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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昌吉客户端

CHANGJI RIBAO

木垒通用机场项目获批建设
总投资1.4亿元，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

中共昌吉回族自治州委员会主管主办
昌吉州融媒体中心出版

从“治病账单”到“健康账单”的转变

——昌吉州探路“三明经验”医改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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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昌吉市庭州生态绿谷水清岸绿，蓝天白云，美不胜收。近年来，昌吉州持续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从保护一脉青山、一泓清水、一片土地着手，把河道治理、环境保护与城市绿化有机结合起来，对区域面积9.1平方
公里的头屯河沿岸进行综合整治，建成国家AAAA级景区庭州生态绿谷，河道“脏乱差”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两岸
的自然生态极大改善，水清岸绿、景色宜人，成为市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何 龙摄

昌吉州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部署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政府投资项目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工作

庭州生态绿谷风光旖旎

本报讯 通讯员李钰、王永霞报
道：近日，木垒通用机场项目正式获
批建设，标志着木垒县交通建设迈向
新台阶。

据了解，木垒通用机场项目选址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新户镇三畦村以
东、G7 线以南区域，距离县城中心 7
公里，优越的地理位置便于与城市及
周边交通网络实现高效衔接。该机场
定位为 A1 级通用机场，飞行区等级
指标为2B，项目规划总投资1.4亿元，
计划用地 621.5 亩，预计建设周期为
两年。

在建设规划方面，机场将配备一
条长1400米、宽30米的跑道，2条垂
直联络道以及 6 个机坪。机场建成投
用后，将承担短途运输、应急救援、农
林作业以及低空旅游等多样化通用

航空业务。无论是为乘客提供快速便
捷的出行选择，还是助力农业开展大
面积的植保作业，或是带领游客从空
中领略木垒的壮美风光，这座机场都
将发挥重要作用。“木垒通用机场的
建设，是优化区域交通布局的重要举
措。”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交通运输局
党组书记闫海莲介绍道。未来，机场
将与周边高速公路、铁路等交通网络
有机融合，构建起立体化、多元化的
综合交通体系，极大丰富群众出行方
式与货物运输渠道，进一步提升区域
交通的便捷性与高效性。

目前，木垒通用机场项目已全面
进入设计阶段，后续建设工作将有条
不紊地推进。该县将全力做好各项保
障工作，确保这座现代化机场早日建
成通航。

本报讯 实习记者保娜报道：今
年5月20日是第26个世界计量日。当
天，昌吉州、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围绕“计量顺时代之需，应民生之盼”
主题，在昌吉市万市大吉集市举办
2025 年“5·20 世界计量日”系列活
动，通过提供咨询服务和计量服务、
开展专项计量检查等活动普及计量
知识，保障民生计量权益。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使用检定
合格的电子秤为市民的手机称重，
并在手机上粘贴精准重量标签。这
一“手机砝码”便民措施，可帮助消
费者快速判断商家的电子秤是否作
弊，提升市场交易透明度。工作人员
还对集市商户在用电子计价秤开展
集中检定，从源头杜绝“缺斤短两”
现象。此外，相关技术人员现场讲解

了水表、燃气表和电表的相关知识，
提升市民对民用“三表”计量工作的
认识度。

现场参与电子秤质检的商户李
旭说：“作为商户，我们要诚信经营，
接受相关部门和群众监督，共同维护
良好的市场环境。”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监
督科科长屈程说：“希望通过此次活
动，让广大群众了解到计量器具不仅
包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秤具，还涵盖
水表、电表、燃气表以及血压计等各
类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测量设备。同
时，进一步提升计量工作的社会认知
度、知晓度和参与度，增进社会各界
对计量工作的了解和支持，推动大众
进一步了解日常生活中的计量知识，
营造社会共治的公平计量环境。”

昌吉州开展

“5·20世界计量日”主题宣传活动

昌吉州2025年文艺创作扶持

项目签约仪式举行

本报讯 实习记者张佳煜报道：
5 月 21 日，昌吉州党委宣传部举行
2025年文艺创作扶持项目签约仪式。

据了解，自 2025 年 3 月启动昌
吉州文艺创作扶持项目征集以来，全
州文学艺术家和文艺爱好者高度关
注、踊跃参与，共收到165项申报。经
组 织 专 家 评 审 最 终 确 定《昌 吉 州
2025 年文艺创作扶持项目名单》，扶
持项目 27 项（其中重点项目 4 项，一
般项目 23 项），涵盖文学、影视、广
播、舞台艺术、美术、书法、摄影等多
个领域。

