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不久举行的第二十届中国（深圳）国际文
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展出超12万件文化产品，首
次设立的“文创中国”专题展区吸引众多观众打
卡……新业态百花齐放、新产品精彩纷呈，折射
出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和旺盛
活力。

“人文经济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一重
大课题，蕴含着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
展的辩证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
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形成更多
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
指引下，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
文兴业，推动人文与经济良性互动、相得益彰，正
在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厚植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的人文底色。

12.9亿人次！这是2023年我国博物馆接待的
观众总量。2023年全年新增备案博物馆268家，全
国备案博物馆达 6833 家。“观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
要求之一。从三星堆博物馆新馆、殷墟博物馆新
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等陆续开放，带动“博
物馆热”不断升温，到城市书吧、农家书屋等新型
公共文化空间持续扩展，丰富老百姓家门口的文
化粮仓……实践启示我们，写好“人文经济学”这
篇大文章，关键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人民提供更多
更好的精神食粮。

福建泉州，千年的海洋文化、海丝文化、闽南
文化交相辉映。蟳埔渔村簪花传统火爆出圈后，
吸引许多游客前往泉州游世遗、戴簪花、品美食，
2023年全市旅游总收入首次突破千亿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近七成。河南郑州，“只有河南·戏剧幻
城”以全景式体验、互动式观剧，带领游客沉浸式
感受厚重的中原文化，今年“五一”假期，吸引了
超 50 万人游览，综合收入同比增长 40%。坚持以
文塑旅、以旅彰文，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实现了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面向未来，持续探
索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互促共进机制，把文
化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定
能助力文化与经济良性互动、共生共荣。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
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
基。从苏工、苏作中传承“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理念，江苏苏州推动“专精特新”企
业发展，织就经济繁荣与人文鼎盛的“双面绣”，2023年入围国家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新增230家。从东方美学、传统服饰文化中寻找灵感、汲取滋养，山东曹
县形成集原创研发、设计制作、网络营销等于一体的汉服产业链，乘着“汉服潮”

“电商风”，今年以来汉服网上销售额已达19.8亿元。实践告诉我们，在传统与现
代的结合上下功夫，做到既有历史文化传承，又有高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代
表着未来的发展方向。只要我们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充分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定能更好构筑中国精
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
自信之基、力量之源。”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
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有条件写好“人
文经济学”这篇大文章，为民族复兴立根铸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动
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原载6月4日《人民日报》）

本报讯 记者刘茜、通讯员戴婷
婷报道：5月29日，记者从昌吉州统计
局获悉：今年以来，随着宏观组合政
策效应的逐步显现，内生动能的持续
修复，昌吉州经济发展总体平稳，延
续回升向好态势。今年前4个月，昌吉
州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92.69 亿元，同
比增长10.18%。

其中，税收收入58.09亿元，占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62.7%。非税收入
34.59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37.3%，同比增长39.47%。

从税收构成来看，十四个税种
“八升六降”。增速较高的有：耕地占
用税4.21亿元，同比增长570.75%；土
地 增 值 税 0.7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83.87%；环境保护税0.86亿元，同比
增长 38.74%；房产税 3.63 亿元，同比
增长38.08%。

从县市来看，七县市三园区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全部实现增长。今年以
来，在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相关政
策带动下，昌吉州各领域不断创新消
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1-4月全州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由负转正。

财政部门数据显示，昌吉州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98.85 亿元，同比增长
1.1%。其中，民生支出 70.78 亿元，占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1.6%。
从主要项目看，住房保障支出

5.45亿元，同比增长121.11%，拉动全
州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1 个百分点，
拉动作用较大；农林水支出 11.08 亿
元，同比增长 30.32%，拉动全州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2.7 个百分点；教育支
出 15.25 亿元，同比增长 6.68%，拉动
全州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0 个百分
点；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0.83亿元，同
比增长 9.41%，拉动全州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0.96个百分点；交通运输支出
1.25 亿元，同比增长 97.67%，拉动全
州一般公共预算支出0.64个百分点。

分县市来看，拉动最大的是吉木
萨尔县 12.02 亿元，增长 55.08%，拉
动全州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4个百分
点；其次为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6.89
亿元，增长 90.53%，拉动全州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3.4 个百分点；昌吉市本
级、玛纳斯县、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
术产业示范区、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分别为
18.29亿元、9.15亿元、1.68亿元、1.3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8.27% 、15.30% 、
217.12%、164.30%，分别拉动全州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 2.9、1.2、1.2、0.9 个
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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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4个月

昌吉州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2.69亿元
同比增长10.18%

6月9日，在呼图壁种
牛场苜蓿种植基地，工人
驾驶农机对已收割的苜蓿
进行打包作业。近年来，呼
图壁种牛场凭借丰富的土
地资源优势，在饲草料种
植、加工、销售，优良种畜
生产及推广等方面持续发
力，为产业链中下游发展
提供了充足“养料”，已发
展成为全产业链综合性农
牧企业。

□本报记者 陶维明摄

6月13日，木垒县250万千瓦风电项目开工仪式现场。据了解，该项目位于老君庙南风电规划区，规划面积76.2万亩，总投资
82亿元。 □本报记者 何 龙摄

本报讯 记者孙学良报道：6 月 13
日，木垒县250万千瓦风电项目举行开
工仪式。该项目总投资82亿元，建成并
网后，预计年均发电量可达 62.5 亿度，
每年节约标准煤187.93万吨、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量623.13万吨。

