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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堡乡：古村落有了新“活法”
□本报通讯员 李发惠 胡晓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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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垒县2025年农牧民文艺汇演举行

提供工作岗位、解决农产品销售、改造闲置房屋

上户沟乡打造露营地“帐篷经济”富农家

城关镇黄鸭坑村

金杏压枝引客来 采摘经济促增收

木垒县英格堡乡以时光为笺，匠心
作笔，自2014年起，精心勾勒传统村落
保护蓝图，成效显著。

连片织锦 复现百年肌理

英格堡乡以中国传统村落月亮地
村为金线，串联起散落的古村遗珠，创
新运用“新材料复刻原风貌”的修缮技
艺，让拔廊房在保留古朴神韵的同时焕
发新生。地下，电力通信线路悄然隐入
泥土；地上，青石板路蜿蜒诉说岁月；檐
下，灯笼马灯摇曳着悠悠乡愁；老榆树
旁的月亮湖，装着属于每个人的夏天。

每一处细节都精准复刻百年村落
肌理，让历史与现代在此交融，形成“各
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独特保护格局，宛
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古韵长卷。

文脉生辉 解码乡愁记忆

在文化传承的赛道上，英格堡乡深
耕“文化+”融合发展沃土。舌尖争锋的
厨王争霸赛、祈福迎新的腊八、岁序更
迭的冬至等二十四节气活动轮番上演，
让农耕文明与节气文化焕发生机。

以“乡愁”为魂，构建创新运营模
式，将民宿客栈打造成农耕文化的沉浸

式体验空间。曾经濒临失传的手工酿
醋、土豆粉条等老手艺，如今变身精致
的“木垒伴手礼”；斑驳的旧砖瓦，也化
作承载文化记忆的文旅名片。文旅深度
融合不仅守住了古村落的文化根脉，更
将文化价值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强劲
动能。

基建筑基 铺就振兴通衢

英格堡乡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古
村落振兴的“强筋健骨”工程。推进“厕
所革命”、完善垃圾污水处理系统，让乡
村环境旧貌换新颜；发展有机农业、观
光农业，复兴传统手工艺，构建起“旅

游+”多元产业矩阵。
田间，五彩斑斓的种植带绘就生态

画卷；文化地标、露营基地周围，百合景
观带增添了浓厚的艺术气息，让游客在
感受文化魅力的同时，也能欣赏到自然
之美。四小作坊编织致富希望；农家庭
院，飘香的自酿陈醋酝酿幸福滋味；游
客手中，精美的特色伴手礼传递温暖情
谊。每一份产业成果都化作村民增收的
源头活水，为古村落注入持续发展的澎
湃动力，铺就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
富的乡村振兴通衢。

木垒县英格堡乡党委书记吕艳花
说：“古韵新章织就振兴长卷，这不仅是
愿景，更是我们奋斗的方向。英格堡乡
文脉流淌至今，老巷古宅镌刻着乡愁记
忆，民俗非遗传承着文化根脉。我们既
要守护好这份历史馈赠，更要以创新思
维激活沉睡资源。我们将以文旅融合为
笔、以民宿经济为墨，深挖传统村落、农
耕文化等特色资源，打造‘古韵+新潮’
沉浸式体验场景，推动民宿产业提质升
级，让老手艺焕发新生机、老建筑变身
打卡地。相信我们定能用古韵底色绘就
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让英格堡乡成为
人人向往的诗与远方。”

本报讯 通讯员王昆仑、得乐报
道：乡村振兴看产业，菜篮子里藏幸福。
近日，在木垒县东城镇四道沟村，一座
座有机蔬菜大棚里生机盎然，嫩绿的藤
蔓攀爬支架，饱满的果实压弯枝头。

进入有机蔬菜大棚，扑面而来的是
沁人心脾的草木清香。“草莓西红柿”如
同红宝石般缀满藤蔓，这种从山东引进
的特色品种，因形似草莓、果肉透亮而
得名，酸甜比例恰到好处，维生素C含量
是普通西红柿的2倍以上。

在四道沟村，有机蔬菜大棚组成
的“绿色方阵”非常壮观。负责人吴孟
强穿梭在芹菜垄间，裤脚沾满泥土。

“东城镇现在生态环境好，加上专业人
员推广绿色种植技术，并给予技术指
导，让我安心种出不打农药化肥的有
机蔬菜。我今年种了 25 个大棚，其中 6
个大棚蔬菜已出售，消费者认准了‘东
城有机菜’的牌子，订单越来越多，让
我们这些新农人在家门口实现了致富
梦。”吴孟强说。

从“靠天吃饭”到“智慧种菜”，东城
镇蔬菜大棚不仅提供了优质新鲜的蔬
菜，丰富了老百姓的“菜篮子”，更成为
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
了源源不断的活力，描绘出一幅产业兴
旺、农民富裕的美好画卷。

