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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盘点——典范地州·典范行动

醉美最近是昌吉
——昌吉州全力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典范地州系列报道之五

□本报记者 许乐

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内的2万余亩麦田陆续成熟，美
不胜收（7月11日摄）。 □本报记者 何 龙摄

去天池秘境放飞心情，去北庭故城
发思古之幽情，去体育场里观看激情赛
事，去国潮集市品味传统文化……

今年以来，昌吉州深度融合文旅资
源，大力实施文旅融合提质行动等“十大
典范行动”，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强
化优质文旅资源市场化开发运营，以核
心景区为牵引，加快重点文旅项目、特色
旅游景点建设，推动景点景区串珠成链，
提升打造精品旅游线路，丰富业态供给，
打造“入疆旅游第一站”。

以自然风光为底色、文化内涵持续
赋能、文旅融合产品出新，昌吉州文旅
产业“一路繁花”。今年1—11月，昌吉州
累计接待游客 4957.19 万人次，同比增
长13.39%；旅游收入346.17 亿元，同比
增长19.88%。

“12 月 7 日，我们将在阜康市接待
350 人的旅行团，带着他们去天山天池
景区、五江温泉城等地，阜康市多家热
门景区景点、酒店等推出联合优惠，这
对旅行社来说非常有吸引力。”12 月 3
日，新疆大美西域青年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总经理钱春龙说。在钱春龙看来，
昌吉州文旅市场持续火爆，除了新疆旅
游“热”的带动，也得益于昌吉州各项文
旅优惠政策的实施。

今年冰雪季，昌吉州围绕“冬游天
山别样暖”这一大主题，组织各县市（园
区）梳理文旅资源、精品线路、文旅活动
和优惠政策，策划推出21家3A级景区
免门票、12 家 4A 级及以上景区实行首
道门票半价，44家星级旅游饭店、78家
乡村民宿推出冰雪娱乐套票买赠等 81
项优惠措施。

“在昌吉州的统一组织下，我们与
多家热门景区景点前往福建、山西、四
川、上海等地推介文旅资源，游客转化
率显著提高，‘冬游天山别样暖’系列活
动连续举办多年，各项优惠措施调动了

企业的积极性，也激发了广大游客来昌
吉游玩的热情。”天山天池国际滑雪场
董事长曹加林说。

今年 7 月，昌吉州出台推进文旅融
合提质行动奖补办法，奖补内容包括

“引客入昌”、景区景点及旅游配套服务
建设和提升、旅游精品线路打造、文旅
产业宣传和智慧旅游建设等方面，其中
单项奖补最高可达300万元。通过“真金
白银”的奖励补贴，昌吉州不断激发文
旅市场内生动力。

政策利好，是昌吉州文旅市场繁荣
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昌吉州为利用好、
发挥好禀赋优势，打造产业集群，在全
疆率先颁布《昌吉回族自治州全域旅游
促进条例》地方性法规，制定了《关于进
一步推进昌吉州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昌吉州2024年文旅融合
提质行动方案》等行业规划，形成了以
规划为引领的产业发展体系。此外，昌
吉州鼓励各县市（园区）结合实际、因地
制宜实施“一县一策”，推动了文旅产业
提档升级。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旅融合是
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释放经济活
力的重要途径。在昌吉州文化体育广播
电视和旅游局党组书记王艳华看来，文
化是内核，旅游是形式，只有“内外兼
修”才能充分释放文旅融合新动能，进
一步提升旅游供给的文化“含金量”。

今年 1 月，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年俗
展为节点，昌吉州拉开了“天山南北贺
新春·欢欢喜喜过大年”系列活动的序
幕，推出观花灯、闹社火、逛大集等4类
10项近百场次文体活动。这是昌吉州积
极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

