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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昌吉州农村集体经济总收入6.47亿元

本报讯 记者刘茜2月10日从昌
吉州农村合作经济发展指导中心获
悉：2024年，昌吉州农村集体经济总收
入6.47亿元，其中经营收入5.53亿元；
70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现分红1.66
亿元，受益农民达10.9万人次。

1月23日12时，在昌吉市中山路
街道小渠子一村村委会，“哗哗哗……”
点钞机不停地响。当天是小渠子一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股东分红大会，全村165
户 401 名村民共分得 2024 年分红款
234万元。这是小渠子一村第8次分红，
从2016年首次分红，村里已累计分红
1700多万元。

这是昌吉州发展壮大村集体经
济，破题乡村全面振兴的缩影。“昌吉
州作为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整州
先行试点，探索建立一批强村富民创
新发展模式，全州 69.19 万名农民通
过产权制度改革当上了股民。先后打
造腰站子村、小渠子一村等一批乡村
振兴产业和资产过亿元的强村富民
明星村。”昌吉州农村合作经济发展
指导中心党支部书记杨海鹏介绍，昌
吉州围绕健全完善农村集体所有权
有效实现机制，发挥村集体经济组织

“统”的功能，进一步健全完善以小农
户为基础、新型农业经营为重点、社
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现代农业生产经
营体系，巩固推广“三种发展模式”。

——以农业社会化服务为抓手，
推广利益联结“联种共富”强村富民
模式。推广吉木萨尔县国家级农业社
会化服务创新试点县改革创新成果，
全面推行党建引领“1+N”的农业社会
化服务新模式，构建“统一规划、统一
农资、统一耕作、统一管理、统一购
销”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以承包权不

动、经营权连片的方式，将小农户自
种区集中到生产条件较好的区域，以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支持整合耕地、
农机、农资、农技、金融、保险等资源
要素，不断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
用率、劳动生产率，促进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发展壮大，促进农村“三变”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
民）改革取得更大成效。

——以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主导，
推广发展“土地适度流转规模经营”强
村富民模式。围绕发展“智慧农业”，推
行玛纳斯县乐土驿镇“村集体经济组
织+公司+基地+农户”等党建引领创
新发展模式，以农村集体机动地等经
营性资产为资本入股，实行集体土地

“六统一”管理，成立农业、物业、农贸、
文旅、物流“五大发展公司”，加快建立

“村集体经济组织+企业+基地+大户”
的土地经营集约化、“三资”盘活规范
化、项目实施标准化、物业服务精准
化、农旅发展产业化、抱团发展共赢化
的“六化”发展模式，实现产业组织从

“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利益分配
由“一方独享”到“多方共赢”。

——以党建为引领，推广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强村富民模式。积
极推广腰站子村“基层党组织引领+
合作社+村级资源盘活+产业融合”的
村企联办发展经营模式，通过不断深
化改革创新，加快构建以“土地资源+
产业链”为基础的现代农业服务全覆
盖大数据体系，完善建立“订单收购+
分红”“土地流转+劳务用工+利润返
还”“农民入股+保底收益+按股分红”
等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户和村集体经
济组织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中获
得更多可持续增值收益。

本报讯 记者许乐报道：社火闹
年，年复一年。2月12日，正月十五，一场
传承百年的文化盛宴在昌吉州拉开帷
幕，各县市共同开展社火展演，欢度元
宵佳节。

当日上午，昌吉市举办了“文润庭
州 福满元宵”2025年民间社火表演赛。
昌吉州党委副书记周海鹰，昌吉州党委
常委、昌吉市委书记李长江等与“全国
乡村工匠”、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
道德模范、民族团结模范代表，公安、消
防、企业等各行各业优秀代表以及州府
各族群众一同观看社火表演。

一大早，昌吉市原吉瑞祥影剧院门
前人头攒动，数万名当地群众和游客把
延安北路两侧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他们
呼朋引伴、携家带口寻找“最佳观赏位
置”。

