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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间的朋友们，快过年
了，这款熏马肠是很好的伴手礼
哦……”2022 年 12 月 16 日一大
早，位于新疆昌吉国家农业高新
技术产业示范区（以下简称“昌吉
农高区”）的新疆远航食品有限公
司抖音直播间，一场直播活动正
在火热进行。

一部智能手机、一个支架、一
台补光灯、一根网线，记者在现场
看到，带货主播坐在直播台前，背
靠展示货柜，与后台团队密切配
合，将企业运营日常“搬”到线上，
让生产车间、产品包装、分拣发货
运输等流程全程可视。熏马肠、
烤牛肉、风干鸡……在线收看直
播的数千网友，被看得见的产品
品质圈粉，不时在抖音直播间里
互动下单。

牛柳、肩峰、金钱腱……走进
新疆远航食品有限公司牛肉精分
车间，工人们正熟练地将新鲜的
新疆褐牛肉精分切割后，送往冷
库进行冷鲜保存。“作为一个年生
产 5000 吨的农副产品精深加工
基地，我们通过电商将特色产品
推广到全国各地。”该公司财务负
责人王琴告诉记者，“公司与新疆
农业大学、石河子大学等高校联
合建立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计
划打造新疆马肉制品工程技术中
心，开发马肉、马肠、手撕肉和风
干火腿系列产品，并实现产业化
生产。”

走进新疆雪山果园食品有限
公司坚果包装车间，空气中飘溢
着甜香的味道。“2022 年 12 月以
来，车间80多名工人日均可生产
灰枣、骏枣6万袋，生产坚果礼盒
六七百件。列巴切片、树上干杏、
西梅等主打单品近半月来已在网
上热销2万多单。”新疆雪山果园
食品有限公司行政人资负责人罗
生花告诉记者。

近年来，新疆雪山果园食品
有限公司将眼光瞄向全国市场，
依托淘宝、天猫、京东等电商平
台，日均销售额达到 10 万元以
上，将产品销往全国 200 多个城
市。

春节临近，这几天，昌吉农高
区不少企业披挂上阵，利用电商
直播平台开足马力筹备货源、直
播销售、加紧生产，开启“赶集直
播”模式。昌吉农高区也积极鼓
励企业走产业化、品牌化、规模化
道路，利用“流量效应”搭建产品
输出新渠道，让本土特色农副产
品通过电商“飞向”全国，为乡村
振兴注入新动能。

这两天，呼图壁县二十里店镇小土古
里村村民窦永虎忙个不停。他是自治区高
级民间艺术师，也是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新疆曲子代表性传承人。10 多
年来，他一直在传承和创新中坚持梦想。

走进窦永虎家，朱红铁门，几间砖房，
一棵百年老榆树倚在院角。今年40出头
的窦永虎弹着三弦，村民们正在这里排练
节目。唱腔时而高昂、时而低沉，陡然之间
完成高低音的转化，让传统新疆曲子听起
来别有一番风味。

窦永虎手中的三弦，琴身已经有些斑
驳，但琴声依然古朴响亮。“这把三弦到我
手里已经传了三代，年幼时我就跟着父亲
学拉三弦，也正是这把三弦，让我们窦家和
新疆曲子结下了不解之缘。”窦永虎说。

除了弹得一手好三弦外，窦永虎还会配
调、编词，妻子也能唱会演，儿子曾在山西艺
术职业学院主攻新疆曲子，现在是昌吉州艺
术剧院新疆曲子剧团的一名专业演员。

2012年，窦永虎组织成立了新疆首个
由农民组成的新疆曲子剧团——芊惠源新
疆曲子剧团，带动周边的乡亲们传唱新疆
曲子。他们唱身边的变化，讲述民族团结
故事，不断吸引各族群众加入。

2016年1月4日至8日，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戏曲频道连续播出5集《百年曲子丝路
行》电视纪录片，将这一地方剧种推介给全
国观众，也让新疆曲子有了更高的传唱
度。这部纪录片中的主角就是窦永虎。

2006年，新疆曲子剧正式列入首批国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在新疆曲子

的流传轨迹中，呼图壁县是一个重要节点，
最早的新疆曲子剧团在这里诞生，新疆曲
子逐渐从这里传唱四方。借助这一优势，
呼图壁县连续举办了8届乡村艺术节暨曲
子文化节，来自四面八方的艺人同台竞技、
老戏新唱。

呼图壁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党组书记赵延惠介绍，新疆曲子在呼图壁
县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截至2022 年底，
全县登记在册的新疆曲子剧团有9个，全
县经常演唱新疆曲子的群众有 3000 多
人。新疆曲子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弘
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新的一年，窦永虎表达了自己的心愿：
“我想把新疆曲子唱出去，唱到北京，唱遍
全国！”

在吉木萨尔县吉木萨尔镇满城路社区
有这样一位塔塔尔族“女儿”，20多年间，她
先后结识了汉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
等民族的13个“爸爸妈妈”，她无微不至地照
顾着“爸爸妈妈”的生活起居。这位“女儿”
名叫巴哈义古丽·尼合买提，她用实际行动
营造了敬老爱老助老和民族团结进步的良
好氛围。

