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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动 产 登 记 涉 及 千 家 万

户，事关国计民生。广西在深

化“ 互 联 网 + 不 动 产 登 记 ”改

革 、实 现 不 动 产 登 记“ 一 网 通

办”基础上，在全区构建了涵盖

2300 多 个 便 民 服 务 点 和 3100
多个银行网点的“城乡通办”新

体系，探索不动产登记就近办、

网点办、异地办。

向农村延伸，不动产登记

实 现 全 自 治 区“ 就 近 办 ”。 从

2020 年起，广西自然资源部门

积极推动不动产登记窗口向农

村延伸，让农民“办证不出门、

领证不出村”。村民既可通过

网上申请，也可在乡村服务点

就近提交材料。

到 2021 年底，广西延伸至

乡镇、村的不动产登记便民办

理点达 2300 多个，构建形成了

自治区、市、县、镇、村五级全覆

盖的不动产登记“城乡通办”体

系，实现了全自治区不动产登

记“ 就 近 办 ”“ 即 时 办 ”。 2021
年全年，广西通过乡村延伸网

点办理农村不动产登记 200 多

万宗，极大方便了基层群众。

向银行延伸，抵押登记实

现全自治区“网点办”。广西自

然资源厅与中国建设银行广西

分行等金融机构建立抵押登记

战略协作关系，将不动产抵押

登记业务延伸至全区相关银行

网点。目前，广西可直接申请

办理抵押登记的银行网点达 3100 多个，全区所有建设

银行网点实现了全覆盖，方便了企业和群众办理登记

业务，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为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经

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

向掌上延伸，不动产登记实现全自治区“异地办”。

针对越来越多的“异地办”需求，广西自然资源厅还统一

设立综合窗口，将 58项不动产登记标准化业务纳入“全

区通办”系统，开发应用广西不动产登记 APP，推动不动

产登记实现了从“见面办”向“掌上办”、从“时间更短”向

“服务更优”拓展升级。各地不动产登记机构按照“服务

统一、标准一致”的要求受理不同地区的登记申请业务，

办事群众无需回不动产所在地办理。

不动产登记改革以来，广西不动产登记服务水平

实现了大幅提升，办事环节已由 12 个优化至 3 个以内，

登记材料由 12 件压减至 4 件以内，办理时限由 10 个工

作日压缩至 1 个工作日以内。不动产登记主要业务平

均办结时限大幅度压缩：抵押登记 1.65 个小时，二手房

转移登记 2.8个小时，新建商品房转移登记 3.98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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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新疆阿勒泰地区，白雪皑皑，银装

素裹。

寒冬里，群众的工作生活非但没有减速，

反而蒸蒸日上。近年来，阿勒泰地区积极发展

冰雪相关特色产业，包括休闲体育、旅游观光、

配套服饰等，带动群众就业增收。阿勒泰地区

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1 年，阿勒泰地区累计接待游客 3443.73 万

人次，同比增长 58.55%；实现旅游收入 263.23
亿元，同比增长 87.23%。

在厚厚的雪被之下，藏着一个个热气腾腾

的幸福故事。

滑雪场工作人员买依尔别克

“带更多人享受滑雪的乐趣”

走进阿勒泰地区富蕴县的可可托海滑雪场，

皑皑的白雪和湛蓝的天空相互映衬，一望无垠。

哈萨克族小伙买依尔别克·赤合斯踩着双

板，以“之”字形路线从山顶快速滑下，身后溅起

纷飞的雪花。进入雪季后，他比往常更忙碌了。

26 岁的买依尔别克是富蕴县可可托海镇

塔拉特村村民，今年是他在可可托海滑雪场工

作的第五个年头。“在家门口干自己喜欢的工

作，我很满足。”从小在山里长大的买依尔别克

对滑雪有着天然的感情。

2012 年高中毕业后，买依尔别克一直在

当地的餐厅辗转打工。 2018 年，一听说家门

口建起了一座滑雪场，他看到了机会，立马返

乡求职。

“ 刚 开 始 ，我 在 滑 雪 场 负 责 驾 驶 雪 地 摩

托。后来，考了滑雪教练资格证，就做起了教

练。现在，我已经是滑雪场巡逻队队长。”买依

尔别克说。

“这份工作也给了我接触外面世界的机

会。”买依尔别克说，这两年国家高山滑雪队在

可可托海滑雪场开展集训，也给他提供了难得

的学习机会。“我在不打扰他们训练的情况下，

向他们学习滑雪技术。”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

一段时间的刻苦学习和训练，他的滑雪技术有

了大幅提高。2020 年，买依尔别克参加了全国

滑雪登山挑战赛，还拿了垂直竞速赛成年男子

组冠军。

“新的一年，我希望能在家门口，带更多人

享受滑雪的乐趣！”说起新年愿望，买依尔别

克的回答很朴实。

农家乐老板库丽帕热

“到了冬天日子更红火”

