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美民富产业兴，美丽乡村入画
来。近年来，吉木萨尔县泉子街镇始终
坚持党建引领，以“底色”“特色”“成色”

“亮色”“四色”融合扮靓乡村，奋力描绘
乡村美、群众富、产业兴、民风淳的乡村
振兴新画卷。

擦亮生态“底色”，答好“绿色卷”。
泉子街镇结合美丽乡村建设，以房前屋
后、乡村主干道周边区域环境整治为重
点，通过召开动员部署会，实行定区域、
定人员、定职责的管理机制，制作张贴
卫生责任区标示牌，把责任分解到“最
后一米”。以“干部带头、党员示范、群众
参与”的工作模式，开展美丽庭院评选、
积分兑换等活动，人居环境实现从“一
时美”到“持久美”，从“外在美”到“内在
美”的美丽转变。今年以来，全镇环境整
治参与人员达 2400 余人次，出动车辆
机械 75 台次，清理残垣断壁 5 处，拆除
私搭乱建15处，清运垃圾486.1立方米，
清理林带28公里，清理渠道22公里。同
时集中对道路林、退化林修复累计 1 万

余株。开展道路硬化、高标准农田建设
等惠民工程，稳步推进美丽乡村提档升
级。

托举产业“特色”，答出“民生卷”。
泉子街镇以“党建+特色产业”激发乡村
振兴内生动力。充分发挥党组织引领和
党员干部“头雁”效应，将致富能手和种
植大户纳入到队伍中，采取“党支部+合
作社+农户”模式，逐步构建以大蒜、马
铃薯、中药材、黑加仑、草莓为主的产业
发展新格局。同时，通过建造中草药烘
干厂、红花榨油厂等系列产业“链条”促
进产业转化升级，形成“党建链”串起

“产业链”的发展格局，全面激发乡村振
兴内生动力，开拓村级增收、群众致富
的乡村振兴新路径。积极培育农畜产品
加工、特色手工作坊、精品民宿、民族餐
饮和民俗演艺等产业，成立文化旅游合
作社，依托各类优质农产品，做好“旅游
伴手礼”，积极培育旅游商品，发动各族
群众制作手工艺品，同时通过“乡贤工
作室”，进一步发掘海棠果干、果酱、黑

小麦等农特产品，并结合“后备箱经济”
和“路边经济”丰富种类，精细化包装，
让游客将产品带回家，让农牧民腰包鼓
起来。

擦亮精神“成色”，做好“必答卷”。
泉子街镇挖掘车师古道、耿恭保卫金满
城等历史资源和故事，深挖“戍边文
化”，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和文化润
疆为主线，主动对接新疆大学、昌吉州
北庭学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历史研究专
家，进行挖掘保护，形成“小西沟遗址”
研 究 成 果 。依 托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所

（站），发展新时代“北庭枫桥”服务品
牌，不断创新和完善“微网格”治理体
系，抓好文明风尚模范选树，评选“文明
家庭”“好媳妇”“好婆婆”活动。广泛开
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我们的
节日”乡村民俗文化、文艺会演，通过歌
曲、戏曲、舞蹈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弘扬主旋律。组建移风易俗志愿服务队
5 支，编排快板、三句半、小品等移风易
俗主题文艺节目，通过寓教于乐、化教

于心的方式宣传婚俗新风，推动乡风文
明焕发新气象。今年以来，全镇开展理
论宣讲活动50余次，参与人数2000余
人次；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45次，参与
人数1800余人次，开展文体活动21次，
参与人数共计5000余人次。

厚植为民“亮色”，答好“服务卷”。
泉子街镇、村两级志愿者和“网格帮带
员”争做服务群众的“业务员”，畅通社
会救助“服务热线”，关心关爱辖区孤寡
老人、留守儿童、生活困难群众，不断提
升社会救助、扶残助残服务能力，打通
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目前，全镇农
村低保 102 户 177 人，持续关注困难群
众生活，为47户困难群众每户发放一次
性生活补贴1000元，为121户困难群众
发放冬炭费 8.6 万元，实物慰问困难群
众22户，涉及金额4400元，为325名高
龄老人每月共发放17800元高龄津贴，
为分散特困供养人员 19 人发放特困供
养费每月共15200元，全力保障困难群
众基本生活。

