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1月，新修建的富强路。
通讯员 倪新华 摄

2024 年 4 月 10 日，居民在尉犁县尉犁镇银华社区便民食
堂就餐。 通讯员 巧力盼·买买提 摄

□本报记者 赵富强 通讯
员 倪新华

在尉犁县，全过程人民民主
的生动实践正以“润物细无声”
的方式融入群众生活。县、乡两
级人大紧扣民生“小切口”，通过
民主协商、民主管理、民主决策、
民主监督，推动“群众所盼”与

“政府所为”同频共振，将群众诉
求切实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
幸福成果。

从一条路的更新到一顿饭
的温暖，从一件纠纷的化解到一
个村的和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
基层实践书写了“人民当家作
主”的尉犁答卷。

富强路蝶变记：
一条路的“民主改造密码”

“富强路人流车流很大，路
面狭窄坑洼严重”“五一路没有
人行道，学生上下学不安全”

“‘南苑·和睦里’小区快建好
了，可门口道路不通畅”……在
团结镇富强社区人大代表联络
站内，一场围绕“富强路改造”
的民情恳谈会热烈进行，居民
们你一言我一语，纷纷道出出
行难题。镇人大代表李凤婷认
真记录，随后整理形成《关于富
强路、五一路改造提升的建议》
提交镇人大。

这份建议迅速成为撬动民
生工程的支点。团结镇人大通
过“人大代表进网格”活动，组
织 23 名各级代表深入社区、
村、企事业单位和商铺，广泛收
集涵盖道路拓宽、排水系统优
化 、人 行 道 翻 新 等 方 面 的 意
见。县人大常委会进一步汇总
梳理，联合住建部门、交通规划
专家及居民代表开展专题调
研，形成“750 米主干道拓宽+
700 米人行道新建+口袋公园
配套”的城南道路（包含富强
路、五一路）及附属设施改造
方案，并纳入 2024 年尉犁县民
生实事项目候选清单。

在尉犁县十八届人大四次
会议上，代表们围绕候选项目展
开了热烈讨论。

人大代表赵成义提出：“富
强路改造不仅关乎居民出行、学
生安全，还会大力改善周边群众
居住环境，改造提升非常有必

要。”经过充分审议和票决，富强
路改造提升建设项目以高票通
过，成为当年重点民生实事项目
之一。

县人大常委会创新实行“三
监督两评议”机制，即事前监督
项目可行性、事中监督工程质
量、事后监督资金使用，年中组
织代表视察评议，年末开展绩效
满意度测评。

2024 年 11 月，富强路改造
提升建设项目提前竣工。

如今，750米沥青路面平坦
开阔，人行道增设无障碍通道，
口袋公园内孩子们嬉戏玩耍，路
灯与绿植交相辉映。居民李春
感叹：“这条路修到了我们的心
坎上！”

社区食堂飘香记：
一顿饭里的“民主温度”

“孩子们都在外地工作，我
每天做饭是个大难题，买菜、做
饭很费劲，常常就着馕喝茶水凑
合。”71岁独居老人玉力古力·艾
山在尉犁镇银华社区“群众议事
会”上含泪诉说。

双职工家庭帕提古丽·亚克
甫也有着同样的烦恼：“我们夫
妻两人都在乡镇工作，孩子中午
吃饭问题一直让人发愁。”

这些话语触动了镇人大代
表王维，她随即联合社区代表联

络站其他代表，开展为期两周
的“社区食堂”专题调研，用两
周时间走访 237 户社区居民后
发现，60 岁以上老人中约 70%
存在就餐困难，双职工家庭中
约 60%的子女面临“午餐难”问
题。经向社区党支部汇报调
研情况，她提出了《利用现有
场所改造便民食堂的建议》，
报尉犁镇人大。这一建议被
列入尉犁镇人民代表大会民
生实事票决项目，并得到代表
的一致赞成。

为把便民食堂改造这件民
生实事办好，尉犁镇先后组织人
大代表、社区工作者、居民代表、
餐饮企业负责人召开 8 场协商
会，共同探讨食堂的改造建设方
案。经过多次协商，最终确定

