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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舒适、放飞的感觉”，在智能步道区跑了
“10 公里+”的健身爱好者蔡晓玲体验感拉满。“昌吉
发展真是日新月异，这里健身环境不比北上广差，身
体好才能工作好。”跑步“达人”常建洋自信满满。总
投资800万元的昌吉体育公园提升改造后，成为继人
民公园、晋昌公园、庭州生态绿谷、滨湖河中央公园

之后又一个功能较为完善的综合性公园。为推动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今年昌吉市投入2.188亿元，新建、
改建、扩建中小学和幼儿园，新增学位7680个。持续深
化三医联动改革，全力推动医疗资源共享，实现“首诊
在基层，康复回社区”的分级诊疗格局。全市47个社区
助餐点每天约为上千名老人提供助餐服务。“村里建的
老年互助幸福院和卫生室，让我们安享晚年。”六工镇
76岁的买买提·乌拉音说。

以人民为中心，昌吉市坚持把财政收入的 75%以

上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
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上持续用力，先后获全国文明城市、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模范集体和自治区乡村振兴示范县等殊荣，跻
身中国县域经济西部百强县市。“我们将持续延伸
产业链、贯通供应链、提升价值链，用高质量发展的
实际成效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推进共同富裕中，擦
亮各族群众幸福底色。”昌吉州党委常委、昌吉市委
书记李长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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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吉市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宋良壁

昌吉市位于祖国西部边陲，总面积7971平方公里，辖8镇2乡6个街道办事处和2个国家级园区，有汉族、回族、哈萨克
族和维吾尔族等32个民族，总人口60.7万。近年来，昌吉市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

“加强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重大决策部署，坚守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主题，在促进各
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中，让各族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推进共同富裕在行动、在身边。

共同富裕“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乡村振兴路上，
昌吉市因地制宜发挥地缘、资源优势，差异化发展特色
产业，农村产业更兴旺、农民生活更富裕。

虽然室外天寒地冻，但在三工镇常胜村文化活动
中心内却欢声笑语、暖意融融。参加一年一度的股
份经济合作社分红大会是村民最开心的事。“3120
元，已经不少了。”领到分红款的阿布拉·买买提乐得
合不拢嘴。“村里的1386名少数民族村民每年都能领
到分红款，致富路上不让一个民族兄弟掉队。”村党
委书记潘金永说。

三工镇常胜村有10个村民小组，4107人，少数民族
占总人口的44%。村党委依托城郊村优势“一组一策”，
通过“特色餐饮+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模式，投资1300
余万元打造多元新业态，村集体年收入400余万元。今
年6月，常胜村被命名为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

六工镇十三户村探索发展生态休闲观光农业新模
式，常年举办油菜花节，先后荣获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第
三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荣誉称号。今年村集体经济收
入233.88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达2.43万元。

常胜村和十三户村只是昌吉市“传统一产不放松，产
业延伸有特色”的一个缩影。围绕促进特色产业提质增
效，昌吉市扶优做强九圣禾、朗青畜牧等国家级、自治区
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依托全疆首个国家现代农业

（种业）产业园，制种面积稳定在12万亩以上，种业全
产业链总产值达 34.75 亿元。成功承办中国新疆（昌
吉）种子展示交易会和自治区大中型灌区现代化建设
管理现场会。深入实施奶业振兴行动，现代牧业、优然
牧业落户昌吉市十万亩现代畜牧产业园，吉缘牧业智
慧化牧场开工建设，全市奶牛存栏 3 万头、日产鲜奶
250吨。积极探索绿色生态“鱼蛙”共生养殖新模式，
温控大棚循环水养殖南美白对虾喜获成功，水产养殖
业总产值突破2亿元。“昌吉市番茄”被评为新疆特色
农业好产品公用品牌，新疆天宏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纯骆驼灭菌乳、新疆仓麦园有限责任公司特制一等小
麦粉被评为新疆特色农业好产品。2023年预计实现
农产品加工业产值203.7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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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嵌融合促发展

推进共同富裕离不开企业的深度参与。昌吉市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企业把“爱家、
爱企、爱国，个人梦、家庭梦、中国梦”融为一体。

8月22日，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特变电工股份有
限公司举办第31届集体婚礼，以中国山水画为背景，突
出共筑“中国梦”主题的31米长的蛋糕，成为焦点。100
对新人身着民族传统服饰喜结良缘。迄今为止，公司共
有4000多对新人通过集体婚礼开启幸福生活。“集体婚
礼既隆重也很有意义，我们将扎根昌吉，经营好‘小家’
为‘大家’多作贡献。”特变电工新疆天池能源有限责任
公司工程师杨鑫卓说。