根据季节特色，昌吉州各县市纷纷
推出赏花季、风筝节、龙舟赛、采摘节、
冰雪节等体验感好、互动性强的活动，
给游客留下深刻印象；如期举办的吉木

萨尔县六月六庙会、阜康市瑶池蟠桃
会、呼图壁县新疆乡村艺术节暨曲子文
化节、木垒县赛马大会、天山马拉松赛
等已成为当地品牌活动。

9月5日，游客在吉木萨尔县迷人的
夜色里，通过《夜游北庭》系列演绎活动，
尽情感受北庭故城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
特魅力。《夜游北庭》以北庭故城遗址为
依托，通过全程历史主题讲解、多样化情
景演艺、沉浸式体验及音乐灯光秀等方
式，再现了北庭故城千年前的繁华景象。

“人山人海，场面太壮观了。”昌吉
市民曹洪兵的这句话，折射出2024舌尖
上的丝绸之路美食文化节暨昌吉州美
食文化旅游节的热度。该活动历时 2 个
月，开展职业技能大赛、文艺演出、体育
赛事、旅游推介等活动300余场次。

“硬控我78分钟，来新疆必看，现场
非常震撼！”网友张小梅近日在小红书
上分享了观看大型室内实景民族歌舞
秀《千回西域》的感受。5月1日，《千回西
域》正式复演，为昌吉州文旅再添新名
片。截至目前，该剧成功演出200余场，
接待观众超过23万人次。

今年以来，昌吉州举办各类文化、
旅游、体育活动已超过 4000 场次。“来
昌吉应该这样玩儿”“游独库，从百里丹
霞出发”等昌吉州文旅IP话题全网参与
度已突破6100万人次。

10 月 19 日，深圳游客穆婷婷在吉
木萨尔县品尝了土鸡炖芋芋后说：“为
吉木萨尔县餐饮店的‘小份菜’点赞！新
疆美食超好吃，但菜量过大一直困扰着
我，今天可以多点个菜了。”

昌吉州加大对“小份菜”“一人餐”
的推广力度，奇台县、吉木萨尔县、阜康
市等地的近百家餐饮企业推出“小份餐
食”，满足游客多样化就餐需求。

今年是自治区旅游服务质量提升
年，昌吉州结合自身实际开展物价、厕

所、甩团问题三大专项整治和餐饮、住
宿、交通、服务等七大提升行动，年内新
建停车场12个，通信基站15座，旅游厕
所17座，标识牌94块，增设外卡POS机
160台。此外，昌吉州文化旅游产业协会
成立了旅游景区、旅行社等4个分会，引
导涉旅企业、住宿和餐饮服务经营者承
诺价格标准、优惠措施、服务质量，提升
经营者诚信度和消费者满意度。

11月4日，新疆潘多拉动物王国开
工奠基仪式在昌吉市举行，这是昌吉州
2024年重点文旅项目之一。该项目建成
投运后，将成为昌吉州首家大型主题动
物园，带动南山伴行公路沿线文旅产业
发展，进一步丰富昌吉旅游业态。

今年以来，昌吉州共实施文旅项目
54个，总投资109.53亿元；积极推进昌
吉市、阜康市4个国际一流品牌酒店建设
项目；“100个微景点”招商项目落地39
个，总投资达5.47亿元；推出“品味美食
游昌吉”“听着花儿游昌吉”“寻着世遗游
昌吉”“踏着古道游昌吉”等10条旅游精
品线路和一批旅游产品，“西行长廊、东
品故城、北观大漠、南游山川”成为昌吉
州文旅产业独树一帜的鲜明特征。

江布拉克机场通航、《千回西域》歌
舞秀复演、庭州湾乐园正式运营、建国
饭店开业……今年以来，昌吉州以“宜
融则融、能融尽融，以文促旅、以旅彰
文”为指引，发挥山水优美、文化灿烂、
生态环境优越的组合优势，从游客“吃
住行游购娱”多样化需求出发，不断丰
富业态供给，实施景区内涵提升项目，
景区承载力和服务品质不断提升。

