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村绿树成荫，乡村小道干净
整洁；一个个农家院落精美别致，家
家户户房前屋后鲜花绽放；民族团
结文化长廊内容丰富、形象生动；乡
风文明礼仪馆、村史馆、党史馆展示
厅简约大气……走进昌吉市三工镇
常胜村，一幅团结、和谐、美丽的乡
村画卷让人耳目一新。

前不久，2023年自治区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单位名单公布，常胜村
位列其中。

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昌吉
州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在常
胜村村史馆内，荣誉奖牌挂满墙壁，
这是常胜村各族村民心手相牵、团
结相助，共同写出的乡村振兴答卷。

常胜村共有户籍人口1073户、
4107 人，有汉族、回族、维吾尔族、
蒙古族等10个民族，少数民族占总
人口的 44%。多年来，常胜村始终
把民族团结作为维护稳定、促进集
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工作来抓，各族
村民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团结和
睦、共同发展，奏响了民族团结进步

“和谐曲”。
“各民族群众拧成一股绳，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们村正以民
族团结进步为动能，为乡村振兴注
入新的活力，努力建设宜居宜业美
好家园。”常胜村党委书记潘金永
说。

乡村治理 人居环境焕新颜

绘制新农村文化墙、改善村内
道路环境……常胜村把改善人居环
境作为一项常态化工作持续抓好抓
实，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整治村
容村貌，全面提升乡村“颜值”和“气
质”。

为更好解决乡村环境卫生整治
难题，2019 年，常胜村成立了物业
公司，购买了洒水车、扫雪车等机械
设备，还建立起一套规章制度，聘请
30多名村民做专职保洁员，不仅美
了乡村环境，也富了村民口袋。

常胜村还大力宣传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美丽乡村打造的重要意义，
广泛发动党员干部、村民群众积极
参与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来，激
发群众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集中、
入户宣传等方式，让群众把讲卫生、
爱环境的理念融入日常生活。

“我们持续推进乡村治理，不
断增强群众环保意识，让群众成
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的主力
军、先锋团，让‘治环境、聚民心、
树形象’的观念深植于群众心

中。”潘金永说。
“为了给我们提供舒适整洁的

居住环境，村‘两委’做了很多工
作。现在，我们也养成了文明投放
垃圾的习惯，我也希望大家都能继
续坚持文明习惯，让我们的村子更
加美丽、宜居。”村民阿巴别克热·吾
斯满说。

58年前，用“老牛破车疙瘩墙，
人瘦马多烂杂工”来形容的常胜村，
如今早已成为“田成方，树成行，道
路平坦渠成网”的美丽新常胜。

乡风文明 凝聚乡情润人心

8月21日，常胜村组织20余名
大、中、小学生走进村史馆等处开展
研学活动，看村庄发展变迁，听民族
团结故事。

“从民族团结文化长廊到村史
馆再到乡风文明礼仪馆，通过今天
的参观学习，我们不仅深入了解了
常胜村一路走来的发展历程，还更
加深刻地体会到团结就是力量，只
要我们各民族群众团结起来，就能
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暑期返乡大
学生、常胜村村民耿小棋说。

近年来，常胜村坚持党建引领，
持续推进民族团结和乡风文明建
设，打造了“民族团结文化长廊”“乡
风文明礼仪馆”“村史馆”“党史馆”
等民族团结进步宣传阵地，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
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不断推进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促进
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

“百善孝为先 兄弟和为贵”“感
恩国家感恩党 好好做人勤奋学”

“继承中华优良美德 做对国家有用
之人”……在常胜村乡风文明礼仪
馆内有一面家风家训墙，上面写着
常胜村教子有方、孝老爱亲、热心公
益等先进家庭的家训。“我们希望通
过这些家风家训的集中展示，在全
村营造‘学习身边人身边事，争做新
时代新农民’的良好氛围，从而更好
地引导村民明大德、守公德、严私
德。”潘金永说。

如今，常胜村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题打造的宣传思想
文化阵地，成为了传承历史文化、促
进乡风文明、提升村民素质的新高
地，不仅唤起了村民对先辈创业不

易的感慨，更加激励着各族群众珍
惜当前美好生活，齐心协力传好民
族团结进步接力棒，跑好民族团结
进步接力赛。

乡村振兴 产业赋能添活力

8 月 16 日，昌吉市民骆绪平和
家人朋友来到常胜村石榴籽家庭农
场，准备在这里午餐。“这里离市区
很近，不仅能采摘新鲜蔬菜，还提供
烧烤场地，我们今天就准备烧烤。”
骆绪平边支起烧烤炉边对记者说。

时下，远离城市喧嚣、近郊观
光，吃农家饭、干农家活成为了越来
越多市民追求的新时尚。常胜村充
分发挥地理位置优势，瞄准乡村休
闲旅游新机遇，流转村民土地1000
余亩，打造了石榴籽家庭农场，吸引
了不少周边游客前来采摘、观光、度
假，为村集体经济创收17万余元。

近年来，该村党委坚持发展“一
村一品一特色”产业，多元化选择项
目进行投资，大力发展特色经济，实
现村集体持续增收、村民充分就业
创业。位于昌吉市阿什里乡二道水
村的昌吉市布拉合奶牛养殖专业合
作社便是该村投资项目之一。

