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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王梦君、哈拉哈提
报道：5 月 7 日，“文明新风 暖心木垒”
2025 年全民参与公益日暨全民阅读活
动在木垒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启动。
通过图书捐赠、实践站（点）授牌、“暖心
一碗面”等特色活动，木垒县精准对接
公益资源，全力打造独具特色的文明实
践品牌，让公益与书香浸润全城。

活动当日，现场暖意融融。木垒县
邮政分公司向当地学校捐赠价值6000
元的经典文学、科普读物及儿童绘本等
精品图书。这些承载知识与希望的书
籍，将充实木垒县各小学的“爱心书
屋”，为孩子们打开探索世界的崭新窗
口。“我们收到了很多新书，都是我喜欢
看的。回去之后，我要和小伙伴们一起
分享，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木垒县第
三小学学生王博睿兴奋地说。

活动现场举行授牌仪式，7 个自治
区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5 个自治州级
新时代文明实践点获正式授牌。这些实
践站（点）将围绕“暖心木垒一碗面”“社
区解忧铺”“乡村阅读”等公益项目，广
泛凝聚群众力量，积极传递文明风尚。

值得一提的是，活动同步开展“暖心
一碗面”特色行动。爱心人士以10元至
20元的价格购买牛肉面，并将爱心便利
贴张贴在爱心餐厅的墙面上。有需要的
人凭借便利贴，就能免费享用这份温暖。

“此次活动不仅是公益资源的精准
对接，更是文明实践的阵地升级。”木垒
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刘晓琴介绍，木
垒县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点），每
月开展特色公益活动，让“人人参与公
益、人人享受阅读”的新风尚扎根木垒，
持续提升居民精神文明素养。

5月7日，“文明新风 暖心木垒”2025年全民参与公益日暨全民阅读活动在木垒
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启动。图为启动仪式现场。 □哈拉哈提摄

本报讯 通讯员张倩报道：连日
来，木垒县照壁山乡双湾村的200余亩

彩色中草药观赏采摘试验示范基地里
一片繁忙，党员干部带头移栽雪菊、播

种百合、搭建树莓支架，同步推进黑加
仑、沙生蜡菊等中草药育苗工作。“我们
把150亩路边旱田改造成四季景观带，
春播豌豆苗、夏赏花海、秋收鲜果，让每
寸地都生出金疙瘩！”双湾村党支部书
记郭常明干劲十足地说。

目前，基地已完成 80%种植任务，
预计6 月初，雪菊金浪与百合玉立交织
的生态画卷将惊艳亮相，为发展“路边
经济+采摘体验”筑牢根基。地处通往马
圈湾草原景区必经之路的双湾村，曾因
150 亩路旁旱田杂草丛生，既影响村容
又制约增收。村“两委”一班人因地制
宜，将其打造成“四季有景、三季有果”
的景观农业基地——春日豌豆苗铺就
翠绿地毯，盛夏雪菊、百合花海翻涌，金
秋树莓、草莓挂满枝头，寒冬中草药枝
干亦成别致风景。

“过去种玉米亩均收益不足千元，
如今，彩色作物田成了‘流动广告牌’，
游客随手拍个抖音就能带火整个村！”
郭常明介绍，在去年试验阶段，基地便
吸引超过1万人次自驾游客，带动沿线9
户村民开办农家乐、销售特色农产品，

户均月增收超过3000元。
在视觉引流基础上，双湾村深度拓

展“沉浸式体验经济”，40亩草莓园、30
亩树莓田推出“入园畅吃+鲜果礼盒”套
餐，并计划将黑加仑、沙生蜡菊等加工
成养生茶、精油香皂等文创产品。“带孩
子实地看草莓、树莓和中药材种植过
程，比单纯逛景区有意义多了！”来自乌
鲁木齐的游客王女士开心地说。数据显
示，仅采摘项目就能带动12名村民“家
门口就业”，人均年增收有望达 1.1 万
元。

“这个示范基地是照壁山乡农旅融
合的突破口。”照壁山乡党委书记丁万
瑾表示，2025 年，乡里将以双湾村为样
板，持续深化“路边经济+彩色种植+采
摘经济”模式，推动周边村落发展特色
农文旅产业，让“路边经济”从“一时火”
迈向“持续热”，绘就“产业兴、村民富、
乡村美”的乡村振兴新图景。从闲置旱
田到“网红打卡地”，从传统农耕到“农
旅融合”，双湾村正以色彩为笔、产业为
墨，书写着乡村振兴的精彩答卷，让沉
睡的土地绽放出夺目的光彩。

双湾村党员干部平整路边旱田。 □李梓玥摄

本报讯 通讯员王梦君报道：5月9
日，木垒县英格堡乡菜籽沟村木垒书院
内气氛热烈，刘亮程工作室揭牌仪式在
此隆重举行。这一全新成立的综合性平
台，以“文学赋能乡村”为核心定位，标
志着文学创作与乡村振兴实践深度融
合迈出重要一步。

