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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蒙 古 自 治 区 最 西 端 的 额 济 纳 旗 ，有
500 多公里长的中蒙边境线，牧民居住偏远、
分散，综合服务保障难度大。额济纳旗充分
发挥供销合作社职能作用，打造“车轮上的
党员服务站”，为偏远地区农牧民配送物资，
并提供科技、文化、畜牧和医疗卫生等多项
服务。哪里农牧民有需要，服务就送到哪里。

近年来，额济纳旗强化党建引领，延伸党
建服务线，覆盖到边境各个“角落”。统筹在边
境苏木镇建立“苏木镇党委+嘎查党支部+驻地

军警部队和派出单位党组织”的“党建联合
体”，开展政策宣讲、医疗卫生、法律维权、助农
助牧、应急救援等志愿服务。

通过实施“千名党员进党校”行动，搭建
“流动党校”，将宣讲搬到胡杨林、牧户家、田间
地头及边境哨所，把党的声音延伸到北疆最深
处、基层最“末梢”。额济纳旗有“三易旗府”、居
延海生态保护建设、算井子边防派出所等红色
资源，通过广泛开展各类研学、宣传、教育活
动，打牢基层党员干部群众爱边奉献、守边尽

责思想基础，筑牢边境思想线。
额济纳旗整合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富民兴

边、财政奖补“一事一议”及驻地部队帮扶资
金，以村企合作、入股分红、飞地经济等模式，
不断发展壮大嘎查集体经济，建立完善“党支
部+企业+合作社+农牧户”利益联结机制，发
展乡村民宿、林果种植、牲畜养殖、煤炭运输及
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等，使集体经济收入实现

“多点开花”，培育富民经济线。
额济纳旗还推行“旗处级领导+苏木镇嘎查

（社区）+基层民警+网格员+包联单位”五位一
体的基层治理体系，建立“边境一家亲警务室”

“戈壁移动警务室”“蒙古包哨所”。通过扎实开
展党政军警民联防联控、巡边清边联合踏查活
动及矛盾纠纷大排查大化解行动，解锁边境管
理盲区，共筑边境安全稳定线。 （魏丽娜）

冬日北疆，白雪纷飞。走进内蒙古自治区
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乌兰陶勒盖镇的“飞地经济
产业园”，却不见一丝冬闲景象，映入眼帘的是
宽阔笔直的马路、整齐排列的厂房，一台台设
备正在高速运转，工人们在加工流水线上忙得
热火朝天，库房里一摞又一摞的锚杆网片正准
备发往全国各地……

“目前我们已引进锚杆网片厂、肉食品精
深加工基地等 4家企业，这是我们拓展村集体
经济飞地发展模式的实践地，也是我们盘活闲
置资源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新路径。”乌兰
陶勒盖镇党委书记乌都巴拉说。

为有效破解村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单
村发展能力弱、资源资金分散、项目建设实
施难等“老大难”问题，乌审旗坚持党建引
领，打破村域行政界限，将闲置土地集中流
转、统一规划，整合投入资金 2000 余万元建
设标准厂房，成立“村投公司”统筹管理运
营，全面建设“飞地经济产业园”。

“通过建设‘飞地经济产业园’，我们
已经构建起了党建引领、政府引导、企业
运营、村集体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市场
化运作集体经济新模式。”乌审旗委组织部
常务副部长陈德华介绍。目前，该旗已成

立“村投公司”6 家，全旗村集体经济经营
性收入总量将达到 1.2 亿元以上，同比增长
19.7%，创历史新高，点燃了集体经济发展
的“强引擎”。

乌审旗还通过折股量化、合作经营等
方式，带动全旗 61 个嘎查村集体经济纯收
入全部达 25 万元以上，超过 1/3 的村进入
鄂尔多斯市集体经济百强榜，村集体经济
平均收入居全市首位，进入自治区前列；
逐步探索出一套优化资源要素配置、促进
乡村产业振兴、抱团壮大集体经济、解决
剩 余 劳 动 力 就 业 的 机 制 ， 构 建 起 集 聚 资
源、撬动投资、产业多元、带动增收为一
体的飞地经济新格局。

“近年来，我们全面推进抓党建促乡村
振兴，立足地区资源禀赋，不断推动村集体
经济转型升级，助推农村牧区各项工作共富
同行。”乌审旗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韩玉峰
表示。

打造“车轮上的党员服务站”打造“车轮上的党员服务站”

“飞地经济”耕深乡村共富
本报记者 张 枨

冬日时分，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文化街道社区红水塘村的苹果产销已
“落槽”，余下的苹果已作冷藏零售处理。为帮助果农及时把库存苹果销售脱
手，云南省丽江市税务部门组建“冬暖助农”服务队，走访红水塘村苹果滞
销较为严重的农家，开辟促销与加速消费绿色通道，以“税动力”助农、惠
农、扶农，让当地群众的“钱袋子”鼓起来，为乡村振兴助力赋能。