起步有劲，未来可期。昌吉州以文旅
深度融合发展为路径，抓顶层、强基础、
塑品牌、拓业态、优服务、促融合，不断将
文旅资源优势转化为“文旅声势”“文旅
强势”“文旅胜势”，持续擦亮“新疆是个
好地方 醉美最近是昌吉”文旅品牌。文
旅产业正逐步成为促进昌吉州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支柱产业，各族群众增收致
富的惠民产业和展示昌吉州团结稳定、
和谐幸福、生态良好的明星产业。

昌吉市庭州生态绿谷景色宜人（6月3日摄）。
□本报记者 何 龙摄

12月18日，昌吉州融媒体中心华
丽人才工作室揭牌。这间工作室于今
年4月成立，开设“主播说三农”栏目，
工作室负责人、主持人华丽成功打造
了个人 IP——头戴草帽、满脸喜气、
语言活泼，如同一位甜美村姑长期穿
梭于果树林、农田、牧区、农企加工车
间、农牧业产品展销会，短视频的浏
览量突破百万，浏览量、转发量逐步
提升，引发了一波“现象级”关注。华
丽个人还被评为昌吉三农推荐官、石
榴云客户端十大“村播”领跑人。这是
一次成功的媒体转型实践，更说明了
一个道理：新闻舆论工作的本质是群
众工作，做好新闻舆论工作，就是要
走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
众中去，和群众打成一片。

工作室成员深入田间地头、企业
生产一线，以现场播报的形式，与农
牧民、企业家面对面交流，与专家学
者面对面互动，将“三农”专业理论知
识转化为网言网语、炫酷的画面，取
得较好的传播效果。比如：昌吉市杂
交玉米怎样实现全程机械化制种？玛
纳斯县如何打造数字农业？昌吉州番
茄全产业链产值超 25 亿元背后的故

事等等，通过短视频呈现，让用户在
欢乐轻松的观看中收获到不一般的
体验，记住了昌吉州的名特优新产品
和昌吉这个地名。

工作室成员坚持用群众的语言，
阐释、传播农业知识与信息、解读农
业政策等，让用户产生亲切感，进而
对栏目产生喜爱而长期关注成为铁
粉。在昌吉举办的西瓜节、种交会、玉
米抽雄观摩会、麦收大比武等活动播
报中，多角度深层次进行现场播报，
真实展现各种场景，不仅做好氛围营
造，拉动受众情绪价值，还实现了良
好的传播效果。

工作室打造的节目，受到越来越
多用户特别是广大农业战线的干部职
工、群众的关注和称赞，每期节目都有
不少观众参与互动、留言，这个工作室
已经成为昌吉州“三农”领域前沿的

“观察哨”、收集社情民意的“好帮手”。
党的媒体就要关注基层、关心百姓生
活，持续提升宣传能效，让党的声音更
好传进千家万户，凝聚起热爱伟大祖
国、建设美丽家乡的强大动能，华丽人
才工作室做到了，为他们的努力拼搏
喝彩，为他们的传播成效点赞。

本报讯 通讯员朱含雪报道：近
年来，呼图壁县积极开展低效项目和

“僵尸”企业专项治理行动，因类施
策，变闲置资产为优质增量，用实际
行动助推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

12 月 10 日，新疆西域稻香食品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
工人们熟练地操作着真空和面机和
面，并将和好的面团送入自动压面
机，压制成细长条的面坯，由经验丰
富的拉面师傅手工拉制成拉条子，称
重后送入速冻库房进行快速冷冻，再
将冻好的拉条子进行独立包装、整齐
装箱，发往全国各地。

新疆西域稻香食品有限公司厂
长徐亚萍说：“目前，我们厂主要生产
冰鲜拉条子、皮带面、丁丁面等产品。
我们的冰鲜拉条子不仅给南北疆供
应，在成都、西安、上海、广州等地也
有代理商和经销商，还有来自哈萨克
斯坦的客户也经常订购我们的产品，
目前月销售额达到了60万元。”

