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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闫曦、王博
报道：初秋，夜幕下的昌吉小吃街
游客络绎不绝，烟火气息浓郁。

“第一次来到这边，就想买个纪念
品带回去，这边的建筑比较有特
色，吃的东西种类也多，边吃边
逛，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感受一
下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挺开心
的。”来自和田的游客刘敬明说。

今年以来，昌吉市立足自身
优势，创新消费场景，打造多元业
态，夜购、夜食、夜娱、夜游……夜
间经济成为满足消费者个性化、
多样化需求的重要方式，在促进
服务业加快发展、释放消费市场
潜力、提升城市魅力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昌吉的夜晚“亮”了起
来、人气“聚”了起来、商家“火”了
起来，让这座城市更加活力四射。

琳琅满目的小吃、民俗与现
代交融的街景，各商家紧盯夜间
美食消费群体的特征、需求和偏
好，特色小吃、潮流文创、民俗文
化展示等业态齐聚。除了赏美
景、品美食外，不少游客在玉石摊
位上驻足观看挑选。文创店内，
各类极具新疆特色的精美手绘画
扇也很受游客喜爱。

昌吉小吃街管委会职工吾努
帕·阿迪木拉提介绍，小吃街目前
有商户共64家，临时摊位共20个，
周一到周五日客流量在5000人左
右，周末双休日客流量可达万人，
近三个月实现营业额900万元，夜
间消费占到全天消费总额的40%。

盘活各类文化资源，打造形
式多样的夜间文化消费体验空
间，使游客近距离体验地域文化
的魅力，让“烟火气”中散发出浓
郁的人文气息。

除此之外，夜购、夜游也是打
开更多年龄段游客市场的“破圈”
利器。初秋的微风已经吹走了暑
气，夜幕之下的昌吉市“庭州不夜
城”汇嘉时代综合体灯光璀璨，一
派热闹景象，这里集聚了星光夜
市、大型商超、时尚潮牌动能街、
后备厢集市等各种业态，不仅有
特色美食，还有服装鞋帽、个性潮
饰、奇趣手作等网红产品，通过优
化街区环境、促进业态创新，这里
现已成为市民、游客夜间消费购
物、游玩体验的新选择。

女装店经营者周婷告诉笔
者：“每晚9时到11时是这里人气
最旺最热闹的时候，客流量非常
大，生意也比较稳定。”

身着汉服与朋友一起边游玩

边直播的闫晓敏对笔者说：“这里夜
景很美，吃喝玩乐购可以一站式解
决，是年轻人心目中的新晋‘网红’打
卡地。在这里晚上做直播跟粉丝互
动聊天，可以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昌吉
这座美丽的城市。”

近年来，昌吉市重点打造了昌
吉小吃街、“庭州不夜城”汇嘉时代
城市综合体、庭州生态绿谷、花间集
和田夜市等共 11 处夜间经济集聚
区，共入驻商户210家，提供就业岗
位约 1250 人，日客流量最高可达 3

万人以上。
昌吉市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

商贸科科长刘敏表示：“我们将持
续推动建设一批基础条件好、人文
底蕴足、夜间消费旺、发展潜力大
的夜间经济示范街区，强化‘夜游’

‘夜健’‘夜品’等元素，打造‘庭州
不夜城’品牌，孵化具有影响力的
融合特色消费打卡地，植入音乐
节、全民健身、美食节等活动，持续
激发消费新动能，加快现代商贸流
通业集群发展优化升级。”

本报讯 通讯员刘玉洁、杨超
报道：连日来，呼图壁县各棉花加工
企业积极做好技术改造、设备检修
等工作，全力落实资金保障，为新棉
收购加工做好准备。

近日，笔者在新疆锦华大桥棉
业有限公司的加工车间看到，工人
们正忙着对打包机、籽棉清理机、喂
花机等设备进行检修和调试，厂区
两条细绒棉生产线的设备检修工作
也已进入收尾阶段。新疆锦华大桥
棉业有限公司厂长刘新兵说：“自7
月中旬以来，我们组织技术工人对
加工车间的生产设备进行了为期40
天的检修。目前，三个厂区的所有
加工设备已达到籽棉加工生产的条

件，计划于9月底开秤收购。”
这两天，在呼图壁县东泉棉业

有限公司的加工车间，工人们正在
安装调试新设备，对厂区设备设施
的安全防护、电气线路等进行检查
维护，确保生产期间设备平稳运
行。今年，该轧花企业以市场为导
向，抓好技术改造，投入资金 2000
万元，对厂区的设备进行全面升级
改造，淘汰老旧设备，引进新技术新
设备。据介绍，这些设备的投入使
用，将极大地提高企业轧花质量和
工作效率，生产力将比往年提高
60%。呼图壁县东泉棉业有限公司
厂长陈光汉说：“设备安装工作这个
月底能完成。在收购期间，我们公