本报讯 通讯员李夏、何芙蓉报
道：近日，吉木萨尔县泉子街镇计划
生育协会开展家庭健康指导员培训，
全面提升全镇家庭健康指导员的专
业能力和水平。

本次培训内容主要围绕家庭健
康知识、妇女健康知识、常见疾病预
防与护理、生殖健康及避孕、安全防

护等知识进行讲解。
培训中，泉子街镇计划生育协会

明确了各行政村家庭健康指导员的
职责任务，对不同人群开展分类指导
和宣传。牧业村妇联主席、家庭健康
指导员哈尼帕说：“在今后的工作中，
要进一步发挥好‘讲解员’‘宣传员’

‘服务员’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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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子街镇：绘就乡村振兴“四色”新画卷
□本报通讯员 李夏 任东升

本报讯 通讯员苟彩霞报道：10
月31日至11月1日，昌吉州村党组织
书记“智囊团·县市行”活动走进玛纳
斯县。

“智囊团”成员先后观摩了玛纳
斯县包家店镇包家店村汇丰物流园、
县智慧农业装备产业园和广东地乡
小海子村，六名“智囊团”成员分别从
党建引领推动村级产业发展、壮大村
集体经济等方面分享了经验。

广东地乡小海子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朱涛说：“通过与‘智囊
团’村党组织书记举行经验交流，开
拓了我的视野，理清了思路。我们小
海子村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文
化振兴，打响我们小海子村‘红色文
旅、渔乡美食、绿水人居、富硒经济’
四大品牌优势，不断壮大村集体经
济，带领更多的村民增收致富。”

“智囊团”成员还分组前往广东
地乡广丰村、兰州湾镇王家庄村、塔
西河乡大草滩村、广东地乡东兵户

村、玛纳斯镇上三工村、凉州户镇吕
家庄村、旱卡子滩乡闽玛生态村、广
东地乡袁家庄村等地进行实地调研，
考察各村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针对
各村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
深入交流讨论。

昌吉市三工镇二工村党委书记
姜有财说：“我把二工村这几年在乡
村振兴、壮大村集体经济等方面的经
验和各村党组织书记进行了分享，同
时，也学习了玛纳斯县各村党组织书
记在村集体经济发展方面的好经验、
好做法，我觉得今后各村还是要依托
自己的资源去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带领村民增收致富。”

据了解，开展此次活动，旨在充
分发挥村党组织书记“领头雁”作用，
推广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党建引领基
层治理先进经验，提升村党组织书记
抓班子带队伍、发展集体经济、服务
基层群众的能力，推动乡村振兴落地
生根。

本报讯 通讯员邢振江、朱文斌、
苟彩霞报道：近日，玛纳斯县旱卡子滩
乡天然气管网设施建设项目全面投入
使用，全乡1300余户农牧民全部用上干
净、高效的天然气。

旱卡子滩乡石灰窑子村村民达吾
提·哈德列拜克家，现在取暖、做饭都用
天然气，生活成本降低了不少。达吾提·
哈德列拜克说：“我们家以前用的是电
磁炉，现在用的天然气，我还安装了壁
挂炉，供暖也用天然气，费用大大降低
了，特别方便。”

天然气集中供热项目是今年旱卡
子滩乡天然气管网设施建设项目的重
要内容，项目于今年 9 月开工建设，10
月22日投入运行，供热面积达1.5万平
方米。玛纳斯县旱卡子滩乡副乡长邵栓
说：“旱卡子滩乡政府、居民小区、财政
所、学校、卫生院、广场商铺及闽玛生态

村文化室全部实现了集中供热，新建
200 平方米锅炉房一座、安装模块燃气
锅炉6 套及配套附属设施，单台锅炉热
利用率可达 100%。预计一个取暖季可
节约成本20万元。”