作为集创作实践、文化交流、成果
传播于一体的平台，刘亮程工作室将依
托木垒书院现有资源，通过举办读书
会、开展青少年文学培养等多元活动，
持续为地方文化发展注入动力。凤凰出
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社长葛庆文在
揭牌仪式上表示，工作室将为刘亮程作
品的影视化转化、研学项目开发提供坚
实支撑，推动刘亮程经典作品突破文字
载体，以更丰富的形态实现广泛传播，
切实让文学力量转化为乡村发展动能。

2014 年，刘亮程牵头创办木垒书

院，并积极推动打造菜籽沟艺术家村
落。多年来，这里吸引了贾平凹、卢野、
刘功等众多艺术家驻村创作，将原本宁
静的菜籽沟村逐步打造成集文学创作、
民宿体验、文化研学于一体的新疆文化
地标。在此期间，刘亮程潜心创作，完成
了《捎话》《本巴》等具有深远影响力的
作品，其中《本巴》更是荣获第十一届茅
盾文学奖，成为当代中国乡村文学的重
要代表。

“这次将工作室挂牌在木垒书院，
能够让出版方与作者的联系更为紧
密。”中国作协会员、中国作家协会散文
委员会副主任、新疆作家协会主席、木
垒书院院长刘亮程说，通过这个平台，
他希望能将作品更好地推广给读者，在
文学馆与工作室之间搭建起与读者沟
通的桥梁，进一步扩大文学作品的影响
力，同时也为乡村文化建设添砖加瓦。

连日来，木垒县各机关、企事业单位、乡镇的2000多名干部职工开展养护树木活
动，改善生态环境、筑牢生态底色。图为干部职工为树木涂白。 □刘 瑞摄

本报讯 通讯员王昆仑、李佳家报
道：近日，木垒县叶勒森沙漠公园开园，
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

站在 130 米高的沙山之巅，来自四
川的游客鲜慧敏难掩兴奋地说：“阳光
下这片金色海洋比画卷还要震撼！这里
体验项目丰富，一家人玩得特别尽兴。”
随着沙粒流动产生的响沙奇观，为游客
带来独特的听觉与视觉双重享受。

引擎轰鸣打破沙漠的寂静，沙漠越

野车体验区成为人气焦点。游客乘坐越
野车在连绵沙丘间飞驰，在陡峭坡道与
深谷间穿梭，让人身临其境感受“大漠
孤烟直”的雄浑壮美。

除了惊险刺激的越野项目，叶勒森
沙漠公园还打造了多元化游玩矩阵：趣
味十足的卡丁车赛道、复古浪漫的观光
火车、悠然惬意的骆驼骑行以及充满野
趣的星空露营等项目，全方位满足不同
游客的游玩需求。

本报讯 通讯员卢浩楠、徐靖怡报
道：五月的天山天池，金色阳光在湖面
跳跃，波光与远处皑皑雪山相映生辉，
湖畔野花争艳，勾勒出一幅灵动的高原
山水画卷。踏入景区，清晰醒目的指示
牌遍布各处，为游客规划出便捷游览路
线。“指示牌就像随身向导，跟着走就能
轻松找到景点，服务太贴心了！”来自安
徽的游客穆瑶对景区细节赞叹不已。

为提升游客体验，天山天池景区构
建起全方位服务体系。每日抽调近百名

“红马甲”志愿者，穿梭于景区各区域，
开展政策宣传、路线指引、车辆疏导及
文明倡导工作。“我们耐心解答游客疑
问，帮他们规划行程，就想让大家玩得
舒心，把天池的好口碑带向全国。”志愿
者杨红玉表示，热情细致的服务已成为
景区流动的风景线。

在文旅融合方面，景区持续推陈出
新。今年“五一”期间，天山天池2025年
开湖节、民俗风情园开园等活动轮番登
场，同步推出两条特色观光徒步线路，
并提供每日200套汉服免费租赁及汉服
主题表演，将自然风光与传统文化深度
融合。数据显示，5月1日至5日，景区累
计接待游客68893人次，实现旅游经济
收入 2067 万元，文旅活动的带动效应
显著。

从硬件设施到软性服务，从自然景
观到文化体验，天山天池景区正通过完
善游览标识、强化志愿力量、创新文旅
活动、联动周边乡村等多元举措，全力
打造安全、舒适、特色鲜明的旅游环境。
未来，景区将以更饱满的姿态，持续擦
亮西北旅游名片，让每一位游客在这里
收获难忘的旅行记忆。