11 时许，“咚咚锵，咚咚锵”，激昂
的锣鼓声如滚滚春雷，直冲云霄，社火
队伍从街巷转角浩浩荡荡而来，舞龙
耍狮、秧歌彩绸、旱船跑驴等表演让人
眼花缭乱，热闹喜庆的气氛迅速“点
燃”整个州府。来自昌吉市建国路街
道、北京南路街道、榆树沟镇、阿什里
乡、三工镇、二六工镇、硫磺沟镇、大西
渠镇的 8 支代表队、6000 余人先后进
行了展示，活动还特邀兵团豫剧团进
行了表演。

阿什里乡社火队是此次社火中唯
一一支来自牧区的队伍，他们将牧区生
活场景和民族歌舞融进社火表演，达尔
汗文艺队原创歌伴舞《母亲是中华》借
助阿肯弹唱的方式，表现出了定居牧民
同各族群众欢度元宵佳节、共叙民族团
结情谊的喜悦心情。

上至70多岁精神矍铄的老人，下到
三岁半牙牙学语的孩童，摇身一变都成
了社火队里的一员。今年的社火队伍
中，返乡学生占比超过机关干部和城乡
居民，一跃成为社火的主力军。

60 岁的昌吉市建国路街道居民李
凤琴自 1998 年起，陆续参加了 15 次元
宵节社火表演。她说：“1998 年，五六十
人的社火队伍在十里八乡都排得上号，
现在，五六百人的社火队伍已经不稀奇
啦。从秧歌到花伞，再到民族舞，我参与
的项目越来越多；从队伍里最年轻的跳
成队伍里最年长的一批人，越跳越开
心，我是打心底里为昌吉骄傲。”

造型精美的花车、八面威风的舞
狮、绚烂多姿的民族舞、各具特色的展
演队伍……演员们个个精神抖擞、神采
飞扬，踏着喜庆的鼓点、和着欢快的节
拍，或扭或跑，或跳或舞，精彩的表演惹
得围观的群众大声叫好，演出现场充满

了新春气息。社火闹出了喜气洋洋的日
子，锣鼓敲出了红红火火的新年，观众
尽情享受着热闹喜庆的节日氛围。

“社火表演太精彩了，这才是年的
感觉，年的味道。阿什里乡的‘挤奶舞’
和建国路街道的机器人跳舞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专属于昌吉人的社
火特色。”67岁的昌吉市民胡小凤说。

昌吉州的新疆社火由来已久，两百
多年间，在这片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荟
萃之地，各族群众以多样的表演内容丰
富着社火的样貌，元宵节社火展演现已
发展成为昌吉州参与性最广、喜爱度最
高、规模最大的群众文化活动。2021年，
新疆社火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而它的表演内
容中还包含着诸多的非遗项目——新疆
花儿、新疆曲子、塔合麦西热甫、黑走马、
萨吾尔登、熊舞等。

乙巳蛇年春节，是春节申遗成功后
的第一个春节。为此，今年昌吉州各县
市铆足了劲儿在元宵节社火展演上耍
出特色。自11时起，各县市的社火展演

陆续在商业街区或文化广场开展，全州
共有75支队伍、近两万人参演。

最能代表春节美好寓意的红色，浸
染着社火队伍，民族服饰、剪纸服饰、腰
鼓、彩绸、戏服、扇子、龙狮……从四面
八方汇集至县城主干道，尽情绽放着祝
福的色彩。

阜康市社火队伍中有西王母扮相
的演员，玛纳斯县社火演员身穿剪纸服
饰走秀，呼图壁县有“福禄寿喜财”情景
演绎、骆驼造型表演，木垒县展示特色
黑走马舞蹈，奇台县将塔塔尔族舞蹈与
秧歌碰撞，吉木萨尔县演员以历史人物
张骞、岑参、纪晓岚、瀚海军等扮相参
与，自制的草龙也来助阵……各县市纷
纷结合自身特色、展示出各族群众弘扬
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的精神风貌。

在各县市的社火队伍中，还出现了
广东的英歌舞、四川的川剧变脸、山西
的浑身板、甘肃的关公耍大刀等，让新
疆社火呈现出对非遗的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

