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心手相牵 共筑梦想
□本报通讯员 杨菊萍

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昌吉州成立70周年之际，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以下简称木垒县）也

迎来了自治县成立70周年的历史时刻。在这片祖国西北边疆热土，汉、哈萨克、维吾尔、乌孜别

克、回等民族的8.6万木垒儿女并肩携手、不懈奋斗，建设出了团结和谐美丽富饶的新木垒。

木垒县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的光辉照耀下，木垒县委、政府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紧扣“中华民族一家

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总目标，创新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全县上下呈现出社会和谐稳定、人

民安居乐业、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喜人局面。

坚持党的领导 确保民族工作正确政治方向

把牢政治方向。作为自治县、边境县，木垒县始终坚定不移走中国
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始终把民族工作摆在重要议事日程，
及时研究解决民族领域重大问题，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确保全县民族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提高政治站位。扎实开展党内集中学习教育，全县干部群众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
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
动木垒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扛起政治责任。坚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全县各项工
作的主线，将其贯穿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
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纳入党的建设等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纳
入政治考察、专项督查、年度考核、绩效考评。坚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作为理论学习的“第一议题”、干部培训的“必修课”、履职尽
责的“责任田”、检验工作的“硬指标”，推动各项工作向主线聚焦用力，
落实落细。

实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讲行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育心”，各基层党组织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村史馆、
文化大院等活动阵地，采取“文艺式宣讲+互动式引导+可视化呈现”宣
传教育形式，广泛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讲，让民族团结之
音“声”入人心。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行动。持续加大民族文化保护传
承力度，哈萨克族刺绣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木垒
县被国家文联命名为“中国哈萨克刺绣之乡”。借助国庆节、清明节、

“一二·九”等重大节日和纪念日，开展升国旗、祭英烈等红色教育活
动。在城市标志性建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和旅游景观陈列等方面树
立突出中华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守静
园、和好街成为各族游客的热门打卡点。打造草原坎儿井、胡杨林博物
馆旅游研学基地，建设文化大院、主题公园、乡村画廊等一批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铸牢中国心、中华魂。

实施文艺精品创作行动。深入推进文化润疆工作，建成新疆首家
主题文学馆——刘亮程文学馆，开展全民阅读、研学体验、研讨交流。
打响“木垒河”文化品牌，创作了《捎话》《草原小英雄努尔古丽》《大地
上的家乡》《脐血之地》等一批本土文学艺术精品，刘亮程长篇小说《本
巴》荣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实现了新疆文学在茅盾文学奖上零的
突破，以文化浸润各族群众心灵。

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提升行动。以文化认同“培根”，设立
38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点，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技能+创业”
组合式培训，近三年，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4.6万人次，其中3000多名
农牧民通过学会国家通用语言实现外出稳定就业，真正实现以语言相
通促心灵相通。

厚植思想根基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深化互嵌共融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以项目融居。以入选国家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为契
机，实施以拔廊房改造为主的月亮地村整村推进建设项目和西吉尔
镇、东城镇、照壁山乡拔廊房加固改造项目，推动各民族人口流动融
居。目前，全县58个村、7个社区、33个居民小区全部实现各民族互嵌
式居住。

以创建融力。全面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十一进”和“十好”
微创活动，积极构建“1+2+11+18”创建工作体系，推动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增点、延链、扩面。创建示范区示范单位173个，开展“十好”微创命
名2915个，26人荣获国家级、区级、州级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各领
域创建可圈可点、特色品牌创建有声有色、产业融合创建见行见效。

以团结融心。以“民族团结一家亲”和民族团结联谊活动为载体，
全县 3000 余名干部与各族群众结对认亲，持续开展“邻里节”“百家
宴”“我邀亲戚+”等贴近群众的民族团结联谊活动，在牧区推行“坐有

沙发、吃有餐桌、学有书桌”工程。活动开展以来，各级干部办实事好事
9.3万余件，解决困难诉求1.1万余件，开展民族团结联谊活动1.34万
余场次，各族干部群众走动互动、越走越亲，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
起。

