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 经济·社会
2023年7月26日 星期三 编辑：谢军仁 版式：高志峰

本报讯 记者王薇、通讯员孙磊
报道：7月20日，奇台县西地镇沙山子
村一条原本坑坑洼洼的巷道，正在铺
沥青，炙热的柏油铺了厚厚一层，压路
机往返奔忙碾平，一条平坦的柏油路
初现。

看着平整干净又美观的柏油路，
村民李荣高兴地说：“这路修得真好！
道路环境改善了，出行更加便利了。”

沙山子村位于西地镇东北方向，
有 317 户村民。近年来，村内道路条
件虽然有一定改善，但这条走家入户
的巷道却没有硬化，路面凹凸不平，下
雨则泥泞不堪，严重影响村民的出行
和生产生活。村里的几任干部都想修
路，但因为路程长，没争取到项目，只
得望路兴叹。

这条村巷不仅牵绊着村民的心，
也牵动着沙山子村包联单位——州统
计局工作人员的心。今年，乡村振兴
战略给沙山子村里带来机遇，州统计
局协同村“两委”，将村里的巷道改造
列入重点工作，积极与州、县交通运输
局对接，争取2023年车购税补助农村
公路建设项目，总投资102万元，新建
四级公路3.05公里。

5 月25 日，沙山子村村路建设工
程正式开工，新路整体呈“井”形走向，
连接村里的主路，4米标准宽度，是村
民们的日常出行要道。

“在沙山子村巷道建设全部过程，
我们每天沿路巡查，督促进度、确保施
工质量，预计近日即可完工。”州统计
局一级调研员尹平基说，路修好了，村
里整体面貌也好了，这条路是促进乡
村振兴铺就的“幸福路”，更是党和政
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路。

修的是道路，暖的是民心。2018
年以来，州统计局始终把改善民生、群
众致富作为帮扶沙山子村的首要任
务，向困难群众免费发放鸡苗和暖心
煤，为贫困学子捐赠助学金，带领群众
开展乡村环境整治，着力解决群众反
映的强烈问题，真正做到了“民有所
呼、我有所应”。

本报讯 通讯员白云峰报道：随
着夏季旅游旺季到来，位于奇台县大
泉塔塔尔族乡大泉湖村的塔塔尔族民
俗旅游度假景区，吸引了全国各地的
游客慕名而来，领略塔塔尔族独特的
民俗文化。

杭州游客刘伟和同事趁着休假时
间，结伴来到大泉湖村。“第一次到这里
游玩，当地的风俗很有特色，我很喜欢这
里，感到不虚此行。”

大泉湖村是新疆入选“中国传统村

落”名录之一的村落，这里不仅有大片的草
场、松林等美景，还完整保留着塔塔尔族民
俗，吸引了大量的疆内外游客。目前，景区
住着 60 多户村民，几乎家家吃着“旅游
饭”。胡尔满拜克·阿司哈尔在这里住了十
多年，借助景区搞起了旅游接待，一年收入
8万多元。“我每天接待旅游一二百人，准
备再开20个蒙古包，发展旅游。”胡尔满拜
克·阿司哈尔说。

近年来，大泉塔塔尔族乡把大力发展
乡村旅游，作为调整产业结构、带动就业、

增收致富的重要举措，他们通过充分挖
掘塔塔尔族独有的民俗、节庆典礼、传统
服饰、烹调技艺、音乐歌舞等文化内涵，
打造集生态观光、森林康养、民俗体验、
康体娱乐、休闲度假、房车露营、科普教
育于一体的全国唯一塔塔尔族民俗文化
体验旅游度假区，并借助江布拉克5A级
景区影响力，打造“旅游＋民俗”文化，通
过“公司＋农户”的模式，进一步带动当
地农牧民增收致富。

本报讯 记者何龙、通讯员马文
婷报道：7月21日，吉木萨尔县北庭镇
组织80位镇机关干部、各村“两委”班
子成员到奇台县、木垒县开展“党建引
领促乡村振兴”观摩学习活动，旨在进
一步推动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发展、
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

北庭镇观摩组在奇台县半截沟镇
腰站子村听取了该村乡村振兴工作、
建立面粉厂、成立旅游公司、发展民宿
等方面的经验介绍，观摩学习了奇台
总厂22连高产示范田。在木垒县，考
察了天山奇豆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鹰嘴豆产业、草原坎儿井乡村旅游
融合发展、东城镇四道沟村乡村治理、
东城口村人居环境整治、英格堡乡月
亮地村乡村旅游发展等内容。

大家边走边看、边听边思、边学边
议，纷纷表示，通过观摩学习领悟了兄
弟县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农旅融合
发展的先进经验、典型做法，为北庭镇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借鉴。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退役军人是
乡村振兴的生力军。近年来，我州越来
越多的退役军人选择返乡创业，用实际
行动带头致富、回馈乡梓。39岁的奇台
县大泉塔塔尔族乡石门泉村村民张利杰
就是其中一员，他在发展畜牧养殖的同
时，不忘带动乡亲一起致富，受到大家的
好评。