近年来，随着昌吉州持续促进优质

文化资源向基层倾斜，“群众村晚”“我
们的节日”、广场舞大赛等活动的持续
举办，各县市（园区）的群众文化活动参
与者数量持续增加，为举办元宵节社火
巡演这样的大规模群众文化活动储备
了人才。来自各机关单位、社区、企业、
学校、乡村等地的635支基层文艺团队、
1000余名基层文化带头人成为传承民
间艺术的重要力量。

昌吉州融媒体中心联合各县市融
媒体中心在所属客户端、网站、视频号
等端口平台对昌吉州社火展演进行了
网络直播。此外，多家中央和自治区媒
体的新媒体平台、账号也直播了昌吉州
社火展演，直播画面还通过新疆广播电
视台国际频道传播到了海外。各县市的
社火展演吸引9 万余名居民、游客到场
观看，全网观看直播人数突破 2000 万
人次。

元宵节当日，各县市还举办了烟花
秀、花灯展、猜灯谜、冰上龙舟赛等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的文旅活动，各族群众
欢聚一堂，共同庆祝元宵佳节。

呼图壁县多家企业

火力全开忙生产 冲刺首季“开门红”
本报讯 通讯员刘玉洁报道：春

节期间，呼图壁县多家企业“不打
烊”，火力全开忙生产，争分夺秒赶订
单，冲刺首季“开门红”。

2月7日，在新疆恒有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企业新建的30
万吨异辛烷调和油项目一期生产线正
高速运转，工人们在各自岗位上有条
不紊地操作着生产设备，确保油品调
和精准无误。新疆恒有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沙小龙说：“公司平
均每天产出车用汽油约10车次，截至
目前，已完成约300车次7500吨的订
单。汽油主要销往‘乌昌石’及其周边
地区加油站，一月已完成营业额5100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500万元。”

新疆恒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一家从事能源化工新材料技术研发、
成果转化为一体的创新型高新技术企
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企业新建的30
万吨异辛烷调和油项目，总投资2000
万元，分两期建设。“今年10月二期项
目建成后，将扩大调和油市场销售网
络，实现产值22亿元。”沙小龙介绍。

春节期间，新疆峻宇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开启“加速模式”，两条生产线满
负荷生产，开足马力赶订单。企业技术
改造后，产品品质实现大幅提升。新疆

峻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兵
说：“目前我们两条生产线均处于满负
荷生产状态，订单已经排到今年四月
份，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两倍。”

新疆峻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一直专注锂电
池、钠电池用导电剂的研发与生产，
产品广泛应用于锂电池、化纤以及高
端橡胶制品等多个领域，主要供应宁
德时代、比亚迪、国轩高科等国内行
业巨头。陈兵说：“2025 年，我们计划
将原有的3万吨软质炭黑生产线升级
改造为非轮胎用橡胶密封件特种炭
黑生产线。改造完成后，可以丰富我
们的产品种类，提高市场占有率。”

呼图壁县提前谋划布局，及时深
入了解项目建设、企业生产过程中的
难点痛点，第一时间协调解决，全力
协助企业筑牢安全生产屏障，以“贴
心式服务”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呼
图壁县发改委党组成员、呼图壁县优
化营商环境服务中心主任戴瑞清说：

“我县稳步推进项目开复工，建立‘一
项一策’信息库，制定服务清单，全方
位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确保重点项目
5 月底前全面开工建设，力争实现一
季度‘开门红’，完成全年固定资产投
资62亿元、增速20%的目标任务。”

新春新气象好开局

狮舞龙腾闹元宵 民俗雅韵贺新春

昌吉州举办元宵节民间社火展演

2月12日，昌吉市“文润庭州 福满元宵”2025年元宵节民间社火表演现场。元宵节当天，昌吉州七县市纷纷举办社火展演活
动，共同欢庆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各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走上街头，载歌载舞闹元宵，热热闹闹耍社火，共享民俗文化盛宴，共
品浓浓幸福年味。 □本报记者 何 龙摄

典范地州·典范行动

昌吉州崛起“新三峡”
——1800万千瓦背后的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本报记者 刘茜

能源，工业的粮食，国民经济的命
脉，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主战场。2月10
日，一则消息如春雷滚动，昌吉州开局
即冲刺1800万千瓦新能源项目并网推
进会议召开，会议响亮提出，2025 年力
争全年新增并网新能源1800万千瓦，这
意味着什么？

