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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马玉娇、于雪、王阗报道：日
前，昌吉市滨湖镇友丰村开展了“凝榜样力量 助
乡村振兴”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在活动中，宣读了“文明新风进万家 六大习
惯贵养成”倡议书，引导大家争做文明新风的积极
传播者和自觉践行者。第七届和第八届全国道德
模范提名奖获得者苏玉琴和友丰村村民一同为善
行义举榜揭榜，并为村里评选出的 10 名道德模
范、最美家庭代表颁发了奖品。

友丰村村民陆金花说：“如今村里助人为乐、
见义勇为、敬老爱幼方面的好人好事越来越多。
大家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为建
设友丰村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活动现场还开展了义务理发、赠送书法作
品、防诈骗宣传和养老知识等活动，并表演了文艺
节目。

据了解，近年来，友丰村制定并实施了人居环
境整治提升积分制管理模式，每周对村民房前屋
后的卫生环境进行现场打分，并在每月党员大会
上进行评定，通过在村里的宣传栏张贴公告、村民
微信群发布信息等方式进行公示。村民可凭获得
的积分兑换肥皂、84消毒液、洗洁精、洗衣液等生
活用品。近日，友丰村第二季度积分排在前10名
的村民兑换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用品。这种管理
模式充分调动了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

友丰村村民范惠荣高兴地告诉笔者：“如今村
容整洁、乡风文明，村里互帮互助的氛围越来越浓
厚。”

昌吉市滨湖镇党委委员王梓表示：“滨湖镇将
以文明实践积分管理为抓手，进一步引导广大村
民扮靓居住环境，涵养文明新风，让家乡变得越来
越美丽。”

本报讯 通讯员罗晓旭、陈熙晔报道：8月11
日，国网昌吉供电公司实现新一代用电信息采集
系统（采集2.0）全量档案数据接入和全量量测数
据采集，完成51.23万只采集终端、1212.19万只电
能表的接入工作，底码采集成功率达99.91%。

采集2.0系统作为新型电力系统的基础平台，
能够支撑各类用能设备的全接入、全采集、全控
制，具有采集存储快、运算分析快、运维诊断快、控
制响应快、数据共享快、操作性好、开发性好的特
点。能够满足“量数据按需采集、设备状态动态感
知、台区能源柔性控制、客户需求应用互动、数据
灵活高效共享”五大核心业务主线保障需求。

与上一代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相比，采集2.0系
统首轮数据入库时长由 1 小时压缩至 10 分钟以
内，负荷数据采集频率由1小时提升至全量15分
钟，负荷数据具备分钟级共享能力。

国网昌吉供电公司营销服务中心副主任何飒
介绍，采集 2.0 系统能够实现清洁能源分钟级采
集，最大限度提升电网消纳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
能力，实现移峰填谷和高峰时段科学有序用电，还
能通过监测各层级停电指标实时变化情况，精确
定位停电事件、判断故障点，有效缩短停复电时间。

今后，该公司计划对各层级人员开展系统培
训，抽调采集业务骨干成立工作专班，开展系统功
能验证及培训工作，力争2023年底前实现地州、
县市、供电所全面应用采集2.0系统，有效推动用
电信息采集系统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

“老婆子，快快收拾一下，客人
马上要来了……”8 月 4 日晚上 8
时，夕阳缓缓西下，木垒县照壁山乡
平顶山村各个民宿开始热闹起来，村
民王忠智和爱人一起忙着摆桌子、准
备食材。

“最近来的人越来越多，客房几
乎每天都爆满。我们家的传统民房里
凉凉的，客人都愿意住。”看着自家
民宿门前停满了车，王忠智高兴
地说。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
乡村休闲旅游精品工程，推动乡村民
宿提质升级”。木垒县借助自然资源、
地理环境以及新疆首个“全国传统村
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优势，
对一个个传统村落进行改造提升，民
居变民宿，乡村旅游产业不断壮大。

在平顶山村，来自全国各地的游
客汇聚在这里，一边享受蓝天白云、
山花烂漫、万亩旱田形成的美丽景
色，一边避暑纳凉，他们或伴随音乐
翩翩起舞，或在农家小院自助烧烤，
十分悠然自得。

