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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 记者杨海军报道：12 月 28
日，自治州党委民族工作会议召开。自治
州党委书记，兵团第六师党委第一书记、
第一政委王国和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
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完整准确贯彻
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
和长治久安总目标，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昌吉州民族工
作高质量发展。

自治州党委副书记、州长金之镇主持
会议。

王国和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全面回顾了党的民族工作百年光辉历程
和历史成就，科学分析了民族工作面临
的新形势新任务，系统阐释了我们党关
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科
学回答了新时代民族工作“怎么看”“怎
么办”等重大问题，具有很强的政治性、
思想性、理论性、指导性、针对性和实践
性，为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指明了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民
族工作会议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关于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新疆
工作的决策部署，全面总结新疆民族团
结进步事业取得的显著成效，系统部署
了新时代新疆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重点
任务，是推动新时代新疆民族工作高质
量发展的任务书、施工图。要切实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
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
统一到自治区党委安排部署上来，深刻
领会精神实质、把握核心要义，切实增强
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责任感、使命感，不
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王国和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
作的重要思想引领下，在自治区党委的
坚强领导下，自治州党委团结带领全州
各族干部群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
面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推动
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昌吉州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主要经
济指标稳居全疆前列，各族群众同呼
吸、共命运、心连心，交往交流交融更加
密切，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满
怀豪情地与全国全疆一道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再次成功创建为“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州”，展现出“中华民族一家
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生动局面。

王国和强调，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
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和第三次
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完整准确全
面把握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
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完整准确
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
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坚持依法治
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
期建疆，深入贯彻自治区党委民族工作
会议精神，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
问题的正确道路，推进新时代昌吉州民
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建设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疆作出昌吉贡献。深
入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阐释和宣传教育，健全完善教育常态化
机制，深化“多元一体”国情、区情、州情
教育，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
干部教育、党员教育、国民教育、社会教
育，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引
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
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
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高度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深入推进文化润疆工程，
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加强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保护和
互鉴交融，大力传播现代理念和行为方
式，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权，稳步推进新疆伊斯兰教中国化。深
化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
融，长期坚持、持续深化“民族团结一家
亲”和民族团结联谊活动，持续深化“三
进两联一交友”活动，持续深化疆内外
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相
互学习、相互借鉴、守望相助、手足相
亲。加快构建各民族互嵌式的社会结
构和社区环境，完善政策激励引导，积
极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创、
共事共乐和迁徙流动的社会条件，打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全
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促进各民族语言相通、心灵相
通。巩固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州”成果，认真落实自治区民族团结进
步模范区创建条例，不断深化内涵、丰
富形式、提升水平，构建社会广泛参与
的“大创建”工作格局，更好地促进各民
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大
力加强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建设，弘扬法治精神，坚持依法
治疆，更好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
防范风险、打击犯罪、处理问题、化解矛
盾，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促进
各民族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推动实现
共同富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力推进有劳动
能力的人全就业，着力补齐民生领域短
板，切实把发展成果落实到改善民生、
惠及当地、增进团结上。

王国和强调，要全面加强党对民族工
作的领导，为推动昌吉州民族工作高质量
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提高政治站位，
牢记“国之大者”，坚决把责任扛起来，把
党的领导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观大势、
谋全局、抓大事，建强干部队伍，不断提高
各级干部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能力和
水平，加强基层组织和政权建设，加大宣
传教育，全力推动民族工作实现高质量发
展。

自治州领导马国强、马建新（人大）、
李玉金、丁永平、王中、陈金融、诺尔买买
提·诺尔东、秦伟、张建军、宋海山、周玉
星、葛坦等出席会议。

王国和在自治州党委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加强党的领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动新时代昌吉州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12 月 26 日是星期日，昌吉市庙尔
沟乡和谐二村村民阿合力·吐达洪带着
自己的两个孩子，来到村文化活动中心
参观村里举办的牧民摄影展，特别想让
孩子看到他的入选摄影作品。

在村文化活动中心，已经有一些村
民边看展出的摄影作品边交谈着。

“看，这是我们以前的老房子，低矮
破旧，再看看我们现在的新房子，变化
太大了……”

“这是村里的学校，我们过去住在
山里，孩子上学太困难了，现在村里最
漂亮的房子就是学校。”