司将按质论价、优质优价，保障棉农
的利益不受损害。”

据了解，今年呼图壁县种植棉
花52.6万亩，全县27家棉花加工企
业 32 条生产线设备检修已接近尾
声，棉花收购资金也已准备到位，预
计9月底将陆续开秤收购新棉。

呼图壁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程秀杰说：“全县各金融机构已
筹措到位资金22亿元，预计在收购
前可落实各类资金30亿，基本保障
全县棉花收入期间的资金需求。在
棉花收购期间，我们将联合市场监
管、应急、消防等部门开展联合监督
检查，积极听取群众的意见，保障广
大棉农利益。”

本报讯 通讯员闫曦、吕振江报道：昌吉市残联、
昌吉市住建局、昌吉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爱心企业
近日共同开展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活动。

活动当天，昌吉市残联等单位为部分困难残疾人
家庭的孩子和部分残疾人发放了金秋助学金、辅助器
具、夏凉被、爱心书包等。

据了解，活动现场共发放宣传资料200余份，义诊人
数80余人，提供政策咨询服务70人次。

本报讯 通讯员周雪娇报道：连日来，吉木萨尔县
一万多亩制种黄瓜陆续成熟，种植户抢抓时机、抓紧采
收，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收获景象。

由于制种黄瓜投入少、利润高，市场行情好，成了
农户种植的主要经济作物之一。8月26日，在二工镇
头工街西村制种黄瓜地里，村民吴丽正忙着采收制种
黄瓜，一根根黄瓜堆满了田间。“这两年制种黄瓜子收
购价格高，市场需求也大，瓜子刚收获，就被厂家收购
了。今年我种了400多亩地订单制种黄瓜，不愁销售，
收入比较可观。”吴丽笑着说。

吴丽给笔者算了一笔账，制种黄瓜亩产量60公斤左
右，种业公司按现价70元到75元的价格收购，亩收益在
2000元至2500元。

本报讯 通讯员张超报道：近年来，奇台县吉布库
镇把农村环境整治、提升村容村貌、建设美丽乡村作为
民生工作的重点，为二马场村争取项目资金1300万元，
开展村片组人行步道、污水收集处理及配套设施建设。
通过加大整治力度、提升整治标准，实现村庄种植区、生
活区、养殖区“三区分离”，使村容村貌环境全面改善。

走进奇台县吉布库镇二马场村，一条条柏油巷道
干净整洁，道路两旁绿植郁郁葱葱，农家庭院干净整
齐，房前屋后绿色蔬菜长势喜人，一幅恬静悠然、生态
宜居的乡村美景尽收眼底。

二马场村村民乌米尔汗·萨帕尔汗说：“去年村里生活
区和养殖区分开，现在环境卫生也好，我养了几十头牛、二
十多只羊。”

吉布库镇二马场村有农户 220 户 713 人。村“两
委”不断探索发展优质、规模化畜牧养殖，积极培育农
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不断拓宽群
众增收致富渠道。目前，该村总投资805万元的秸秆
饲草料收储运一体的秸秆综合利用基地项目正按工期
进度进行建设，项目完全建成后，可实现农作物秸秆年
加工约3万吨，直接壮大村集体经济32.2万元。

本报讯 通讯员周静静、张彦蕊报道：秋高气爽，
艳阳高照。这几天，在吉木萨尔县蒜田里，农民们在田
间地头忙着采收、晾晒、包装大蒜。

吉木萨尔县盛产白皮大蒜和紫皮大蒜，主要种植
区域在山区乡镇。据了解，今年全县种植大蒜 3068
亩，其中白皮大蒜3000亩。

大有镇广泉下村村民杜金军家今年种植了9亩白
皮大蒜，近日前来地头收购的商人络绎不绝。杜金军
说：“今年的大蒜是新品种，品质、品相好，销路也好，比
其他品种的蒜早挖了10天，一亩地大概能出大蒜350
把，售价25块钱，一亩地净利润4000元。”

吉木萨尔县地理位置独特，大蒜种植历史悠久。
大有镇为白皮大蒜主要产地之一，所产白皮大蒜个大、
皮薄、瓣匀、味醇香辣、质地紧密、大蒜素含量高、氨基
酸种类全、耐贮易运、久不变味，深受全国各地客商青
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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