“简单舒适、安静、空气好，零
距离亲近大自然，感受超乎想象的美
妙。这里的民宿性价比很高，一家五
口人住一晚不超过300元，炎热的季
节到这儿旅行，非常值得。”昌吉市
游客杨俊说。

木垒县被称为昌吉州的“避暑胜
地”，也是全疆唯一获得“中国生态
魅力县”的县 （市），夏季平均气温
在19摄氏度左右。2.2万平方公里的
县域面积内，原始胡杨林、鸣沙山、
国家木垒天山农业公园及遍布全县的
天然草场等自然景观形成了一幅五彩
斑斓的大地画卷。

这里分布着新疆保存比较完整的9
个古传统村落，各村不少青瓦土墙的
拔廊房至今仍保持着百年前的风貌。

“我们村有100多年历史，房子采用全

木质框架结构，美观大气，稳固耐
用，冬暖夏凉。”木垒县西吉尔镇水
磨沟村党总支书记史天虎说。

如何利用传统村落助力乡村振
兴？今年，木垒县出台一系列相关
扶持政策，进一步向乡镇放权，鼓
励各乡镇发挥各自优势，将传统村
落的民居打造成星级民宿，通过提
升服务质量，制定统一的价格标
准，全面提升游客居住体验。

英格堡乡是木垒县传统民宿最
多的乡 （镇），民宿规模超过 50
家。走访该乡各村多家民宿后记者
发现，民宿从业者均将住房价格直
接标在显眼位置，并打印了菜单。

“我们都是按照乡里定的价格
来，例如标间定价160元至180元
一晚，如果是蒙古包或者大通铺，
根据人数及设施标准不同，价格为
40 元到 60 元一人不等。菜品也一
样，从不乱涨价，都是统一定价，
并且明码标价，童叟无欺。”木垒
县英格堡乡马场窝子村民宿从业者
王金宝笑着说。

“我们出台了星级化管理标
准，成立了民宿联合合作社，彻底

改变了民宿单打独斗的局面。”木垒
县英格堡乡党委委员、副乡长邓云表
示，该乡采取环境共创、机制共建、
信息共享的方式，对传统村落民居改
造采取统一化管理、统一化升级，并
按照星级景区及宾馆的标准进行管
理，以较低的市场定价、更高标准的
服务赢得游客青睐和口碑，今年上半
年，全乡传统民宿客栈共接待游客
7.5万人次。

依托着力培育传统村落精品民宿
聚落集群发展，一个个昔日安静的传
统村落变成旅游热门打卡地。如今，
木垒县已有传统村落民宿137家，其
中，精品民宿 10 家、标准民宿 65
家、普通民宿62家、4星级农家乐2
家，通过与周边景区景点深度捆绑，
形成了集乡村度假、农业观光、民俗
文化体验等不同类型在内的旅游民宿
发展格局，越来越多的村民端起了

“旅游饭碗”。
平顶山村党总支书记郑文杰说：

“村民边种地边经营民宿，全村以提
升基础设施为主，进一步改善环境，
提升服务质量，让我们的传统民宿更
具特色，民宿旅游拉动产业发展效益
明显。就拿6月到7月中旬这段时间
来说，全村各家民宿的各项经营收入
大概都是在两三万元。”

截至7月30日，木垒县共接待游
客 1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1%，实
现旅游收入9.43亿元；接待过夜游客
96 万人次，同比增长 12.25%。旅游
消费指数持续攀升，不仅唤醒了村里
的“沉睡资源”，为乡村带来生机与
活力，也让村民的钱袋子鼓起来，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愿望正在成为
现实。

木垒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
局党组副书记、局长张玉堂说：“我
们在吃、住、行、游、购、娱等方方
面面，都进行了统一规范，还推出了
住民宿及景区门票打折等多项优惠活
动，让游客到我们这里来，不光在景
区内的体验感好，还让他们在民宿住
得舒服、吃得放心。”

“小民宿”撬动乡村旅游“大产业”
——木垒县发展高质量民宿产业带动乡村旅游提质升级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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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在木垒县马圈湾景区，游客在民宿休憩一晚后，来到玻璃栈道
游玩。 本报记者 常谊谊 摄（无人机拍摄）

木垒县照壁山乡平顶山村的一家民宿。
本报记者 常谊谊 摄（无人机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