“看以前的牛、羊圈，几根木头围成
一圈，非常简陋。现在都是砖混结构的
暖圈，遮风挡雨，牛羊长得又快又壮。”

前不久，和谐二村举办了“永远跟
党走——和谐二村牧民摄影展”，共展
出36名牧民的100幅摄影作品。这些
作品大致分为牧村新貌、社会纪实、自
然风光和民俗风情等主题，较为全面地
展现了村民们生产、生活和自然生态等
场景。

“这是我爸爸拍的。”7岁的坎丽曼
蹦蹦跳跳地说，“照片里是我和弟弟，
还有小牛。”画面中，姐弟俩坐在蓝天
白云映衬下的草地上，一只小牛犊乖
巧地站在他们旁边，眼睛望着前方。
阿合力·吐达洪笑着说：“这是我前两
年拍的，如今小牛犊已经长成大奶牛，
能产奶了。”

2014 年，原来散居在昌吉市南部
山区的650户哈萨克族牧民，从山区搬
到了和谐二村定居点，生产生活条件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党支部书记
朱曼说，得益于党的好政策，村里通过
发展特色养殖、打造特色农产品加工基
地和劳动力转移等方式，让定居牧民的
收入稳步提高，2021 年预计全村牧民
人均纯收入可达1.8万元。

这几年，村民们物质生活好了，精
神生活自然就有了更高的追求。为此，
昌吉州文联驻该村“访惠聚”工作队专
门开展了牧民摄影师培养计划，共培养
热爱摄影的牧民“拍客”70余名。让放
下马鞭的牧民们在日常生产生活中通
过镜头，展示家乡的巨大变化，记录乡
村的小康生活。

阿合力·吐达洪一家过去和别的村
民一样，长期在庙尔沟乡的深山里放

牧。搬到新居民点后，他特意换了一部
智能手机，随手记录身边的变化。这次
摄影展上，他有十多幅作品被选中。他
说，明年他打算买一架无人机，放牧、拍
摄都能用。“过去我们常年在深山里围
着牛羊转，有时也是摄影师镜头里的被
拍摄者，现在日子好了，我们也要把美
好生活拍下来。”阿合力·吐达洪说。

“以前我们住在山上，条件不好。
现在的生活好了，党和政府帮我家盖了
100 多平方米的大房子，有自来水，有
电，娃娃就在村里上学，老人生病了去
医院也很近。”村民木拉提说。

搬迁到定居点后，木拉提和妻子到
附近的一家企业务工，一年能挣8万多
元。“这次我参展的照片，拍的是一窝刚
孵出的小鸟，起名叫《新家新生活》。”木
拉提说。

摄影展上一张村医出诊的老照片
十分引人注目。照片里的主人公是今
年76岁的老村医托列吾汗。老人一直
生活在庙尔沟乡，接生过 800 多个婴
儿。她感慨地说：“我现在不用接生了，
生孩子都到医院啦。我们要感恩共产
党，永远跟党走！”

村民阿娜尔古丽今年 30 岁出头，
自小就爱好摄影。2020 年，阿娜尔古
丽和丈夫买了一辆大货车，夫妻俩一起
跑运输。爱摄影的她自然而然地用手
机拍下了一路风光。她说：“开着大货
车在全疆各地跑，随手记录下沿途的美
景，特别是这些年道路越修越好，随之
而来的是大家的生活变化很大，记录这
些变化让我很享受。”

几年前，村民库力根阿依一家在政
府扶持下发展特色养殖，现在她家养了
30多峰骆驼，还养了牛和羊，每年纯收
入超过 10 万元。在这次摄影展上，库
力根阿依一共有5幅作品展出，其中有
2幅获奖。

“我要把这些照片保存好，等孩子
们都长大了拿给他们看，让他们知道现
在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她说。

新疆知名摄影家、昌吉州摄影家协
会原主席谭成军参与了该村牧民“拍客”
培养计划和摄影展活动。他说：“这些出
自牧民之手的作品，或许欠缺技巧，或许
构图、用光不佳，但它们朴实无华，真实
表达了过上小康生活的牧民们的最美心
声，在我眼里，它们都是好作品！”

牧民变“拍客”记录好生活
本报记者 杨海军 通讯员 于秀娟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