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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
昌吉人

当年军营铁血硬汉，如今乡村振兴尖
兵。四年多来，在乡村振兴的“新战场”
上，他发扬老兵精神，扎根基层、奋发作
为，带领村民建设村庄、发展产业，让小山
村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他就是木垒
县照壁山乡平顶山村党总支书记郑文杰。

“如果来的游客比较少，就安排在这
里，要是多的话，就联系村里别的民宿，一
定要把游客安顿好了……”近日，记者在
平顶山村见到郑文杰时，他正忙着给“望
山居”民宿的工作人员安排工作。沉稳、
干练是郑文杰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

今年34岁的郑文杰是土生土长的木
垒人。2013年12月，已在部队服役5年的
郑文杰光荣退役，回到家乡。2018 年 11
月，时任木垒县广场便民警务站站长的
他，积极响应组织号召，来到平顶山村任
村党总支书记。

初到平顶山村，郑文杰有些失落。“我
发现村里的年轻人大部分外出打工了，留
下的多是老年人，全村常住户才 50 多户
120人。平顶山村基础设施陈旧，村容村
貌脏乱，村集体经济薄弱，村民收入低，还
一度成为软弱涣散村。”他回忆道。如何
打开工作新局面？郑文杰从抓班子、带队
伍入手，聚焦党建引领，使得平顶山村村
干部年龄结构不断优化，学历层次也有所
提升，村级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进一
步增强。

从城市到乡村，从人民警察到村干
部，不变的是郑文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他深知做好群众工作首先要走到群众中
去，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帮助他们解决
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看到村民家的
蔬菜大棚荒废多年，废弃的大棚既不能
带来经济效益还影响了村容村貌，村里
像这种情况的村民还有五六家，郑文杰
征得这些村民同意后，带领村干部拆除荒
废的大棚，平整土地，并帮助联系购买果
树等苗木，在原址上建起了小型采摘园，
不仅美化了环境，还为村民带来了经济效
益。

针对村里人口少的现状，如何壮大村
集体经济、提高村民收入？只有组织村民
抱团发展。说干就干，2020年11月，郑文
杰带领村“两委”班子成员、党员致富能
手、本村村民等发起成立木垒众合服务有
限责任公司。该公司利用平顶山村富余

劳动力、农业机械、运输车辆、工程车辆、
农产品等现有资源，建立“党总支+股份经
济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公司+农户”
的发展模式，开展交通运输、家政服务、物
业管理、工程建设等服务，30%的收入用
于公司壮大和新产业的开发，70%则用于
给股民分红，此举充分调动了村民的积极
性，促进了村民增收致富。2020年，平顶
山村成功摘掉了“软弱涣散村”的帽子。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平顶山
村也搭上了顺风车，火了一把。但是由于
基础设施不完善，配套文旅项目缺失，始
终不能留住游客。郑文杰和村“两委”班
子商议后，决定依托平顶山万亩旱田这一
自然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他们积极争
取项目资金，铺设柏油路，实施亮化绿化、
人居环境整治、村落风貌提升等工程，解
决村民饮水等问题，使平顶山村的生活环
境、村容村貌得到极大改善。

发展旅游业，如何才能真正留住游
客？郑文杰带领村“两委”班子，以传统村
落为依托着力培育精品民宿和乡村酒吧，
通过示范引领带动村民致富。盛夏时节，
走进“在云间”民宿，只见院内韭菜、萝卜、
小白菜等蔬菜长势喜人，民宿内设有单人
间、双人间、亲子间等，房间装修古朴雅
致，屋内设施完善、干净整洁。今年62岁
的民宿负责人徐永龙和老伴经营民宿多
年，2022年，夫妇俩在郑文杰和村“两委”
的动员下，改扩建了民宿，今年 6 月初正
式营业，每天接待游客近 30 人。“以前民
宿条件差，再加上疫情，一年也就收入几

千元。去年作为试点，政府给我们补贴，
重新改扩建了民宿，今年古尔邦节假期，
房间全都住满了，一天就收入两三千元。”
徐永龙高兴地说。

除了精品民宿，平顶山村还建起了乡
村酒吧。2022年，村民王燕萍回到家乡发
展，在乡人民政府和村“两委”的支持和帮
助下，她将自家废旧牛圈改造成酒吧，取
名“牛栏酒吧”。今年6月初，这个别具特
色的酒吧正式营业。“这也算是木垒县首
个乡村酒吧，除了本地游客，还吸引了来
自乌鲁木齐、重庆、北京、浙江的游客前
来。有郑书记带着我们，我有信心干好。”
王燕萍说。

观万亩旱田，住精品名宿，品农家特
色美食，通过动员村民改造民宿，打造平
顶山村农耕体验游样板工程，郑文杰的构
想一步步变为现实。截至目前，平顶山村
有注册民宿 28 家，曾经难以留人的平顶
山村，如今换了模样，重新焕发出勃勃生
机。2022年，平顶山村集体经济纯收入达
到35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16320元。

