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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周博文、张敏报道：为
着力推动我州住房公积金事业高质量发
展，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进
一步提高干部职工政治素质、业务素养和
服务水平，今年以来，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活动，
采取集中、自学、交流、互查、跟班等多种形
式，逐步健全和完善常态化学习机制，切实
增强干部职工业务知识储备能力，不断推
动业务服务往深里走、往实里走。

稳抓党建引领。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坚持“房住不炒”定位，以“精细科学管
理、靠前主动作为、优质便捷服务”为目标，
始终把党员干部思想教育作为一项基础性
工作常抓不懈，中心各党支部坚持固定日
学习机制，多形式、多平台、多举措抓好理
论学习，通过邀请讲师授课、实地参观、开
展主题党日活动等方式，使理论学习进一
步深入人心，让党建工作与住房公积金管
理服务工作深度融合、同频共振，有效促进
昌吉州住房公积金事业稳步发展。

紧抓学习巩固。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通过举办住房公积金业务规范学习培训
会，将学习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
房公积金归集业务规范》等四项业务规范
作为当前一项重要学习任务，按照“干什么
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制定理论
业务培训学习计划，明确全员参与，涵盖政
治理论、业务政策、文明用语、上机操作、模
拟演练、专题培训、交流讨论、知识测试等
内容，真正学深悟透，知行合一，着力建设
一支业务精、懂奉献、重实干的技术能手队
伍，为广大办事群众提供更加高效、优质、
满意的服务。

常抓业务办理。在州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的指导下，昌吉管理部、玛纳斯管理部
坚持政治学习与业务办理同向同行，持续
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通过减材料、减
时限、优服务、增渠道等举措，深化“惠民公
积金、服务暖人心”服务提升三年行动实施
方案，常抓业务办理环节，确保窗口工作人
员做到政策答复“一口清”、告知材料“一手
清”、受理办结“一次清”，不断打造群众满
意的优质服务窗口。

下一步，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持
续开展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活动，同时开
展技能“大比武”活动，将其作为锤炼服务
本领、提升服务效能的“加速器”，通过赛、
学、练、考等方式掀起学习热潮，全面提升
干部职工的业务技能和综合素质，实现管
理和服务水平提档升级。

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岗位练兵求实效

业务水平再提升

近日，奇台县政务服务
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市民
在窗口办理业务。

近年来，奇台县深入贯
彻落实区、州关于“放管服”
改革的部署要求，积极探索

“ 只 进 一 扇 门 、最 多 跑 一
次”的政务服务模式，采取
深化改革、优化服务、完善

“好差评”制度等措施，推行
“网上办事大厅”、手机 APP
等服务，不断提升网上政务
服务能力，持续增强群众获
得感。

本报记者 何龙 摄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从玛纳斯县沿乡道 307 线驱车北

行15公里，兰州湾镇八家户村整洁的
村间步道、徽派的农家院落便映入眼
帘。环顾四周，随处可见亭台楼阁，
家家户户都有精心打造的小花园，院
墙上描绘着一幅幅和谐美丽的村景
图，幸福的希冀和气息扑面而来。

迎着和煦阳光走进这座村庄，人
们热火朝天地清理着村里的卫生死
角。连日来，八家户村打响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春季战役”，推动乡村环境
再次华丽升级。

“那些年，村里的房子和道路破
旧，下雨天污水横流，垃圾没地儿
倒，现在变化太大了！”八家户村党支
部书记路浩东带队清理环境卫生，干
部群众齐上阵。

昌吉要美，农村必须美。八家户
村人居环境的明显改善始于 2017 年。
随着新建污水管网及污水处理设施、
拆除危旧房屋、补植道路绿化林带、
启动“绿色走廊”建设、进行产业规
划布局，八家户村集中整治齐发力，
修建了宽阔的村道，生态游园、乡村
文化大院等公共服务设施一应俱全，
处处呈现可喜变化。

“村里有了物业公司，每天把房前
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我们还参与乡
村治理赚取积分，环境越来越美了，
心情越来越舒畅。”66岁的村民高友详
在八家户村生活了一辈子，谈及村容
村貌的变化不禁喜上眉梢。