据了解，该企业的厂房是呼图壁
县五工台镇轻纺工业园区小微创业
孵化园的闲置厂房，得益于政府租金
减免、资金扶持等优惠政策，今年 3
月，新疆西域稻香食品有限公司入驻
该园区，8月正式投产，可日产各类速
冻面食 4 吨。该企业不仅深耕线下销
售市场，还积极拓展电商销售渠道，
形成线上线下双渠道销售策略，日销
量可达4000单。“我们厂现有员工28
名，大部分是五工台镇的居民，明年
我们打算扩大生产规模，增加更多具
有新疆特色的产品，带动更多村民就
业。”徐亚萍说。

据了解，今年，呼图壁县以招商
引资“腾笼换鸟”的方式盘活4 家“僵
尸”企业，并加快对呼图壁县五工台
镇轻纺工业园区内小微创业孵化园
闲置厂房的处置进度，新招商引资 5
家企业入驻，新增租赁厂房 17 栋。目
前，小微创业孵化园里的48栋厂房已
投入使用27栋，使用率达56%。

本报讯 通讯员阿依曼报道：12
月11日，国网奇台县供电公司工作人
员进入小区开展供电设施隐患排查
工作，并采取“人巡+机巡”的方式对
35千伏铧屯线等重要线路进行巡查，
确保迎峰度冬期间居民安全用电。

当天，该公司工作人员来到奇台县
美居苑2号小区、阳光花园小区，重点排
查小区线路、变压器、电表箱等关键设
施。对存在问题的区域和环节进行整
治。工作人员还向居民发放安全用电宣
传手册，讲解安全用电知识，提高用户
的安全用电意识。

国网奇台县供电公司城区供电
所员工钮文博说：“在此次行动中，我
们排查了小区居民用电隐患情况，发

现一些用电户家里有开关和端子烧
坏的情况，原因是家中用电负荷较
大。为保障用电安全，我们为用户更
换了开关、紧固了端子和螺丝。”

同时，工作人员利用望远镜、无
人机等设备，重点对35千伏铧屯线进
行全面排查，通过无人机对杆塔绝缘
子、导线等进行精细化巡视，有效提
升巡视效率，确保全方位、无死角地
识别潜在的安全风险。

据了解，自今年第四季度开展
“奇电护安”行动以来，国网奇台县供
电公司已排查覆盖奇台县城区 22 个
居民小区的线路和供电设备，共计
21000余户，累计发现并登记整改用
电缺陷231条。

高质量发展看昌吉

呼图壁县：

“腾笼换鸟”盘活“僵尸”企业
“沉睡”资产变增收“活水”

落实安全责任 推动安全发展

国网奇台县供电公司

开展“奇电护安”行动保障用电安全

庭州时评

百姓乐看“主播说三农”
□杨雪楠

12月10日，新疆西域稻香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拉面师傅正在制作拉条子。
□朱含雪摄

政策利好 市场热潮纷涌

文化赋能 释放融合效应

提质增效 优化服务供给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12月22日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高峰从国家统计

局新疆调查总队获悉：经国家统计局核
定，2024 年新疆粮食总产量 2330.2 万
吨，比上年增加 211.1 万吨，增长 10%，
产量实现“七连增”并首次迈上2300万
吨新台阶。

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农业调
查处处长胡林说，2024 年，自治区党委
和政府高度重视粮食生产，抢抓国家新
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重大机
遇，围绕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供给基
地战略定位，锚定打造“西部粮仓”目
标，强化农业生产要素保障，深入挖掘
增产潜力，全年粮食再获丰收，产量再
创新高。