以援疆融情。依托对口援疆，全面落实“三项计划”，全县7094名中
小学生与福建学子“结对共建”，开展研学交流、夏（冬）令营“手拉手”
联谊活动。组织干部人才赴闽学习、挂职锻炼，实现产业互补、文旅互
融、人才互送，漳州、南平创新构建“县区带乡镇、部门带领域”援疆新
格局，各民族融合发展的局面更加生动。

紧贴改善民生 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现代工业提效增链。聚焦“双千双百双基地”目标，全力打造千万
千瓦级新能源基地和高端装备制造两大产业集聚地。新能源产业在全
疆创造“三个县级之最”——“规划规模之最”“批复容量之最”“建成装
机之最”。新能源发电量103亿千瓦时，分别占全州、全疆的63%、12%。
新能源装备制造业集聚发展，实现产值26.2亿元、增加值2.9亿元。

特色农牧业品牌引领。充分利用自然地理优势，大力发展鹰嘴豆
产业，10万亩鹰嘴豆种植面积为木垒赢得了“中国最大鹰嘴豆生产基
地”“中国鹰嘴豆之乡”美誉。如今，“木垒鹰嘴豆”入选全国第二批名优
特新农产品名录，“小豆子”成为各族农牧民增收致富的大产业。源自

“中国有机羊生产基地”的木垒羊肉，亦成为新疆人餐桌首选佳肴。
全域旅游提档升级。实施“+旅游”战略，融合“体育、交通、文化、

农业等领域发展壮大旅游产业。依托“最美伴山旅游公路”“全国最大
旅游公园”“全国唯一草原坎儿井”“地球最响鸣沙山”等资源，全力打
造风光电科普之旅、刘亮程文学馆研学之旅、北部沙漠探险越野之
旅、南部山区休闲自驾之旅、七彩万亩旱田养心之旅等旅游精品线
路。以“村党支部+旅游合作社+民宿客栈”的模式，打造英格堡乡月
亮地村为代表的民宿集群，大力发展农事体验、生态观光等乡村旅游
项目。“天山净土·养心木垒”旅游品牌助推木垒更拢人气、更聚商气、
更富烟火气。

发展成果惠及民生。全面实施“十大民生工程”，坚持财政70%以
上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大力开展教育优质均衡行动、医疗提质强基
行动、各类职业技能培训等，全力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工作，提
高社会保障水平，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不断
增进民生福祉。

坚持协同共治 提升民族事务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巩固法治基础。木垒县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坚持
依法治县、依法行政、依法执政，制定颁布实施《原始胡杨林保护管理
条例》《水资源保护条例》等8个制度规范，“小切口”解决大问题，以良
法促善治。

完善治理模式。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成立县乡村三级
公共法律服务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服务中心，全覆盖、标准
化完成77个县乡村三级网格中心建设，打造“百米法律服务圈”，群众
诉求实现“一站式接收、全链条解决”，矛盾纠纷调处率达99.5%，连续
五年荣获全国信访工作“三无”县称号。

提升治理能力。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列入村规民约，居民
公约和行业公约，推动全社会共同维护民族团结。采取“公安+城管”

“积分制+”“巷长制”“三会四事五圈”等工作法，为基层治理注入新
活力。

聚力稳边固边。实施兴边富民行动，完善边境基础设施，加强护边
员队伍建设，夯实党政军警民合力治边基础，发展抵边经济，维护民族
团结，让边境乡成为边民幸福之地。木垒县边境前方指挥中心荣获

“2022年度新疆边防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县公安局大黄水泉边境
派出所民警60年接续守边戍边，坚如磐石守护边境，受到各级党委和
政府表彰136次，获公安部表彰“基层建设标兵单位”6次，荣立集体三
等功10次。

团结奋斗谱新篇，携手建功新时代。木垒县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坚持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
有形之方、有感之举、有效之力凝聚起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强大合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典范地州的木垒新篇章。

山城新貌。 □丁玉礼摄

木垒县规划整齐的光伏区。 □韩栓柱摄

月亮地全貌。 □卞红山摄

南部山区旅游旺。 □本报记者 何 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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