7月11日下午，记者来到张利杰家
的养殖小区，只见他正开着电动撒料车
给棚圈里的肉牛添加饲料。“开饭”时间
到，一头头膘肥体壮的肉牛“哞哞”叫着
凑了过来，悠闲地吃起饲草料。“干养殖
虽然累，但是有一份付出就有一份回报，
我也因此圆了致富梦。”张利杰笑着告诉
记者。

谈起自己回乡创业的历程，张利杰
打开了话匣子。张利杰一家生活在山
区，小时候家里就养牲畜，他对畜牧养殖
有一种浓厚的兴趣。2002年，张利杰退
役回到家乡。次年，他进入奇台县成职
教中心自修畜牧兽医专业，毕业后应聘
到乡兽医站工作。在实践中，张利杰发
现自己在技术上还有不足之处，为了提
高专业技术，2006 年，他进入新疆农业
职业技术学院进修畜牧兽医专业。在3
年的学习中，他不仅收获了知识，还收获
了爱情，与同学王丽相识相爱，毕业后结
为夫妻。

2010年，王丽在网上查资料时了解
到毛驴浑身都是宝，养驴业发展前景广
阔。在与丈夫张利杰商量后，夫妻二人
拿出积蓄购买了二十多头驴。但是由于
经验不足，也没有销路，养驴初期收益很
少。“直到有一次，一位游客说驴奶营养
价值高，能增强人体免疫力，那位游客还
花了 160 元买了两公斤驴奶，这给了我
们很多鼓舞。”张利杰回忆道。

当年冬天，张利杰夫妇通过上网查
询，最终联系到了南疆的一家驴奶公司，
并签订了购销合同，一个冬天光卖驴奶
就挣了 13 万元。但是创业的道路并非
一帆风顺，由于缺乏经验，过度挤奶，最
终导致十几头驴宝宝因营养不良死亡，
这让夫妻二人心疼不已。考虑到圈舍条
件差，夫妻俩把剩下的驴也都卖了。

2015 年 12 月，张利杰和王丽申请
了大学生创业贴息贷款 10 万元，再拿
出部分积蓄，总结经验，重整旗鼓，扩大
养殖规模，发展多种养殖。夫妻俩一心
扑在畜牧养殖上，夏日里，每天早上不
到 6 点，张利杰夫妇就要起床，先到各

个棚圈察看一番，看看有没有牲畜生病、
碰伤、生产等情况，然后再拌草、撒料，等
牲畜都吃上饲草料，这才忙活着做早饭。

“我们每天要给牲畜喂两次饲草料，冬宰
的时候最忙，有时候要到凌晨一两点才睡
下。遇到牲畜生产的时候，我们每隔两三
个小时就要去查看一下，这是个操心的
活。”张利杰说。

近年来，张利杰利用所学养殖技术，不
断优化牛羊品种，改良后的牛羊具有产奶
量高、瘦肉率高、生产发育快等优点。如
今，张利杰家养有40多头驴、180只羊、70
多头牛和20多匹马，常常有乌鲁木齐、昌
吉市、阿勒泰地区的顾客专门来订购驴奶
和驴肉等。“2022年，光养殖这块的纯收入
就有30万元。”王丽告诉记者。

张利杰还是大泉塔塔尔族乡的畜牧防
疫员，负责该乡4500只羊、1700头牛的疫
病防治工作，村民们在养殖中一遇到问题，

就会向张利杰请教。
这天，张利杰忙完手头的事，来到石

门泉村村民齐冬玲家，查看她家小牛的
生长情况。“你看这3头小牛都长了体外
寄生虫了，要打伊维菌素。”张利杰说。

“幸好你来看了，我一直没发现牛不对
劲，真是太感谢了！”齐冬玲说。

“自从我们家开始养牛，张利杰就帮
助我们，给牛接生、改良品种、驱虫、防疫
等，今年1月，在他的帮助下，我家一头
母牛经过冷配改良后，产下了一对双胞
胎加系西门塔尔牛，有他在，我们发展生
产的信心更足了。”齐冬玲说。

谈起今后的打算，张利杰说：“今年
我打算新建 120 平方米的圈舍，进一步
扩大养殖规模。同时，继续做好牲畜疫
病防治和品种改良工作，为村民提供技
术咨询和服务，帮助他们发展养殖业，一
起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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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后，他回到了家乡。在这片热土上，他有使不完的劲，养驴、养羊、养牛、养马，有挫

折有收获，付出终有回报——

奇台县塔塔尔族民俗游吸引八方游客

7 月 11 日下午，张利杰来
到石门泉村村民齐冬玲家，查
看她家牛的生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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