本报讯 通讯员曾宪涛报道：连
日来，木垒县全力推进城市燃气管道
改扩建工程建设，一条横跨城区与工
业园区的“能源动脉”正加速成形，为
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在燃气管道改扩建项目施工现
场，焊接作业区弧光闪烁，管道铺设
正在进行管沟回填，整个工地呈现出
一派繁忙有序的施工景象。项目现场
负责人张宗亮说：“该项目从4月初开
始施工，预计8月底完工，我们多点位

同时作业，努力提高项目实施效率，
保证施工质量，按期完工。”

木垒县住建局供热燃气办副主
任方光涛介绍，项目自木垒县胡杨路
接气点将天然气输送至工业园区各
企业，燃气管道长20公里。项目建成
后，将打通园区内企业天然气引入通
道，构建高效、安全的燃气输送网络，
促进园区基础设施配套不断完善，为
招商引资、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提供有
力保障。

本报讯 通讯员刘瑞、宋乐惠报
道：6月16日，木垒县2025年农牧民
文艺汇演暨“我们村的舞”群众舞蹈
大赛在木垒河广场拉开帷幕。此次比
赛由木垒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
游局主办，木垒县文化馆承办。

参赛队伍成员广泛，既有退休干
部，也有热爱舞蹈的农牧民。比赛现
场，各支舞蹈队依次登台亮相。舞台
上，演员们精神饱满、热情洋溢地表
演了《赶大车》《大红枣送亲人》等舞
蹈作品。从风情浓郁的民族舞蹈，到
活力四射的现代舞，每一支舞蹈都承
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彰显着独特魅
力。舞者们整齐划一的动作，生动展
现出新时代各族群众团结友爱、积极
向上的精神面貌。“我们今天带来的
舞蹈是陕北腰鼓，鼓点一响，浑身的

劲儿就上来了。我们想通过热闹的节
奏，把美好的生活和心里的欢喜跳出
来。”演员郭晓琴说。

据了解，本次舞蹈大赛是木垒县
2025年农牧民文艺汇演的开篇之作，
不仅为本地群众搭建了展示舞台，还
肩负着选拔优质节目的重任。后续，
主办方将从全县众多参赛队伍与作
品中，精心筛选出10个舞蹈节目，代
表木垒县参加昌吉州农牧民文艺汇
演县市专场演出。

木垒县文化馆馆长王绍莉说：“我
们将充分挖掘本地文艺资源潜力，策
划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活
动，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
化需求，搭建起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
的广阔平台，让民族团结之花在木垒
这片文化交融的沃土中绚丽绽放。”

本报讯 通讯员米思雅报道：近
日，阜康市上户沟乡松香河畔的露营地
成为周边游客休闲度假“新宠”。凭借独
特的自然风光与沉浸式乡村体验，不仅
培育出乡村旅游新增长点，更转化为促
进地方产业升级、实现农牧民长效增收
的绿色发展引擎。

松香河畔露营地占地面积2.3万平
方米，位于上户沟乡黄山中心村九龙谷
景区。这里森林环绕，河流潺潺，与广袤
草原、错落有致的农牧人家共同勾勒出
一幅诗意田园画卷。为打造特色露营体
验，当地依托自然资源，精心规划了帐
篷露营区、木屋夜宿区、户外烧烤区、亲
子活动区等功能区域，配套建设了生态
停车场、公共厨房等基础设施。同时，融
入民俗文化元素，定期举办歌舞表演、
传统手工艺展示等活动，让游客在亲近
自然的同时，深度感受当地民俗风情。

乡村旅游的火爆为农牧民拓宽了多
元增收渠道。露营地优先吸纳周边农牧
民就业，提供营地保洁、安保、向导等工

作岗位，帮助农牧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除了提供就业岗位，露营地还通过多种
方式带动农牧民增收。一方面，露营地与
当地农牧民合作，优先采购他们种植的
蔬菜、养殖的草膘牛羊肉，帮助农牧民解
决农产品销售难题，增加收入。另一方
面，带动周边农牧民将自家闲置房屋改
造成民宿，推出“住农家屋、吃农家饭、干
农家活”的乡村体验项目。农牧民自制的
羊毛毡工艺品、特色农产品也成为抢手
的旅游纪念品。据统计，露营地直接吸纳
当地劳动力 12 人，人均月收入达 5000
元。此外，还有60余名农牧民通过为露营
地提供食材、手工艺品等间接获得收入，
进一步拓宽增收渠道。

阜康市上户沟乡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持续完善露营地配套服务，延
伸产业链条，结合本地赛马文化、特色
种植养殖、采摘体验等多元产业，开发
更多精品旅游线路和体验项目，推动乡
村旅游提档升级，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
农牧民的“金山银山”。

本报讯 通讯员魏鹏慧报道：6
月16日，阜康市城关镇黄鸭坑村的杏
子迎来了丰收采摘季。采摘园里，黄
澄澄的杏子挂满枝头，散发着甜蜜的
果香。杏子采摘游，正成为黄鸭坑村
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游客穿梭在杏林中，欢声笑语不
断，尽情享受着采摘的乐趣。阜康市
民石义海说：“杏子品质和味道都很
好，每年我都会和朋友一起来采摘，
一边吃一边摘，体验特别棒。”