杨继忠摄

近年来，浙
江省杭州市余杭
区围绕抓党建促
乡村振兴，深化

“千万工程”，挖
掘全域景区资源
和 乡 村 文 化 内
涵，以农旅、文旅
促经济发展。图
为该区黄湖镇党
群服务中心举办
民俗特色活动。

王亚楠摄

湛蓝清澈的天空下，白雪勾勒出轮廓的天山仿佛正
张开热情的双臂，迎接着远方的来客。

冬日，记者走访了坐落在天山东麓的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哈密市。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自古以来
就是多民族聚居、多种文化交流融合的地区，也因盛产
香甜可口的哈密瓜而闻名于世。如今，位于丝绸之路经
济带上的哈密，正在各族人民的团结协作和不懈努力下
展现出新的活力，人们的生活如哈密瓜一般幸福甜蜜。

一杯驼奶，富了农户

清晨，天刚擦亮，克然木·吾吉一如往常准时走进驼
舍。摘下皮手套，拉高帽沿，克然木目光如炬，仔细确
认着每一峰骆驼的情况。

这里是位于哈密市伊吾县下马崖乡的众合骆驼养殖
专业合作社，克然木是合作社的检疫员。“骆驼们吃得怎
么样？状态好不好？有没有生病？”用克然木自己的话
说，他是骆驼们的“私人保健医生”。

合作社里，100多峰骆驼膘肥体壮，大小骆驼分栏管
理，井然有序。合作社的负责人努尔艾力·喀斯木是一位
干练的 90 后小伙儿。“这些骆驼每天能产奶 300 多公斤，
净收入上万元。”谈起合作社的情况，努尔艾力如数家
珍，“还有800多峰骆驼由专人养在戈壁滩上，它们可都
是我们合作社的宝贝！”

5年前，原本在淖毛湖镇一家新能源企业上班的努尔
艾力回到下马崖乡，接手了父亲建立起的合作社。在当
地政府大力支持下，合作社骆驼养殖规模逐渐扩大，如
今年收入已达200多万元。不仅自己腰包鼓起来了，努尔
艾力还实现了带领农牧民增收的愿望。合作社托管了下
马崖乡88户、苇子峡乡43户农牧民家的骆驼，每年给农
户分红50多万元。

“以前没有合作社的时候，我们自己养骆驼难得很！
赶到滩子上去，骆驼走丢了、被狼吃了，都是常有的
事。”克然木回忆道。现在农户们把骆驼托管给合作社，
养殖、防疫都由合作社专业统一管理，“安全得很！放心
得很！”除了做检疫员每月能拿到4000元的工资外，克然
木自家的20峰骆驼也托管在合作社里，每峰骆驼每年能
得到1000元的分红，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在合作社的挤奶大厅里，十几峰骆驼整齐“列队”，
挤奶工吾木提·托列吾汗正熟练地操作设备给骆驼挤奶。
见记者凑过来，她连忙示意不要靠太近。“别看骆驼这么
大个儿，可是怕人呢！生人一来就不出奶，只熟悉我
俩。”吾木提和丈夫都在合作社工作，一个挤奶，一个赶
骆驼，两口子一个月加起来能挣一万块钱。

距离下马崖乡 80公里外的盐池镇农产品加工园区中
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实验室里，29岁的阿曼古丽·条良正
一丝不苟地检验着驼奶样品。新鲜度、杂质度、营养指标
检测、微生物检测……送进厂的每批鲜奶，都要经过几十
项检测，合格后才能进入生产线。众合合作社的驼奶，都
是运往这家企业加工成驼奶产品，再销往各地。

2017年，阿曼古丽从塔里木大学食品质量与安全专
业毕业后，便一头扎回家乡的戈壁荒滩。从最初的化验
员，到化验主管，再到如今的技术经理，6年时间，阿曼
古丽与这家河南援疆企业一起成长，收入也从最初的每
月 3000 元，增加到年薪 20 多万元。“靠着自己的双手，
我的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甜，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干的
是我喜欢的专业，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谈及未来，阿曼古丽希望通过进一步学习，参与公
司的产品研发，“研发出更好的产品，提升驼奶产品的附
加值，就能帮助更多的骆驼养殖户”。

哈密市是新疆骆驼特色产业发展的优势区域，伊吾
县、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被自治区列为天山北坡现代驼产
业贸易核心区经济带，目前全市有规模化骆驼养殖合作社
12家、骆驼产品加工企业2家。骆驼，这个曾经丝绸之路上
的“沙漠之舟”，如今已变身为兴边富民的“产业之舟”。

