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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吉高新区多点发力

打造科技创新强引擎

木垒县：

用中华文化浸润各族群众心灵
本报通讯员 杨菊萍

以宣传教育铸魂

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
和睦之魂。近年来，木垒县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引，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
想，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

略，结合实施文化润疆工程，坚持文化
育人、文化启智，创新活动载体，丰富
内容形式，强化“融”的导向和“润”的
作用，着力用中华文化浸润各族群众
心灵，推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
设取得实效。

木垒县建立健全宣传教育常态化
机制，采取“自学+集中”“线上+线下”
等方式组织广大党员干部通过集中轮
训、观看视频、巡回宣讲等多种形式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等内容进行学
习，组织各族群众开展宣讲教育活动
1000余场次，受教育群众20万余人次，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以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木垒养心书苑”和

“闽木缘书斋”两个城市书屋为主阵地，
结合主题党日开展“我的工作与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习大讨论、“我们
是中华民族、我是中国公民”宣誓等全
民阅读活动，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哈萨克
族刺绣大赛、社火表演、剪纸等群众性

民俗文化活动，积极筹备速度赛马、阿
肯阿依特斯盛会、传统美食文化节等赛
事活动，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极大地丰富了各
族群众文化体育活动，构筑各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润物
无声、潜移默化中，深深根植于各族群
众心中。

以文化阵地育人

木垒县充分运用各类建筑、文艺作
品和群众性文化活动开展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宣传活动，全方位、
多渠道、广覆盖宣传中华文化。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打造木垒书
院、木垒草原坎儿井博物馆、胡杨精神
博物馆、“中国传统村落”月亮地村等一
批具有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

的文化展馆、村落，通过守静园、哈萨克
刺绣产业园等一批烙刻中华文化基因
的地标性建筑，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
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教育引导各族群
众树牢中华民族历史观，铸牢中国心、
中华魂。充分利用县域内文化资源，构
建学院+基地研学模式，完成木垒书院
与新疆艺术学院实践教学及艺术创作

基地签约，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
院在英格堡乡月亮地村、大南沟乌孜别
克族乡挂牌设立民族学专业实习基地，
实现学院文化艺术与木垒县特色文化
资源有效衔接，构筑文化发展新高地。
截至目前，建设文化大院32个，主题公
园4个，乡村画廊9个，文化广场15个，
特色文化村（社区）5个。

以文艺精品润心

木垒县深入实施文化润疆工程，大
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县各中小
学均开设国画、书法、剪纸等文艺社
团。2021 年 10 月，木垒县第三小学被
教育部评定为国家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学校。

木垒县持续开展四道沟原始村落遗
址、独山守捉城、平顶山大墓、丝路烽燧等
重要遗址主动性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

实施文物保护基础性设施及利用保护工
程。进一步加大民族特色文化保护传承
力度，哈萨克族刺绣和骨雕列入区、州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木垒县着力打响“木垒河”文化品
牌，积极发挥博物馆、刘亮程文学馆、草
原坎儿井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教育基地作用。新疆作家刘亮程的长
篇小说《本巴》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

这是自 1981 年该奖项设立以来，新疆
作家首次获得。

木垒县充分发挥刘亮程文学馆作
用，成功举办第三届“丝绸之路”菜籽沟
乡村文学艺术奖颁奖活动，创作出版了

《一个人的村庄》《捎话》《木垒河》《脐血
之地》《大地浮雕》等一批本土文学艺术
精品，用中华文化浸润各族干部群众心
灵，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以文化活动启智

木垒县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融入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纳入市民
公约、村规民约等社会规范，大力弘
扬文明新风，强化典型宣传，积极开
展困难帮扶、文明劝导、公益劳动等
志愿服务活动，用文化的力量凝聚人
心。组织“石榴籽”小分队深入基层
开展文艺会演、政策宣讲、送图书、
送科技等文化惠民活动。邀请文化传

承人对秦腔、新疆曲子、饮食文化、
婚庆文化等进行系统挖掘整理。举办

“红色电影下基层”“红色歌曲大家
唱”“红色故事大家讲”“我们的中国
梦·文化进万家”等民俗文化活动1100
场次，各族群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思想根基更加牢固。依托农牧民
夜校、国语课堂、百姓大讲堂、远程
教育系统等平台，广泛开展“结对

