目投资增长 2.1 倍，拉动全区投资增长 7.2
个百分点。其中风力发电投资增长 75.5%，光伏

发电投资增长 4.5倍。截至今年 3月底，新疆电

网累计电源装机 11721 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

机容量达到 4317万千瓦，位居西北省份第一。

图①：伊犁伊宁县亚麻花盛开。

本报记者 杨烁壁摄

图②：5月 18日拍摄的霍尔果斯公路口岸。

刘玉龙摄（人民视觉）

版式设计：张丹峰

天天 山 南山 南 北 物 华 新北 物 华 新
——新疆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李亚楠 杨烁壁 向子丰

①①

②②

一版责编：许 诺 史 哲 张帅祯

二版责编：于景浩 戴楷然 崔 琦

三版责编：殷新宇 郭雪岩 王子凯

四版责编：胡安琪 张佳莹 华璐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