今年新疆粮食总产量中，夏粮产量
703.8 万吨，比上年增加 0.3 万吨；通过
调整种植结构，增加高产作物玉米播种
面积，带动秋粮产量增加至 1626.5 万
吨，比上年增加210.8万吨，增长14.9%。
分作物类别看，谷物产量2264万吨，比
上年增加191.1万吨，增长9.2%；豆类产
量23.8万吨，比上年增加0.8万吨，增长

3.6%；薯类产量 42.4 万吨，比上年增加
19.1万吨，增长82.3%。（注：统计数据因
四舍五入，分项数合计与全年数据略有
差异。）

新疆各地层层压实粮食生产责任，
高位推动调结构、增面积，明确“稳小
麦”“扩玉米”路径，通过强化耕地用途
监管，支持复垦撂荒地、间套复种等方
式，挖掘粮食面积潜力。

2024 年，新疆粮食播种面积 4440
万 亩 ，比 上 年 增 加 202.9 万 亩 ，增 长
4.8% 。其 中 谷 物 播 种 面 积 4226.7 万
亩 ，比 2023 年 增 加 167 万 亩 ，增 长
4.1%。

新疆主攻粮食单产提升，集成良
田良种良技，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着
力提升地力，推广合理密植、干播湿
出、免耕复播、水肥一体等技术，有效
推动新疆粮食均衡增产。2024 年，新
疆粮食单位面积产量 524.8 公斤/亩，
每亩产量比上年增加 24.7 公斤，增长
4.9%。其中谷物单位面积产量 535.7 公
斤/亩，比 2023 年增加 25 公斤/亩，增
长 4.9%。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12月22日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陈蔷薇从国网新疆
电力有限公司获悉：截至12月16日，新疆
今年消纳绿色电力达106.7亿千瓦时，是
去年全年消纳规模的4.1倍。这是新疆消
纳绿电规模首次突破百亿千瓦时。

截至 12 月 16 日，新疆通过绿电电
力市场消纳绿电20.8亿千瓦时，为去年
全年规模的4.85倍；通过绿证市场购买
绿证 859.4 万张，折合绿电 85.9 亿千瓦
时，为去年全年规模的4倍。

今年，自治区专题对可再生能源消
纳工作进行部署，明确新建硅基、铝基
等高载能项目，绿电消纳比例不低于
50%，其他项目不低于30%。将可再生能
源消纳责任压实到用户，印发节能降碳
绿色发展行动工作方案，因地制宜明确
重点用能单位新能源消费比例，推动重
点用能单位开展绿电绿证交易。

新疆拥有丰富的风、光资源，“风
光”产业快速扩容、装机量不断攀升。截
至11月底，新疆电网新能源装机容量达
8696 万千瓦。为服务新能源产业发展，
促进绿电消纳，新疆不断推进绿色电力

市场建设，营造绿色电力消费氛围，推
动绿电消纳规模取得新突破。

在绿色电力市场建设上，国网新疆
电力有限公司发挥市场资源优化配置
效用，建立高比例新能源入市机制，实
现“新能源参与全交易品种 24 小时曲
线”交易和按工作日连续开市，以更好
适应新能源出力波动特性。建立用户侧
绿电消费溯源机制，印发新疆可再生能
源电力消纳统计方法，支撑可再生能源
消纳指标进度定期监测和考核。推动独
立储能等灵活调节资源参与中长期市
场交易，提升系统消纳调峰能力。

在绿色电能消费上，国网新疆电力
有限公司营造全社会绿色电力消费氛
围，实现疆内18项重大赛事活动100%
绿电供应。打造西北区域规模化新能源
车用新能源电试点示范，促成新疆规模
最大“绿桩充绿电”城市公交投运，建成
绿电绿证服务站30个。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将立足新疆
绿色能源资源优势，持续推进和完善新
能源消纳市场机制，推动绿电绿证多场
景供应，促进新能源消纳水平不断提升。

新疆粮食产量实现“七连增”新疆年内消纳绿电规模首次突破百亿千瓦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