子、学语言”“学文化、学技能”“小
手拉大手”活动，举办以“我爱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为主题的朗诵大赛、
知识竞赛、演讲比赛、口语大赛等，
全面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技能”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创业”组合式培
训，大力推动农牧民转移就业，将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融入生活中，使各族
群众不断增进文化认同。

以文旅融合富民

本报讯 通讯员宋华敏报道：今年
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也是落实《昌吉州高质量发展项目
建 设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23—2025
年）》的第一年。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以下简称：昌吉高新区）打
造科技创新强引擎，持续为经济高质量
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8 月 10 日，在位于昌吉高新区创
业创新基地的新疆禹拓物联科技有限
公司新疆水资源信息管控大数据平台
上，实时显示 600 公里外的兵团第五
师双河市农业灌溉用水情况，1600 多
口井和 300 多套地表水系统数据可随
时调阅。

该公司联合浙江杭州云铂信息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利用“大数据+物联
网”技术，研发一体式地下水资源管
控装置，打造新疆水资源信息管控大
数据平台，进行实时监测、实时数据
上传，实现地下水、地表水的远程监
测、精准计量，量身定制“一地一
策”全面高效节水滴灌方案，为高效
节水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目
前，公司获得26件专利和15件计算机
软件著作权。

昌吉高新区在发掘企业科技创新
潜能的同时，注重汇聚集群化创新能
力，让科技创新在高质量发展中产生

“裂变”效应。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智能电力控制设备及电缆制
造创新型产业集群”成为 2022 年度新
疆唯一获得科技部火炬中心公示的创
新型产业集群，也是昌吉州获批的首
个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这个集群汇
聚了特变电工、索科斯、齐鲁阳谷等
龙头骨干企业 39 家，其中高新技术企
业 7 家，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国
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4 家，形成了以
智能电网关键零部件、电工装备、超
导电缆、工业物联网、智能化远程运
维、电力新材料等为主的输变电高端
智能装备制造全产业体系。

昌吉高新区大力加强高新技术企
业培育，目前拥有有效高新技术企业
50 家。新疆新铝铝业有限公司连续多
年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是
新疆铝型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现拥
有授权专利 65 项。8 月 10 日，100 多
名工人在车间加紧生产太阳能边框。

“这条投资 500 万元的生产线于今
年4月开始批量生产。”新疆新铝铝业
有限公司生产副厂长马小刚说，“新疆
光伏产业发展潜力巨大，我们紧抓机
遇，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并与国内有影
响力的新疆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合
作，目前正在做样品。10 月这条生产
线全面投产后，我们每月可为他们提供
1000 吨—1500 吨太阳能边框，为新疆
光伏产业发展作贡献。”

昌吉高新区建立“初创企业、科技
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领
军企业”梯度化培育机制，并在企业陆
续建立科学技术协会，使科技创新持续
迸发新活力。

今后，昌吉高新区将进一步落实
好各级高新技术企业奖补政策，引
导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聚集。支持
规模以上企业建立研发中心，加强
与疆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洽
谈，支持疆内外科研平台在园区设
立分支机构，开展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统筹科创资源，吸引一批科技
型中小企业落地，进一步扩大园区
创新主体数量。

木垒县创新“旅游+民族团结”载
体，以“大活动推动大旅游”，开展系列
节庆活动，今年以来，成功举办昌吉州
首届乡村文旅推介会、冰雪旅游嘉年
华、年货节、电音节、“国潮端午·粽游端
午”等文化旅游活动32场次，吸引疆内
外游客142.2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7.5
亿元。举办新疆首届骑行节和速度赛
马锦标赛、马拉松等赛事，推动乡村民
宿、休闲乐园、农家乐、采摘园等乡村旅

游业态集群化、片区化组团式发展，促
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帮助当地
农牧民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带动 163 家
民宿客栈走上了致富路，使村民在家门
口吃上了旅游饭。依托全疆唯一“国家
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的
特色优势，深入挖掘乡村旅游文化内
涵，积极培育风光电+旅游、生态观光
游、特色研学游等多种旅游模式，推动
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精心为游客推出

“三大组合”精品线路游，月亮地村、沈
家沟村、水磨沟村、菜籽沟村组合，打造
成疆内古村落游研学基地；南部中国农
业公园、万亩旱田、马圈湾景区、最美天
山伴行公路组合打造成自驾游打卡地；
鸣沙山国家沙漠公园、胡杨林景区、叶
勒森沙漠景区、草原坎儿井景区组合打
造成北疆最佳沙漠游的聚集地，进一步
提升“天山净土·养心木垒”城市品牌影
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