4 个重点项目包括诗词集《一诗
一画·诗词里的庭州》、报告文学《吴
玉辉》、“翰墨传薪·诗颂北庭”北庭雅
集第八回书法作品展和“典范地州建
设中的精彩瞬间”摄影展。

23 个一般项目则包括小说《天
山下》、散文集《云端上的村庄》、新
疆曲子《庭州农家新生活》等，既有
本土作家深耕地域文化，也有援疆
力量参与的跨界合作，如福建援疆
前方指挥部创作的《疆海同在》等
作品。

在项目签约环节，昌吉州党委宣
传部常务副部长王建忠与各扶持项
目负责人依次签订合作协议。通过政
策扶持与资源对接，进一步激发广大
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凝聚创作合
力，赋能文化传承与创新，推动昌吉
州文艺事业再上新台阶。

在签约仪式上，4 位文艺作品创
作代表进行了交流发言。签约项目

《换颜记》负责人肖君表示，此次签约
不仅是对个人创作的认可，更是对乡
村振兴背景下文化艺术价值的肯定。
小分子画家村十年的发展历程，正是
新时代新疆乡村文化振兴的生动缩
影。今后我们将继续以敬畏之心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用文学的力量记录
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深刻变革。

为提升扶持项目创作质量，昌
吉州党委宣传部专门组建了专业
权威、经验丰富、艺术造诣精湛的
多领域专家团队，对扶持项目一一
开展文本打磨、艺术呈现等全过程
跟 踪 辅 导 ，助 力 打 造 一 批 思 想 精
深 、艺 术 精 湛 、群 众 喜 爱 的 文 艺
精品。

在木垒县，一条蜿蜒的伴山旅游公
路如丝带般串起青山绿水，吸引着全国
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让人们在袅袅炊烟
里品味乡愁，于悠然时光里体验慢生活，
感受“人在画中游、画在景中走”的惬意。

初夏，走进木垒县东城镇沈家沟
村特色民宿旗曼古丽庄园内，负责人排
则莱提·艾合麦正忙着布置客房。“我们
把民族元素巧妙融进每一处角落，墙上
挂着手工挂毯，房顶嵌着艾德莱斯绸，
就连茶杯上都印有定制的特色花纹。”
排则莱提·艾合麦说，这座民宿是由自
家老宅改造而成，游客来到这里，不仅
住得舒服，还能跟着她学习制作传统美
食馓子，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今年四
月以来，民宿天天客满，最多一天接待
了30位游客。凭借着良好的经营，我们
的年收入超过10万元。”

在排则莱提·艾合麦的影响下，村
里越来越多的人开起了民宿。2024 年，
沈家沟村共接待游客 5000 多人次，村
民人均增收 1 万元。曾经偏僻的山间小
乡村如今发展得红红火火，处处呈现出

欣欣向荣的景象。
翻过一道山梁，木垒县英格堡乡月

亮地村闫老五客栈的青瓦土墙映入眼
帘。58岁的客栈负责人闫向斌正在自家
传统磨盘前教游客推石磨：“这石磨要
转六遍，磨出的面粉最细腻，以前全村
人都靠它磨麦子。”

这座有着百年历史的拔廊房，如今
成了游客体验农耕文化的“活教材”。

闫老五客栈完整地保留了传统布
局，院子里的菜园里种着十几种蔬菜，
绿意盎然，生机勃勃。游客来到这里，可
以学搓手工粉条，体验传统手工艺的魅
力；也可以去田里摘西红柿，感受田间
劳作的乐趣；到了晚上，大家围坐在院
子里，听闫向斌讲乡村民间故事，温馨
而惬意。

“去年‘十一’假期，我们的11间客房
全部住满，光卖自家产的鹰嘴豆、扁豆就
挣了3000多元。我们还为乌鲁木齐各大
高校来此写生的大学生提供向导、住宿
服务，一年下来，零零碎碎能挣18万元
呢。”闫向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在月亮地村，像闫向斌开的这样的
民宿共有28家。村里依托国家级传统村
落资源，把20多座拔廊房改造成民宿，推
出“惊蛰”烙鸡蛋饼、“秋分”办丰收宴、