2021 年，常胜村投入 120 万元
购买了 100 头奶牛，交由昌吉市布
拉合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进行托管
养殖，每年可增加常胜村村集体收
入14.4万元。“通过托管奶牛，我们
合作社的日产奶量增加，效益越来
越好，员工的收入也越来越高。”该
合作社法人代表陶文慧说，“我是土
生土长的常胜村人，有了常胜村的
大力支持，我对合作社的发展充满
了信心。”

“乡村要振兴，产业要先行。奶
牛托管项目是我们积极扶持本村创
业者的一次实践，我们还将探索更
多路径，依托乡村振兴项目，大力推
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断壮大
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常胜村党委副书记梁万春说。

2022年，常胜村实现集体经济
收入40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23500
元，大家腰包鼓起来了，各族村民实
现了同心、同享、同乐、同富，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常胜村变美了、产业发展了、
村民富裕了、人心更齐了。接下来，
我们更要用心浇灌民族团结进步之
花，手足相亲、守望相助，让大家像
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让民
族团结之花常开长盛。”潘金永说。

本报讯 通讯员穆亚丽、宋凯琪报道：眼下正值秋
收关键期，呼图壁县金融机构全力做好棉花收购资金
供应，为全县棉花秋收提供强劲金融支撑。

近日，在呼图壁县银弘棉业有限公司厂区里，呼图
壁农商银行工作人员正在棉业公司负责人的带领下调
研参观厂区，并向棉业公司负责人了解今年棉花加工
企业收购棉花的资金需求。

呼图壁县银弘棉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章良云说：“呼
图壁农商银行为我们授信了2亿元收购资金，确保在
棉花收购过程中能及时付款。”

为切实做好今年棉花收购信贷支持工作，呼图壁
农商银行按照“分段启动、小额勤放、资金不断档”原
则，把控贷款投放节奏，确保资金供应充足、及时到位，
杜绝“打白条”等现象，严控贷款风险。该行还开通棉
花收购贷款发放审批绿色通道，有效保障棉花收购信
贷资金的及时到位，计划为县域22家棉花加工企业提
供39.3亿元棉花秋收信贷资金。

呼图壁农商银行业务部总经理白勇说：“预计在9
月25日前将首笔贷款收购资金发放到企业。”

据统计，今年呼图壁县域棉花种植面积120万亩，
平均亩产450公斤，预计产量达51.3万吨，平均收购单
价7300元/吨，预计需收购资金近40亿元。

本报讯 通讯员白云峰、王宏庆报道：奇台县开垦
河渠首（水闸）除险加固工程是该县防洪体系建设的重
点工程，总投资3500万元，今年5月初开工，目前已完
成80%工程量，计划10月底投入运行。

近日，笔者在施工现场看到，水闸的主体以及600
米引水、输水渠道防渗工程已经完成，施工人员正加紧
进行前翼墙的施工和自动化系统的安装。“正在施工的
是金属结构，就是闸门的安装和启闭机的安装，还有自
动化测报安装，到今年 10 月份可以达到初步运行要
求。”项目施工技术员王建峰说。

开垦河渠首（水闸）除险加固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
括拆除溢流堰、上游引水闸、上游泄洪闸、上游冲沙闸，
新建4孔泄洪闸、1孔冲沙闸以及3孔上游引水闸，维
修改造引水弯道、更新闸门、启闭设备、电气控制系统
以及观测设施、管理站房修建等13项单元工程。

开垦河是奇台县径流量最大的河流，年径流量1.59
亿立方米。该工程建成后，能有效缓解当地农业需水与
水资源短缺的矛盾，使灌区40万亩农田得以有效灌溉，5
万多农牧民从中受益。

本报讯 通讯员孙慧琴报道：近日，吉木萨尔县二
工镇举办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培训会。

吉木萨尔县二工镇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对象为15
个行政村和北庭春综合物流园，采取“地毯式”清查方
法，对法定代表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在全面清查的基
础上进行普查登记；对个体经营户在全面清查的基础
上，进行抽样调查，做到全面清查辖区内全部法定代表
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个体经
营户。镇、村两级线上线下齐头并进，借助头工街市场、
村民说事日、党员大会等多种方式宣传普查公告。

8月以来，普查员佩戴普查工作证，深入每个普查
对象，确保普查工作全覆盖、零死角。截至目前，共计
17家企业及产业单位、12家合作社、2家个体经营户
完成清查采集软件上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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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台县开垦河渠首除险加固

工程有序推进

吉木萨尔县二工镇

扎实开展经济普查工作

聚民族团结合力 谱乡村振兴新篇
——昌吉市三工镇常胜村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左晓雨

9月3日，吉木萨尔县二工
镇董家湾村果木种植家庭农场
内的蟠桃已成熟，农场负责人庄
新德正忙着采摘蟠桃。

据了解，吉木萨尔县二工
镇董家湾村果木种植家庭农场
于2021年成立，建成了60余亩
桃园进行生态种植，并利用抖
音、视频号等吸引游客前来采
摘，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张德峰 摄

呼图壁县：金融“活水”助力

棉花秋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