乌鲁木齐游客张小伟说：“这里
的杏子又大又甜，我准备多摘一些带
给家人尝尝。”

种植了 18 年杏子的任天兵采用

绿色天然、无公害的种植方式，种出
的杏子个大味甜，在市场上很受欢
迎。“我们家的杏子主要以‘金太阳’
和‘凯特’品种为主，果实个大、肉厚、
味甜，经济价值和营养价值都很高。”
任天兵介绍，今年他种植了150棵杏
树，预计能产出500公斤的杏子，每公
斤采摘价格为15元。

近年来，阜康市不断优化调整产
业结构，立足本地资源和优势，大力
培育草莓、桃、杏等特色林果种植规
模，创新采用“农业+休闲采摘”的模
式，将种植产业延伸为采摘体验游，
成功走出了一条助农增收的产业发
展新路子。

本报讯 通讯员张鹏报道：近日，
教育部公布了2024年度全国青少年校
园足球特色学校名单，认定并命名全国
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5889所，阜康
市晋阜小学入选。

6月17日，在晋阜小学绿茵操场，身
着运动服的足球小将们身姿矫健，在球
场上快速穿插跑位，时而精准传球，时
而带球突破。

阜康市晋阜小学深耕校园足球特
色发展，以足球为载体构建特色育人体
系。自2021年校足球队成立以来，学校
通过开发足球校本课程、每年定期举办
班级足球联赛、兄弟学校足球竞赛等多
元活动，将足球文化深度融入校园生
活，全方位的实践探索不仅生动诠释了

“足球从娃娃抓起”的教育理念，更构建
起独具特色的足球文化生态。阜康市晋
阜小学体育教师马宇说：“学校通过开设
足球课程、组建校队、举办班级联赛等方
式，让更多孩子接触足球、爱上足球。”

在推动校园足球发展的过程中，阜
康市每年组织体育教师参与国家级、

区、州、市级足球专项培训，重点提升教
学实践、战术设计等专业能力，为学生
打造更优质的足球课堂；构建“班级—
校级—市级”三级赛事矩阵，既举办班
级对抗赛、校际邀请赛，还举办“阜教体
杯”校园足球联赛，覆盖小学、初中、高
中各学段男女组别；通过举办校园足球
文化节，开展绘画、征文比赛，借助校园
广播、宣传栏、校报等阵地，让足球文化
真正融入校园生活。截至目前，阜康已
有9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4
所自治区足球传统特色学校和1所昌吉
州足球传统特色学校。

阜康市教育工作服务中心主任赵
雅心说：“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将足球深
度融入素质教育，构建‘普及+专业’培
养体系，聚焦‘教会、勤练、常赛’和当前
学校体育工作重点难点，统筹推进文化
学习与体育锻炼协调发展，进一步加强
和改进学校体育工作，吸引学生走出教
室、走向操场，让学生在对抗中精进球
技、磨砺意志、凝聚团队精神，为孩子们
搭建更好的足球成长平台。”

东城镇四道沟村有机蔬菜大棚的黄瓜喜获丰收。 □王昆仑摄

东城镇

棚里种菜 棚外致富

木垒县英格堡乡月亮地村。 □周 坤摄

木垒县加速打通“天然气入园”通道

6月16日，演员们在舞台上表演《农民真伟大》。 □刘 瑞摄

近日，游客在上户沟乡松香河畔露营地煮茶、闲聊。 □米思雅摄

阜康市新增一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足球从娃娃抓起

6月17日，晋阜小学的足球小将们在球场上训练。 □张 鹏摄

游客穿梭在杏林中，尽享采摘乐趣。 □魏鹏慧摄

本报讯 通讯员郭玉婷报道：近
日，阜康市委统战部组织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及民营企业家、民族团结进步
模范个人、基层统战干部等组成交流
团赴山西开展交往交流交融活动。

交流团成员走进山西博物院参
观交流。山西博物院基本陈列以“晋
魂”为主题，由文明摇篮、夏商踪迹、
晋国霸业、民族熔炉等 7 个历史文化
专题和土木华章、山川精英、翰墨丹
青等 5 个艺术专题构成。在讲解员的
带领下，大家在历史残垣与长河遗迹
中感受中华文化的灿烂。

随后，交流团前往彭真生平暨中
共太原支部旧址纪念馆，参观了“中
共太原支部历史陈列展”“彭真生平
业绩陈列展”“高君宇生平业绩陈列
展”等，大家一致表示，要传承红色基
因，在新时代弘扬团结奋斗精神，为
阜康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阜康市新联会常务理事李忠福
表示，今后将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
充分发挥行业优势、资源优势，积极
建言献策，在做好自身发展壮大的同
时，回馈人民、服务社会，在新时代努
力展现新阶层的新作为、新担当。

阜康市委统战部

组织交流活动晋阜同心话团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