鲁能阜康光热项目建设突破关键节点

冲刺10月并网发电 荒漠将变身“绿色电站”
本报讯 通讯员李佳俊报道：作为

绿发阜康鲁能100万千瓦多能互补项目
的重要组成部分，鲁能阜康光热项目建
设正酣。一线建设者争分夺秒抢抓工
期，为西北地区绿色能源产业发展注入
强劲动能。

近日，项目迎来重大里程碑——核
心工程吸热塔成功浇筑至 100.5 米高
度。“这是项目首次突破百米大关，为后
续设备安装调试赢得了宝贵时间。”鲁
能阜康多能互补项目经理谢建伟介绍，
目前项目已进入冲刺阶段，施工团队采
取钢筋绑扎、模板支护、混凝土浇筑三
班倒的24小时连续作业模式，确保工程
进度。

据了解，该光热项目建设容量达
100 兆瓦，采用塔式太阳能光热发电技
术，配置8小时熔岩储能系统，并配套建
设 110 千伏升压变电站。“我们将践行

‘工匠精神’，攻克技术和管理难题，全
力保障10月底并网发电。”中国电建集

团新疆阜康光热项目执行经理王兆飞
表示。

总投资约 60 亿元的阜康鲁能 100
万千瓦多能互补项目，是中国绿发首个
百万千瓦级荒漠治理项目，包含90万千
瓦光伏和10万千瓦光热项目。项目建成
后，年均上网电量可达16.75亿千瓦时，
相当于每年节约标准煤51万吨，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131万吨。

“我们倒排工期、挂图作战，计划 6
月19日完成吸热塔结构封顶，7月中旬
完成定日镜场安装。”项目负责人何少
林介绍，总面积约58万平方米的镜场投
用后，将与 90 万千瓦光伏项目形成互
补，实现24小时不间断供电，为阜康市
能源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
支撑。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为千家万
户输送更多清洁电力。”谢建伟表示，建
设团队将严守安全质量底线，全力推进
项目建设，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5月7日，阜康市三工河乡拜斯胡木中心村开展”菜苗发放暖民心”活动，助力发
展庭院经济。图为村干部为村民免费发放菜苗。 □杨叶子摄

本报讯 通讯员陈莉蓉报道：近日，
阜康市博物馆29件珍贵钱币启程“进京”，
将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开启为期一年的展
览。这些承载历史记忆的文物，将为公众
呈现古代经济文化交流的生动图景。

此次外借的29件钱币跨越多个历史
时期，形制、材质、铭文各异，是研究古代
经济、文化、贸易的重要实物资料。它们
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
籍展——新疆专展》中亮相，通过展现古
代货币的演变轨迹，揭示各民族在经济
往来中逐渐交融的历史进程，成为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注脚。
为确保文物安全，阜康市博物馆与

北京民族文化宫在运输、保管、展览等
环节制定了严密的保护方案。“我们对
每件文物都进行了专业包装，并安排专
人全程跟进，确保文物完好展出。”阜康
市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说。

此次文物外借展览，不仅搭建起公
众了解古代货币文化与民族交流史的
桥梁，也推动了馆际间的深度合作，促
进了文化资源的共享传播，让新疆历史
文化魅力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绽放光彩。

本报讯 通讯员刘媛报道：机器轰
鸣，产线飞转。连日来，阜康市外贸企业
开足马力抓生产、赶订单，为实现第二
季度目标任务按下“加速键”。

作为三聚氰胺出口主力军，新疆金
象赛瑞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四条生产线24
小时满负荷运转，全力保障订单交付。

“目前订单已排至年底，日产量稳定在
260吨以上。”公司生产装备部副部长梁
虎介绍，企业通过细化班组生产计划、优
化排产流程，确保订单交付“零延误”。

作为主营三聚氰胺、硝酸铵等化工

产品的外贸龙头，新疆金象赛瑞的出口
贸易量占新疆三聚氰胺出口总量的
20%，月均出货量达6000吨。今年以来，
企业已出口三聚氰胺760吨，市场版图
覆盖东南亚、欧美等地区。

2025年，企业锚定国际市场需求，加
速绿色转型与技术升级。投资2000万元
实施的硝酸四合一机组节能改造项目，
预计年减少标煤消耗7772吨、降低二氧
化碳排放20362吨；智能包装储存一体
化项目投用后，仓储物流实现全流程自
动化，产品优等品率提升至50%。

天山天池多维升级打造西北旅游新标杆

出游新地标！叶勒森沙漠公园开园

照壁山乡双湾村

200亩荒地变身农旅“聚宝盆”

木垒县全民参与公益日暨全民阅读活动启动

打造特色文明实践品牌 公益与书香浸润山城
刘亮程工作室在木垒书院揭牌

天山天池。 □卢浩楠摄

阜康市博物馆

29件古钱币“赴京”开启文化之旅

鲁能阜康光热项目镜场。 □李佳俊摄

外贸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