“我们塔塔尔族有句谚语，‘雪莲在雪
山上才能开放，鱼儿在水里才能游荡’。如
果没有党的好政策、没有社会各界爱心人
士的关心支持，我一个人发挥不了那么大
的能量。”巴哈义古丽·尼合买提说，“作为
一名共产党员，我要用实际行动做民族团
结的践行者和守护者，为民族团结进步事
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近年来，吉木萨尔县吉木萨尔镇满城
路社区以党建为引领，不断加强理论学习、
创新工作理念、拓展服务平台，充分发挥基
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实现了党建和
民族团结工作“双推进、同增强”，筑牢了民
族团结政治之基、情感之基、稳定之基。

聚焦党建抓团结
筑牢民族团结政治之基

定期开设“十点半课堂”；举办民族团
结演讲比赛、讲故事大赛；设置民族团结

“细胞”工程“微创+”宣传展板，集中展示
社区民族团结先进模范的典型事迹；结合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党员带头认
领“微心愿”……

为进一步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满
城路社区以远程教育站点为平台，结合“每
周固定学习日”活动，组织党员干部学习民
族宗教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知识，通过开

展集中理论学习、分组座谈讨论等方式，重
点学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教育
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工
作条例》等条例，凝聚思想共识、促进民族
团结。

满城路社区在一站式服务大厅设置了
民族团结示范岗，充分发挥榜样引领作用，
组织党员带头向居民群众宣传党的民族宗
教理论政策，组织业务骨干为居民群众提
供业务咨询、代办、帮办等服务，充分构建
和谐互助的办事氛围。

为搭建增进各民族感情和友谊的桥
梁，社区还研究制定“民族团结一家亲”活
动实施方案，明确活动内容，规范结对认亲
程序，形成活动长效机制，确保“民族团结
一家亲”活动各项工作扎实推进。同时，将

“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开展情况纳入工作
人员绩效考核内容，不断提升活动质量。

聚焦党建抓融合
筑牢民族团结情感之基

满城路社区通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主题党日活动，进一步引导党员干部
职工提高政治站位、加强党性锤炼、筑牢信
仰之基，深刻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内涵要义，牢记初心使命，主动将个人
奋斗目标融入社区工作中，将“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融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
作中，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志愿者深入到
少数民族群众中，积极开展“手拉手”“心连
心”“结对子”“一家亲”活动，用实际行动搭
建民族团结进步连心桥。

社区还定期为辖区各族居民群众提供
就学、就业、就医及法律援助等方面的服
务，切实做到为民办实事解难题，让每一名
群众都能感受到党的温暖、社会的尊重；通
过定期组织开展双语教学、学跳民族舞蹈
等活动，搭建增进各民族感情和友谊的桥
梁，进一步促进辖区各族居民和谐共处。

依托社区大党委资源，满城路社区整

合辖区社会资源，成立巴哈义古丽民族团
结爱心工作室、社区志愿者服务站，下设8
支志愿者服务队，定期组织1000多名志愿
者开展各类扶贫帮困活动。截至目前，志
愿者们累计开展各类扶贫帮困活动690多
次，捐衣捐物500多件，资助困难家庭学生
21人，关爱老人136人次，开展免费义诊、
送医送药活动112场次，开展各类慰问演
出活动96场次，提供法律援助108人次，化
解矛盾纠纷80余件。

聚焦党建抓宣教
筑牢民族团结稳定之基

走进满城路社区办公楼可以看到，
大厅内设有民族团结示范岗；走廊、楼梯
间的墙面上张贴着民族团结标语；在巴
哈义古丽民族团结爱心工作室里，一张
张图片讲述着巴哈义古丽·尼合买提照
顾 13 位“爸爸妈妈”的感人故事；照片墙
上张贴着以各类民族团结志愿服务活动
为内容的照片……一个个扎实举措，进
一步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弘扬正能
量，在满城路社区形成了学习优秀、争做
典范的浓厚氛围。

满城路社区始终坚持以基层党建引领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工作，以“中华民族
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总目标，组织辖
区各族党员干部学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
政策，开展交流文艺演出、志愿服务等活动，
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
国家观、文化观，筑牢民族团结、国家统一、
社会稳定的人心防线，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更好地融入各族群众日常生活之中，在潜移
默化中广泛弘扬民族团结进步价值理念。

吉木萨尔县吉木萨尔镇党委副书记、
满城路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马超
表示：“今后，社区党总支将强化党组织和
党员队伍建设，筑牢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基
础，为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贡献基层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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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满城路社区：

强化党建引领 筑牢民族团结之基
本报记者 高云哲

昌吉农高区：

产品上“云端”

直播带货忙

本报记者 刘茜 常昊

达吾列提·沙吾提

一位非遗传承人的初心与坚守
本报记者 刘茜 通讯员 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