今年，玛纳斯县重点实施了清洁能源
建设项目和城镇及乡村天然气管网设施
建设项目，总投资约1.4亿元，重点对农村
天然气管网设施、供电线路及配套基础设
施进行新建改造，按照“宜气则气、宜电则
电、多能互补”的原则，用清洁能源替代传
统能源，进一步提升各族群众的幸福感。
目前，全县完成清洁能源替代的村达到80
个，占比99%，基本实现全覆盖，19917户
村民从中受益。玛纳斯县住建局供热燃气
股副主任吾尔阿孜别克·胡拉力拜说：“预
计每个采暖季可减少用煤量约14.6万吨，
有力促进了减污降碳，空气环境质量已得
到明显改善。”

本报讯 通讯员丁慧琴报道：近
日，“商业模式·助企跃升”主题创业
沙龙在玛纳斯县创业培育暨人才服
务中心举办。

活动中，国家级创业导师主马什围
绕《商业模式画布与创业企业成功案
例》的主题，为中小企业负责人、青年创
业者和对创业感兴趣的社会各界人士，
重点剖析成功创业的多个维度、关键因
素与实战经验。活动现场还设立问答互

动环节，现场参与者就创业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向导师提问，导师逐一解答并为
创业者提供了指导和建议。

此次活动由玛纳斯县人社局、玛
纳斯县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主办，共吸
引 50 多名优秀企业家代表和各界创
业者参与。一席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
吕大伟说：“此次活动让我学习到了
如何高效地管理公司，为我们企业今
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本报讯 通讯员谷雅萍报道：10
月30日，“巾帼共筑兵地情，携手共进
促发展”兵地女企业家交流共建活动
在玛纳斯县举行。

活动中，女企业家们参观了玛纳
斯县金贝尔食品有限公司和新疆方
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感受科技创新
为企业带来的活力与机遇。随后，大
家到玛纳斯县天山北麓葡萄酒博览

园、中华碧玉园、玛纳斯国家湿地公
园等地，了解当地葡萄酒、碧玉产业
发展情况，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
成效。通过交流，进一步加强两地妇
联的协作与交流，共同推动妇女事业
和妇联工作高质量发展。此次活动由
玛纳斯县妇联、玛纳斯县女企业家协
会共同举办，60余名女企业家参加活
动。

本报讯 通讯员谷雅萍报道：今
年，玛纳斯县积极推广应用机器人修剪
藤蔓技术，酿酒葡萄生产全程机械化迎
来新突破。

10 月 29 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机械
化作业演示在玛纳斯县园艺场酿酒葡
萄种植基地进行，技术员操作电拖拉机
机器人进行冬季枝条预修剪，吸引了葡

萄种植户的目光。青岛沃途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工程师董阳说：“我们近期将对
试验地块进行扫描，从而实现机器人的
自主作业，预计在明年开春后逐步实现
10多项环节大规模全程机械化作业，帮
助农户减少种植成本、提升作业效率，
助农增收。”

机器人修剪藤蔓技术的应用，可有

效降低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修剪效率，
降低种植成本，生产的标准化和规范化
水平将再上一个新台阶。玛纳斯县天园
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经理王永辉说：

“冬剪的时候，时间比较紧张，需要的人
工也比较多，往年人工剪一亩地需要开
支200元左右，现在应用机械进行预剪，
可以节省一半的人工成本。”

玛纳斯县林业和草原技术推广中
心党支部书记谢发兵说：“沃途智能电
拖拉机机器人还可以携带清土、打药、
除草、摘叶、修剪、埋土等其他设备，可
以实现酿酒葡萄全程机械化，从而降
低人工成本，提高亩均效益，推动葡萄
酒产业高质量发展，未来可以在全县
推广。”