昌吉州党委书记曾艳阳出席开工
仪式。

昌吉州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宋海
山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开工，昌吉州政
协党组书记马建新出席，昌吉州党委常
委、常务副州长陆晶致辞。

开工仪式现场气氛热烈，大型机械
轰鸣，建设者队伍斗志昂扬、跃跃欲试。
12时18分，木垒县250万千瓦风电项目
宣告开工。华电新疆发电有限公司、国
家电投集团新疆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中煤电力有限公司等参建企业负责
人一致表示，将在确保施工安全和工程
质量的前提下，抢时间、提效率、抓进
度，推动项目建设再提速、再提标、再提
效，确保早日建成实现并网发电。州、县
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将紧盯任务目
标，在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质量上
持续用力，全力做好项目用工、原料、水
电等各方面服务保障，确保如期保质保
量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昌吉州认真贯彻自治区党委的部
署要求，聚焦“6月开工、11月建成、年底
并网”的工作目标，5 月 20 日着手谋划
启动该项目，实施揭榜挂帅，构建纵向

“三级联动”、横向“部门协同”工作体
系，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审批效能，统筹
各方资源，确保政企同频，高效完成了
项目开工前各项准备工作，于6月13日
全面开工。项目的顺利开工，得益于自
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和重视关心，得益
于自治区相关厅局的主动破局和鼎力
支持，得益于各项目参建单位同心奋
战、高效协作，为项目的创造性推进实

施提供了强有力保障。
昌吉州头顶“风光”、脚踩“黑金”，

是新疆十大风区、五大光区之一，发展
新能源产业的资源优势明显、基础扎
实，目前已建成风电 485.8 万千瓦和光
伏 375 万千瓦，电力装机容量、发电量
均位居全疆前列。木垒县 250 万千瓦

风电项目的建设实施，为昌吉州新能
源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昌吉州
将坚持“项目为王”，锚定建设国家能
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的战略定位，加
快风电挖潜扩能和装备制造延链补链
强链，持续巩固和扩大清洁能源产业，
以新能源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为重

点，发展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
造产业集群，不断提升产业规模实力，
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
支撑。

自治区有关厅局领导，州直有关部
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参建企业代表
参加了开工仪式。

木垒县250万千瓦风电项目开工
6月开工、11月建成、年底并网

本报讯 记者王薇、通讯员刘颖红
报道：6月7日，昌吉州水利局家属院小
区绿树成荫，道路整洁，全国节水吉祥
物“霖霖”立在小区入口热情地“欢迎”
居民回家，草坪、花坛、道路两侧随处可
见“节约用水”的宣传牌，吸引往来居民
驻足观看。

据了解，昌吉州水利局家属院小区
是昌吉州创建的首个节水文化主题小
区，也是昌吉州首个节水教育社会实践
基地。这个小区结合水文化元素，紧扣

“节约用水”主题，以宣传贯彻《节约用
水条例》为重点，在小区内设置节水导
视牌、节水吉祥物、节水宣传牌、水滴
牌、节水宣传展板等60多个，全方位开

展节约用水宣传，构建人人懂节水、人
人爱节水的人水和谐小区。

“节约用水是我们每个人应尽的责
任。我家也有节水‘小妙招’，淘米水用
来浇花、洗菜，可以节约用水。”州水利
局家属院小区居民魏秀英说。

今年以来，昌吉州围绕“节水优先”治
水方针，广泛动员和凝聚社会各方力量，
充分挖掘具有典型教育意义的场所建设
节水教育社会实践基地，打造水情教育活
动品牌、探索创新水情教育形式，进一步
提升水文化社会影响力，不断创新节水宣
传形式，切实提高节水宣传质效。

木垒县在和好街公园建成首个节
水文化主题公园，通过设置标识、标牌、

宣传牌等形式，搭建了节水知识宣传平
台，让居民更加注重生态环境和水资源
保护，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昌吉市第七中学全方位营造出节
水、护水、惜水的浓厚氛围，培养学生科
学、文明、节约的用水习惯，达到“教育
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辐射整个社
会”的目的，发挥了节水教育连锁效应。

节水载体建设是积极响应新时期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
发力”治水方针的重要体现，是建设节
水型社会、倡导全民节水惜水的重要抓
手。“我州将逐步打造更多各具特色的
节水教育实践基地，充分发挥节水教育
基地的积极作用，引导更多公众参与节

水护水、树立节水风尚、践行节水责任，
真正让节水入脑入心，实现节水科普教
育的初衷。”昌吉州水利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周为民表示。

目前，全州累计创建节水载体 691
家，其中节水型单位378家，创建率达到
78.8；节水型小区 230 家，创建率达到
39.5% ；节 水 型 企 业 83 家 ，创 建 率
59.7%。昌吉市、木垒县、吉木萨尔县、阜
康市和玛纳斯县建成全国节水型社会
建设达标县；全州节水型社会累计建成
率达到71.4%，超额完成《“十四五”节水
型社会建设规划》确定的“到2025年，北
方60%、南方40%以上县（区）级行政区
达到节水型社会标准”的建设任务。

高质量发展看昌吉

昌吉州深入推进节水教育社会实践基地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