最令员工自豪的是自治区成立60周年时，党中央
赠送给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的“盛世石榴花瓶”。作

为我国大型能源装备制造企业集团，特变电工股份有限
公司35年创业史是一部各民族职工的团结奋斗史。目
前，公司有少数民族领导干部 247 名，技术骨干 800 余
名。努力古·依明荣获全国五一巾帼标兵，阿里木·玉素
甫荣获自治区首届“十佳民族团结之星”。2022年公司
在昌吉实现销售收入389亿元，上缴税金50亿元，同比增
长158%，先后荣获全国文明单位、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
体和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称号。

昌吉市本土企业新疆笑厨食品有限公司把“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企业文化，生产的“笑厨”牌调味
品获中国驰名商标，产品远销国内外。今年46岁的公司
液体包装车间工人阿不拉是二六工镇红星村村民，2018
年他被招收到笑厨公司上班，由汉族师傅一对一帮带。
仅半年时间，阿不拉的国家通用语言水平提高，工作技能
提升，他每月5000元的稳定收入，让一家人的生活品质
得到了提升。“不只是在生活困难时给予帮助，而是授人

以渔，帮助他们成为产业工人的同时，实现他们的人生
价值。”新疆笑厨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勇说。

目前昌吉市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具有昌吉特色的
现代产业体系正在形成。聚焦自治区八大产业集群，昌
吉市做强总部经济，打造以蓝山屯河、溢达纺织等企业
为“链主”的装备制造、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等10个总部
经济产业链。特变电工、蓝山屯河被确定为“两化”融合
贯标试点企业，仓麦园获评自治区绿色供应链示范企
业。昌吉市启动创建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市，笑厨食品等
4家企业荣获自治州首届政府质量奖。新疆信息产业
园加快建设，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全部入驻。昌
吉高新区获批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新认定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5家，特变特高压变压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通过
科技部验收，填补了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空白。今年
前三季度，全市实现生产总值450.5亿元，实现公共财政预
算收入30.3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9%和37.2%。

凝心聚力促进步

作为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后花园，在利用地缘
优势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中，昌吉市进一步加强民族
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进一步感党恩、听党
话、跟党走。

不是兄弟胜似兄弟。在昌吉市，“金城牛大碗”连
锁店合伙人梁强与买买提江之间的民族团结感人故事
广为流传。今年41岁的梁强2005年从甘肃来昌，和比
他小一岁的买买提江同在一家牛肉面馆打工，一来二
去两人成了知己。用买买提江的话说，他俩的关系就
像新疆的烤肉和拉面一样分不开。2010年，牛肉面馆
老板要回老家，两人一拍即合，共同筹集资金把店盘了
下来，并取名“金城牛大碗”。之后的几年，两人起早贪
黑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2019年在相关部门的支持

下，两人投资130多万元开了第一家分店。如今的“金城
牛大碗”连锁店已是一个由5个民族32名员工组成的“团
结和睦”大家庭。“明年我们还打算再开一家分店。”买买
提江说。

为发挥现代服务业集聚优势，提升承载能力，昌吉市
投资 5500 万元打造充满地域特色的昌吉小吃街，集观
光、旅游、饮食、购物为一体，坚持“一店一特色，一菜一故
事”荟萃民族饮食习惯精华，浓缩新疆饮食文化精髓。乌
鲁木齐等周边县市游客常来光顾。目前，昌吉小吃街入
驻商户63家，间接带动6000多人就业。

今年昌吉市成功举办中国职业篮球俱乐部挑战赛
（昌吉站）、猛龙出击拳王争霸赛和昌吉第十四届美食
文化旅游节等各类文化体育活动524场次，累计接待游
客1320.51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72.5亿元。“乐享消费·
幸福昌吉”促消费活动深入开展，11家A级物流企业实
现产值 23.56 亿元。春秋季房交会新房二手房交易额

47.23 亿元。2023 年前三季度，现代服务业产值占
GDP比重达到40%。创品牌、促消费，加速提档升级
的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拉动昌吉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新引擎。

随着经济发展，新兴业态不断涌现，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队伍不断壮大。为凝聚力量，昌吉市以强化
共同奋斗为引领，今年 8 月将定位为“信息金融”平
台的昌吉八戒创新创业园确定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实践创新基地。依托猪八戒网共享服务交易平台，
为小微企业提供灵活办公空间，聚集孵化各类新社
会阶层、新兴领域及新业态人才，服务实体经济。
作为社会组织党建示范点和打造的“同心筑梦· 新
聚昌吉”新阶层实践品牌，目前园区线上线下签约
入 驻 企 业 189 家 ，产 值 10211.88 万 元 ，贡 献 税 收
466.89 万元，累计带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就业超过
8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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