“政府补一点、运营者让一点、个
人掏一点”的运营模式改造便民
食堂。

人大代表全程参与食堂改
造设计、监督工程进度与质量。
仅用两个多月，便民食堂改造完
成，并于 2024 年 3 月 18 日正式
对外开放，为社区及周边老年人
和双职工家庭学生提供就餐服
务。每天 10元的抓饭、拌面、炒
菜米饭，让老人和孩子们吃得暖
心又实惠。社区还同步设立托
管中心，解决双职工家庭孩子放
学后的照管问题，并组织人大代
表和志愿者为行动不便老人送

餐。食堂日均服务超 100人次，
居民在家门口尽享幸福“食”光。

90 岁老人孙月梅赞不绝
口：“饭菜味道好，荤素搭配也合
理，吃得特别香！”

如今，便民食堂不仅是就餐
场所，更成为社区服务群众的重
要“窗口”。

矛盾纠纷化解记：
一次次调解里的“民主课堂”

2024年4月，古勒巴格乡古
勒巴格村村民艾合买提·克然木
与邻居阿不拉·买买提因土地边
界问题争执不休。

县人大代表迪丽拜尔·买买
提得知后，立即向村党支部反
映。村党支部联合相关部门查
阅卫星测绘图，并组织当事人、
人大代表联络站代表、法官、村
警，在乡人大代表吾热古丽家
的葡萄架下开展调解。通过
现场查看测绘图、宣传土地法
规，耐心劝说双方和睦相处，
最终促成双方达成一致，握手
言和，并在分界处栽种一棵胡
杨树作为界线。

如今，这棵胡杨树已长至 2
米多高，成为村里“民主调解”的
生动见证。

在墩阔坦乡巴扎集市，法
官、检察官与人大代表组成“法
治宣讲团”现场召开“孝老爱亲”

民主议事会。
84 岁的阿依先木·吾买尔

大妈向工作人员哭诉：“我养大
两个孩子，如今却无人照料……”
了解具体情况后，人大代表们当
即启动“赡养监督员”机制，由乡
人大代表每月走访老人并向司
法所反馈情况，司法所对老人子
女开展法治教育。

村民议事会上，村民们提出
的“应该把监督子女赡养老人写
入村规民约”“设立‘孝心榜’表
扬孝顺子女”等“金点子”，在代
表推动下成功纳入村规民约。

如今，该乡赡养纠纷同比下
降约30%，“孝心榜”上的名字成
为村民们引以为傲的荣誉。

从道路改造到社区便民食
堂的“烟火气”，从葡萄架下的
调 解 到 议 事 会 上 的“ 民 主 课
堂”，尉犁县全过程人民民主的
生动实践有力证明：民主不是
抽象的概念，而是群众家门口
的“幸福增量”。

尉犁县各级人大和人大代
表以“小行动”汇聚“大能量”，
用民主协商汇集民智、民主管
理激发民力、民主决策顺应民
心、民主监督保障民利，让全过
程人民民主的根系深深扎进基
层土壤，书写了一件件“民有所
呼、我有所应”的温暖故事。在
尉犁县，民主之花必将绽放得
更加绚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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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切口”看“大民主”
——尉犁县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为百姓幸福“加码”

本报和静5月21日讯（记
者 廖军 通讯员 才仁道尔吉
买尔旦·依米提） 19日，巴州马
冻精发放仪式在和静县举行，现
场发放优质种公马冷冻精液
507 剂，助力提升巴州马品质，

推动巴州马产业高质量发展。
巴州畜牧工作站技术人员

对配种操作人员开展马冻精储
存、解冻及人工授精操作规范
培训，通过培训，进一步提升基
层人工授精配种操作人员技术

水平，加快马品种改良进程，降
低改良成本、缩短繁育周期，提
升马驹遗传品质，拓宽农牧民
增收渠道。

巴州作为新疆重要的走马、
耐力马基地，积极响应自治区现

代畜禽种业提升计划，统筹推进焉
耆马的保种与改良，组织专家技
术队伍精准对接基层需求，精选
适应性强的优良种马冻精资源。

“冻精发放后，我们将跟踪
指导冻精配种及妊娠检测指导，

结合基层需求开展针对性服务，
推动马高效繁殖技术与传统养
殖深度融合，确保技术落地见
效，助力巴州马产业高质量发
展。”巴州畜牧工作站相关负责
同志说。

巴州多措并举推动马产业高质量发展巴州多措并举推动马产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