“腊八”喝粥等二十四节气传统民俗活
动。2024 年，月亮地村全村旅游收入近
2500万元，曾经外出打工的年轻人纷纷
回来开民宿、办农家乐，光村口的小超市
一天就能卖出去200多瓶本地酸奶。

近年来，木垒县以“一村一品”为抓
手，将传统村落、传统文化与生态资源
深度融合，打造出146家特色民宿集群。

目前，木垒县已经形成了“白天游
景区、夜晚住民宿、全天品文化”的全域
旅游格局，走出了一条“民宿兴、乡村
活、农民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木垒县民宿蓬勃发展的背后，是全
县的全盘谋划和积极作为。2016 年，木
垒县投资 1.28 亿元修建了全长一百多
公里的伴山旅游公路，让柏油路直通各
个民宿村，极大改善了交通条件，为游
客出行提供了便利。同时，木垒县先后
出台了《木垒县民宿客栈评定管理暂行

办法》《木垒县民宿协会章程》等一系列
政策文件，从卫生服务到特色体验都制
定了明确的“硬指标”，规范了民宿的发
展。此外，木垒县各地还成立了旅游农
民专业合作社，实行统一接单，提高了
服务质量和效率。

“我们不仅要让游客住得舒服，更
要让他们记住木垒的味道。”木垒县文
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风景区建设
管理中心主任史超介绍说，木垒县正在
积极推进“民宿+非遗+农产品”的融合
发展模式，致力于让每家民宿都拥有自
己的特色，让游客在独特体验中品味乡
愁，记住木垒的非凡魅力。

如今的木垒乡村，白天游客在田间
地头体验农事，欣赏青山绿水，晚上在
民宿里听故事、尝农家美食。一家家特
色民宿不仅成了游客的“落脚点”，更成
了乡村振兴的“发力点”。

排则莱提·艾合麦感慨地说：“以前
我们羡慕城里人，现在城里人羡慕我们
住在风景里，靠着好政策，咱农村人也
能过上好日子。”

老宅新貌乡愁成景 民宿集群激活乡村游
——木垒县走出文旅富民新路径

□本报记者 刘辉 通讯员 王梦君

本报讯 记者孙学良报道：昌吉州
党委常委会5月22日召开会议，传达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精神，传达学习贯彻中央和自治区有关
会议和文件精神，听取并部署有关工作。

昌吉州党委书记曾艳阳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
发挥昌吉州资源富集和工业基础扎实
优势，全力推动特色优势产业链式集群
发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进
一步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加快重点文旅
项目建设，丰富业态供给，全力打造“入
疆旅游第一站”。要科学编制好“十五
五”规划，坚持开门编规划、自己编规

划，立足昌吉州在全国全疆发展大局中
的战略定位，认真梳理分析各行业领域
优势短板，谋深谋实具有引领性和支撑
性的重大项目、重点工作，为“典范地
州”建设提供坚实支撑。要高度重视残
疾人工作，依法保障和维护残疾人合法
权益，扩大康复服务供给，加强对残疾
儿童关爱帮扶，积极营造全社会理解、
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良好氛围。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扎实做好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全
力支持配合自治区第二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工作，坚持边督边改、强化服务
保障、精准协调对接，加强督察整改、成

果运用和能力建设，不断提升生态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全州办公
室系统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践
行“五个坚持”，加强工作统筹协调，当
好参谋助手，全面提升“三服务”工作水
平，做实做细督帮一体工作机制，推动
区、州党委各项部署要求落地见效。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政府投资
项目管理，加强项目管理组织领导，牢
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把做好项目谋
划储备与“十五五”规划编制统筹衔接，
强化项目前期研究，确保项目科学合
理；严格项目投资监管，进一步强化制
度保障，实施政府投资项目全过程管
理，严格规范项目论证，算好投入产出

细账，坚决杜绝“形象工程”“面子工
程”，确保项目管理到位、监督到位，助
推昌吉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保障
粮食安全的重要抓手。要贯彻落实好中
央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增强工作主
动性，坚持系统观念，扎实开展全州耕
地情况摸底调查，统筹高标准农田建设
和配套水利设施建设，优化高标准农田
建设空间布局和时序安排，严把项目质
量，确保旱涝保收、高产稳产。要加强高
标准农田质量监督，严格全过程监管，
严把验收关，扎实推进问题整改，做到
建成一亩、管好一亩、见效一亩。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