从清洁家园，到美丽乡村，再到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八家户村依托区
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在加强村庄环境
建设的同时，重点发展乡村旅游产
业，打造昌吉乡村样板，先后获评中
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乡村治理示
范村。

“目前，我们村逐渐形成了‘游湿
地、观候鸟、品美食、摘果蔬、钓鲜
鱼、住民宿、留乡愁’‘吃住游购娱’
一体化乡村旅游特色，每年接待游客
达 7 万余人次，2022 年村集体经济收

入206万元。”路浩东自豪地说。
八家户村是我州乡村建设的缩

影，宜居宜业的新农村美好图景正一
步步在庭州大地上变成现实。

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怎样建设乡
村？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统筹乡村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对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作出具体部
署，强调一手抓硬件建设，逐步让农
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一手抓软
件建设，着力塑造人心和善、和睦安
宁的乡村精神风貌。

近年来，昌吉州坚持把乡村建设
行动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
务，将“和”和“美”作为建设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的基本要求，以普惠
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为重
点，强化规划引领，注重因村施策，
分类梯次推进，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

乡村宜居宜业，基础设施建设首
当其冲。2022年，我州实施乡村建设
行动，提出实施农村道路畅通工程、
实施乡村清洁能源建设工程等“183”
行动任务，启动22个乡镇国土空间规
划、166个村“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
规划编制工作，基本实现了村村通硬
化路、通客车、通光纤、进快递。

“2023 年，根据乡村建设任务清
单，我们投入各类资金约24.17 亿元，
主要用于农村道路、村级综合服务设
施提升等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
设，提高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
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让农
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州农业农
村局党组书记、州乡村振兴局党组书
记王相说。

基础设施夯实了，乡间的业态丰
富起来了，农村公共服务不断提质
扩面。

玛纳斯县包家店镇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成立，丰富的文体活动，让爱锻
炼的人多了起来；木垒县英格堡乡月
亮地村，在外地开餐厅多年的胡建刚
返乡办起了蓝月亮客栈，客流不断；

吉木萨尔县二工镇中心互助院里，老
人们在这里幸福生活……

建设和美乡村，“美”是题中之
义。我州稳步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健
全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和稳定
运行机制，分类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生活
垃圾治理率、生活污水治理率分别达
到60%以上、90%、25%。

对乡村发展、乡村治理的新探索
正为乡村建设注入新动能。产业链发
展更完善、更灵活，农村治理更高
效、更智能的新气象持续展现。

奇台县半截沟镇腰站子村把村里
的土地整合成“一块地”，推行农业标
准化体系建设，将小麦产业不断放
大、拓展、衍生，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让村民们腰包鼓起来、腰杆硬起
来，腰站子村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村、
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美丽乡村
宜居村庄等荣誉称号。

在玛纳斯县乡村，每家每户的门
牌旁，都挂着一个或几个荣誉标牌。
其中，“尊老友善星”“勤劳爱岗星”
等“星级文明户”荣誉最受村民珍
视。玛纳斯县是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
设试点示范县，让村民们有参与感，
参与乡村建设共治，已成为当前推动
乡村治理的新动能。

“乡村建设行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
工程，我们还有许多方面需要完善和
提速。”王相表示，接下来我州将加快
构建“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相
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推进数字乡村
工程，打造富有昌吉特色的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

村道平坦干净，田畴瓜果飘香，
庭院别具特色，乡风和谐淳朴……如
今，随意打卡昌吉州任何一座村庄，
弥漫的是诗意，品味的是意境，流淌
的是乡愁。

春暖花已开，未来更可期。随着
乡村建设、乡村改革、乡村治理的有
序推进，庭州大地上的一座座美丽乡
村正呈现崭新图景。

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
——昌吉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综述之一

本报记者 王薇 通讯员 段素素
3月30日，吉木萨尔县园林绿化管理

部门组织工作人员对县城道路两旁和公园
的树木进行修剪。

据吉木萨尔县园林绿化管理部门工作
人员介绍，春季是修剪树枝的最佳时机，可
避免树枝过度生长影响树木美观和道路交
通安全。树木整修工作将持续开展一段时
间，为广大居民群众提供美化整洁的城市
环境。 张德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