近日，吉木萨尔县第二幼儿园联合吉木萨尔县消防救援大
队开展了以“消防小卫士、探秘消防局”为主题的参观学习活
动。图为消防员给孩子们介绍消防车辆、演练消防器材。

□乌云其美克摄

萌娃走进“红门” 探秘消防攻略

11月7日，吉木萨尔县老台乡举办献血活动，此次活动得到了居民的积极响
应和大力支持，当天有100余名乡干部和居民前来献血。 □哈力达摄

北庭镇：政协工作站 协调装路灯

本报讯 通讯员杨天文、钟丽萍
报道：近日，走进吉木萨尔县北庭镇
西上湖村路口至北庭西大桥路口路
段，只见一盏盏即将安装的路灯堆放
在道路两旁。20余名施工人员正忙着
挖管路、预埋管线、检查电路、架设路
灯等工序，现场一片忙碌景象。

北庭镇西上湖村路口至北庭西
大桥路口路段属于北庭镇内重要路
段之一，此段路长约为1公里，前期一
直未安装路灯。此路段有弯道、桥梁
及多个岔路汇入口，人车流量大，交
通通行条件复杂，尤其是夜晚，视线
受阻，存在一定的交通安全隐患。

吉木萨尔县政协委员、北庭镇政
协工作站联络员张芸菲在征集群众意
见时，有不少群众反映了这一情况，建

议在这段路安装路灯，以减少交通事
故的发生。于是，北庭镇政协工作站将
为北庭西大桥至西上湖路口安装路灯
的意见建议纳入民主协商议题进行研
究讨论。经过充分协商，由北庭镇政府
与县住建局对接，尽快解决这一问题。
最终，在县住建局的大力支持下，通过
实地调研与科学规划，决定利用项目
资金为这段路安装路灯。

今年以来，北庭镇政协工作站始
终秉持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的宗
旨，积极发挥作用，深入征集群众意
见，切实通过民主协商推动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的解决。截至目前，北庭镇
政协工作站已民主协商涉及民生改
善、基础设施建设等议题7个，成功协
调办理事项7个。

泉子街镇：健康指导员 培训上水平

农村清洁能源替代基本实现全覆盖

在玛纳斯县旱卡子滩乡闽玛生态村，村干部向村民讲解天然气安全使用知识。
□朱文斌摄

机器人修剪藤蔓
酿酒葡萄生产全程机械化迎来新突破

本报讯 通讯员胡伟杰报道：眼
下，正是牲畜越冬度春饲草储备的黄
金期，玛纳斯县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饲
草储备工作，为牲畜越冬度春提供坚
实的保障。

10 月 28 日，走进凉州户镇吕家庄
村养殖户罗旭东的养殖区，圈舍外饲草
料高高堆起，棚下各类精饲料堆积如

山。他提前储备了600吨各类搭配丰富、
更具营养的牲畜越冬“口粮”。

凉州户镇有养殖户 295 户，存栏牛
2173头、羊11293只、骆驼180头，目前
已储备各类饲草 1.2 万吨，基本满足全
镇今冬明春的养殖需求。凉州户镇党委
委员、副镇长高程程说：“我镇将加强资
源整合，指导养殖户做好养殖饲草储

备，为畜牧业稳定发展和牲畜越冬度春
提供坚实的保障。”

这两天，包家店镇皇宫村生物饲料
加工厂也加紧进行饲草料微贮加工，通
过压缩和打包最终形成裹包饲料包。包
家店镇皇宫村生物饲料加工厂负责人
李文初说：“今年，我们计划储备棉花秸
秆6000吨、酱渣1000吨、菌种400吨、

辅料600吨，通过二次粉碎后进行搅拌，
然 后 裹 包 发 酵 。预 计 今 年 生 产 量 为
10000吨，可基本满足包家店镇及周边
乡镇的饲草料供应。”

今年，玛纳斯县计划收储各类优质
饲草 40 万吨，目前已收储 34 万吨，月
底前可完成饲草料储备，确保今冬明春
牲畜饲草料充足。

饲草料储备充足
牲畜越冬度春“口粮”无忧

昌吉州村党组织书记“智囊团·县市行”活动

走进玛纳斯县

举办“商业模式·助企跃升”主题创业沙龙

举办兵地女企业家交流共建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