郑文杰用初心本色诠释了“退役不褪
色，退伍不退志”的庄严承诺。近年来，他
先后获得“昌吉州优秀共产党员”“木垒县
最美退役军人”等荣誉称号。登上平顶山
村观景台，郑文杰眺望远处，坚定地说：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木垒众合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将村民闲置房屋流转回来，集
中打造民宿，然后统一运营和管理，一方
面保护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发展当地特色
旅游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本报讯 记者付小芳报道：8 月 10
日，由福建省援疆前方指挥部指导，福州
市委宣传部、昌吉州党委宣传部、福州市
委讲师团主办，昌吉市委宣传部、奇台县
委宣传部、福建援疆福州分指挥部、福州
广播电视台承办的“山海和鸣 榕奇同心”
暨“福州听我说”走进昌吉·奇台专场宣讲
活动在昌吉市举行。

活动现场，来自福州市委讲师团的宣
讲员结合各自工作实际，用生动的语言为
现场观众讲述了福州市人文历史、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成就、先进人物事迹等。通
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一幅幅感人的画面
向现场观众展示了福州市近年来的发展
变化，歌颂了福州市群众安居乐业的美好
生活及闽昌两地各族群众间建立的深厚
情谊。宣讲中还穿插了精彩的文艺表演，
现场气氛活跃，台下掌声不断。

“我今天听了宣讲，从中了解到许多
关于福州的故事，同时还感受到了浓浓
的援疆情，有机会我一定要到福州去看
看。”昌吉市第八小学工会主席李向东

说。
福州市委讲师团宣讲员潘娟说：“非

常荣幸能来昌吉讲述福州援疆干部的故
事，我们此行重走了援疆干部走过的路
线，听到了当地群众对援疆干部工作的认
可，我们非常感动。”

据了解，本次活动为期 3 天，活动包
括现场宣讲、实地参观、集体座谈等，讲师
团成员还与各地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干部
进行交流和研讨，推动了两地干部群众进
一步增进文化交往、促进文化交流。

本报讯 通讯员白云峰、谢甜
报道：在福建援疆福州分指挥部的
大力支持下，奇台县融媒体中心近
日组织业务骨干赴福州市开展“山
海和鸣·榕奇同心”交往交流交融学
习活动。

在福州日报社新媒体中心，大
家详细了解福州市级融媒体指挥中
心建设情况，观看由该中心制作的
福州城市形象标识宣传片及相关

“爆款”作品，并就媒体融合、多元化
经营、客户端盈利模式和宣传工作
进行交流座谈，深入学习福州日报
社媒体融合典型经验。“福州日报社
的全媒体传播平台、数字媒体建设、
创新经营方式，‘互联网+政务+会
展+文化’一体化服务模式，融媒体
平台的跨界运营、产业转型、非报业
务发展，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通过参观学习，我们开阔了视野，开
拓了思路，回去后我们将进一步加
强学习和实践。”奇台县融媒体中心
编发部编辑唐瑞说。

福州广播电视台以电视中心二
期项目为载体，建设福州广电融媒
体产业园，积极融入“数字福州”，大
力发展数字经济、平台经济，拓展高
清网络视听、数字版权交易、电商直
播带货等新经济业态，推动融媒体
数字化、产业化发展，打造广电融媒
体改革创新孵化器。参观和座谈
时，大家听得认真、记得仔细，不时
发问探讨。奇台县融媒体中心运创
部记者赵玉梅说：“通过这一次的参
观和考察学习，我们受益匪浅，同时
也看到了差距，我们会不断提升自
身采编制作能力，打造出有思想、有
温度、有品质的融媒体作品，讲好奇
台故事。”

本报讯 通讯员佘再兴、陈莹
莹报道：8月9日，新疆准东经济技
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准东开发区）
举办外经贸政策宣讲活动，来自辖
区的8家具有外贸潜力的企业参加
了培训。这是准东开发区瞄准外向
型经济发力的一项举措。

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经营部
部长李苏丹说：“我们企业原本就有
开展海外营销和资质认证计划，现
在有政策扶持，我们走出国门开拓
市场的信心更足了。”

准东开发区经发局副局长郭恒
介绍，举办外经贸政策宣讲，在系统
梳理政策为企业释疑解惑的同时，
也能够送服务入基层进企业，能真
正让企业学到知识，掌握最新的外
贸政策内容，助力企业向西开放拓
渠道、抢订单，促进外向型经济稳健
向好发展。

今年以来，准东开发区积极拓
展国际市场，加大力度发展外向型
经济，积极组织企业出国参展，签订
外贸订单。目前，准东开发区正在
紧锣密鼓地筹备参展 2023（中国）
亚欧商品贸易博览会，动员企业参
加乌兹别克斯坦——中国新疆商品
展览会，还计划邀请外国投资者来
准东考察，加强外向型经济交流，将
准东的工业产品推向国际市场。

准东开发区举办外经

贸政策宣讲活动

奇台县融媒体中心组织业

务骨干赴福州交流学习

郑文杰：凝聚力量成就事业
本报记者 马晓芳

他是一名退役军人，积极响应组织号召，来到照壁山乡平顶山村任村党总支书记，带领

村民建设美丽村庄，发展旅游产业——

“山海和鸣 榕奇同心”暨“福州听我说”宣讲活动在昌吉市举行

近日，在平顶山村“在云间”民宿，郑文杰（右一）正在向民宿负责人了解民宿经营
情况。 本报记者 马晓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