一场大雪，给塔拉特村披上了银装。沿着

小路在村里走，“马背之家”农家乐的招牌在一

片雪白中抓人眼球。进入小院，眼前是一片热

闹景象。

56 岁的哈萨克族妇女库丽帕热·哈布力是

这里的女主人。她正忙着给客人续上奶茶，然

后招呼丈夫去后厨看看羊肉煮得咋样了。忙

碌，是她家入冬后的常态。

前些年，和村里其他人一样，库丽帕热一

家进入冬天就是“猫冬”，一切都好像陷入了停

滞。2018 年，村里提出要建设民宿。刚开始她

不以为意，“咱们村这么偏远又这么冷，除了雪

啥也没有，谁愿意来住啊？”

村干部耐心地上门给她解释，原来从可可

托海滑雪场和可可托海 3 号矿坑返程回县城的

游客，都会顺路到这里感受民俗风情。要是村

里的民宿建好了，生意肯定会红火，大伙儿也会

有稳定可观的收入。

库丽帕热一听，觉得靠谱。报名之后，她

在村干部的指导下修缮房子，配备旅游服务设

施，还参加了村里组织的培训。

2018 年 11 月，库丽帕热的农家乐正式开

业，当天就迎来了不少客人。“我们哈萨克族特

色的熏马肠和奶茶，特别受欢迎。”回忆起开业

的场景，她颇为自豪。

如今，库丽帕热经营农家乐已有 4 年，每年

收入 20 万元左右，“到了冬天日子更红火。”眼

下，库丽帕热忙着制作糕点，改进菜谱。现在

的她信心倍增、干劲更足，计划着开春再扩大

规模，接纳更多的客人。

驼绒产品企业负责人李玉梅

“让驼绒滑雪服走得更远”

今年 55 岁的李玉梅，是土生生长的阿勒泰

地区哈巴河县人。从事驼绒产品生产 32 年的

她，有个心愿：让本地的驼绒滑雪服走出新疆。

在从事滑雪服生产之前，李玉梅开设的公

司，以哈巴河县的驼绒资源为依托，研发生产

驼绒被、睡袋、服装等驼绒产品。

2015 年的一次国外滑雪之旅，让她有了生

产驼绒滑雪服的想法。“阿勒泰冰雪资源丰富，

我们从小就爱滑雪，为什么不用优质的驼绒做

滑雪服呢？”说干就干，李玉梅一边做市场调

研，一边加大了驼绒滑雪服的技术研发。

经过 3年的努力，2019年，李玉梅的公司推

出了驼绒滑雪服、滑雪裤等 30 余种产品。正巧

碰上阿勒泰地区在中小学生中开设滑雪课，李

玉梅接到了 9800 套滑雪功能校服订单。“因为

很保暖，孩子们很喜欢驼绒滑雪服。”李玉梅说。

2020 年，国家体育总局到阿勒泰调研，决

定为国家滑雪队采购一批驼绒滑雪服。知道

这个消息后，李玉梅激动得几乎一晚上都没睡

着。经过反复磨合，2021 年 1 月 20 日，她提前 7
天交付了国家队首批定制的 1348 件驼绒滑雪

服。之后不到一个月，她收到了来自国家体育

总局、中国奥委会的感谢信，“你们如期提供了

制作精良的装备，有效保障了国家训练营冬季

室外训练需求！”

“阿勒泰的驼绒滑雪服能走出新疆，真是

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接下来，我们还将迎接

新的任务，继续提升技术，让驼绒滑雪服走得

更远。”谈到未来，李玉梅充满信心。

上图：阿勒泰地区的小学生在将军山练

习滑雪。

阿尔达克·拜斯汗摄（影像中国）

新疆阿勒泰立足特色优势，拓宽发展空间

冰雪冷资源 催生热产业
本报记者 阿尔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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