在全国新能源产业版图中，昌吉州
是重要一极。州党委、政府将新能源产
业列入全州实施重点产业之一，2024年
光伏集群列入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穿
行昌吉大地，金色沙漠光伏方阵深蓝似
海，广袤戈壁风力发电机巍然林立，百
米长的叶片呼啸转动。

昌吉州襟连首府，势牵全疆，作为
经济大州和能源大州，其得天独厚的区
位，是优势，也是吸引力。眼下，大刀阔
斧发展新能源产业的昌吉州，从一块
煤、一座电站到迎风起舞，新能源产业
向绿向新，新型能源体系加快构建。

以风电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
已然成为昌吉州经济向上的新引擎，推

动“典范地州”建设实现更大跃升。

风里生“金”昌吉崛起“新三峡”

电，从风中来。风以每秒约7.6米的
速度驰骋木垒风电场，百米多高的“大
风车”转动不停。风机将机械能转化为
电能，瞬时，“绿电”经“疆电外送”大动
脉，源源不断地输送到 3000 多公里以
外的华东地区。

大风吹来新产业，昌吉州发展新能
源条件得天独厚，有全疆最好的风光资
源、最好的消纳能力、最好的接入条件、
最好的配套设施和最好的企业服务。

昌吉州规划新能源规模 371 吉瓦，
已 获 批 5204.8 万 千 瓦 ，已 建 成 并 网
1428.8 万千瓦。2025 年，全州实施新能
源项目 44 个，计划新增并网 1800 万千
瓦……“风”“光”无限的昌吉，2月10日
亮出 2025 年新能源发展最新蓝图。届
时，昌吉州新能源累计装机规模将突破
3200多万千瓦，相当于1.4个三峡水电
站的装机规模，昌吉崛起“新三峡”。

在木垒县老君庙北风电规划区，群
山间回荡着施工机械的轰鸣声。在春风
猎猎中，新疆其亚新能源有限公司的
300万千瓦风电光伏一体化项目施工现
场桩机林立，吊臂挥舞，一台台风力发
电机拔地而起。“踏勘选址、催盯供货、
基础浇筑、风机吊装、静态调试，各环节
有序衔接、齐头并进。”新疆其亚新能源
有限公司负责人付永建介绍，项目总投
资140亿元，由260万千瓦风电和40万
千瓦光伏发电组成，总装机容量300万
千瓦。安装 8000 千瓦和 10000 千瓦风
电机组，在风力正常状况下，7-8秒就可
以旋转一圈，扇叶每旋转一圈，其产生
电量可以达到12-13千瓦时，基本上可
以满足一个家庭一天的用电总量。

近年来，昌吉州大力推进“链主”式招
商，由政府搭建平台，以新能源上下游产
业链完善顶层设计，出台政策支持，“链主”
企业点对点对接，推动新能源体系建设从

“规划图”变为“作战图”“实景图”。逐“绿”
前行，向“新”进发。眼下，一批批新能源上

下游企业纷纷入驻，一个个质大量优的项
目加速落地，规模宏大的“风光氢储”一体
化新能源集群“网”正在昌吉州形成。

今年，昌吉州抢抓国家实施一揽子增
量政策重大机遇，计划实施固投项目800
个、力争投资突破千亿大关。建设内供外
送的电力网，建成投运五彩湾北、将军庙
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木垒北、昌吉北750
千伏输变电工程纳入国家规划。建设绿色
低碳高效的算力网，加快已落地6个智算
项目建设，积极打造昌吉市、木垒县2个算
电协同示范区，推动建成万卡智算集群。
大力发展新型电力系统产业集群，完成

“沙戈荒”新能源大基地建设，推动60万
千瓦独立储能项目开工建设。

乘“风”筑链 绘就“好风光”

春节假期，安徽黄山休宁县齐云小
镇很是热闹。横江之上，30 艘电动竹筏
首尾相连，宛如一条“金色长龙”，游客
纷纷打卡拍照。

（下转02版）

图为在新疆恒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正在进行巡检。
□刘玉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