一所学校，温暖人心

晚上 6 点 50 分，是哈密市豫哈实验学校住宿生们的
晚餐时间。这会儿的学生食堂，同学们正一边用餐，一

边交流着一天的学习情况和校园里发生的新鲜事儿。
“祝你生日快乐！一，二！”忽然间，不知是谁起了

个头，大家一齐打着拍子唱起了生日歌，整个食堂霎时
间充满了温馨的气氛。

歌声与掌声一落，记者马上好奇地问身边的同学：
“是谁过生日呀？”“是夏合！”循声望去，一个女孩脸上
略带腼腆却又难掩激动地笑着向记者示意。

女孩是九年级 6班的夏合努尔·亚生。她说，每当有
同学过生日，学校都会组织大家这样齐唱生日歌。今天
轮到自己收到生日祝福，夏合努尔心里满满的幸福感。

豫哈实验学校是由河南省全额援建的九年一贯制学

校，2019年投入使用，目前有2700多名各族学生就读。
在豫哈，记者听到师生们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是

“幸福”。
从学生食堂出来，学校党总支书记马冬茹告诉记

者，为了满足孩子们的味蕾，学校专门请老师、学生、
食堂主任组成了“膳食委员会”，通过调查问卷收集学
生们的想法，结合时令与学生需求设计食谱。不少学生
都说，在学校吃得比在家里都好。

在学生宿舍，每一间门口都有一块小小的形象展示
牌，上面有宿舍成员们的合影和宿舍格言。七年级5班的
阿伊夏·买买提，小升初从五堡镇的小学考入豫哈，因为

家远，选择了住校。“我们的宿舍真的就像一个小家一
样，每个宿舍都有老师担任的‘小家家长’，不仅照顾我
们的生活，有不开心的事情还可以向她们倾诉。”阿伊夏
说，自己和宿舍的同学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大家还经常
分享自己家乡和民族不同的文化习俗。

喜欢画画的阿伊夏参加了学校的绘画社团，社团活
动让她觉得校园生活非常充实。在放学后的体育馆里，
记者看到，舞蹈社团的同学们跳着维吾尔族、哈萨克族
舞蹈，戏曲社团的同学们在学唱京剧、豫剧……校长吾
其空·卡得尔说，学校以社团为载体向学生提供多样化的
课后服务，成立了 29个各类丰富多彩的课外社团。在设
置社团和课程时，将各民族文化融合了进来。

作为“组团式援疆试点学校”，2020 年以来，豫哈
先后有 46 名河南援疆教师前来工作。说起援疆教师，
九年级语文老师、年级组长阿衣木古丽·阿布力米提情
不自禁竖起大拇指：“援疆老师们把先进的理念和工作
方式带过来了，在各个学科都能起到引领作用。他们
的专业水平、以校为家的奉献精神，都值得我们学
习。他们与学生相处得特别和谐，学生们也特别爱听
他们的课。”

已经任教 27 年的阿衣木古丽 3 年前来到豫哈交流轮
岗。她坦言，这里是她工作过的学校里软硬件最好的，

“能在这里学习的学生很幸福，能在这里教学的老师也很
幸福”。

近年来，哈密市不断优化城乡教育资源空间布局和资
源配置，并依托河南对口援疆的机遇，有效缓解了教育
资源不平衡问题，实现了适龄儿童由“上学难”到“有
学上、上好学”的重大转变，满足了千家万户对优质教
育资源的需求。

一场聚会，迎接新春

一夜雪，哈密的气温骤降到零下十几摄氏度。这个
冬天格外冷，但哈斯木·牙合甫的心里却是暖暖的——因
为雪季来了，就可以举办阔克麦西热甫了。

“阔克”是维吾尔语“青苗”的意思，“麦西热甫”
意为聚会。在哈密的乡村，每年初冬瑞雪之后，维吾尔
族群众都有举办阔克麦西热甫的习俗。当地农民用歌舞
聚会的形式，表达平安过冬和迎接新春的美好祈愿，直
到来年春分日的诺鲁孜节到来时才结束。阔克麦西热甫
既有欢快的民族歌舞、动物模拟舞表演，也有诵读民
谣、咏诗对歌、幽默讲说、智力测试、游戏竞技等丰富
的文化活动。

哈斯木·牙合甫是阔克麦西热甫的自治区级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能够组织举办完整的阔克麦西热甫。出生在
五堡镇斯堡村的哈斯木，父亲是一位能歌善舞的民间艺
术家。受爸爸影响，哈斯木从小就对阔克麦西热甫有着
浓厚的兴趣。

头戴花帽，一身灯芯绒绣花长衫，红光满面的哈斯
木，手中的手鼓打出欢快的节奏。在哈密市非遗保护中
心，记者见到了这位今年58岁的非遗传承人。

“1981年，我考入哈密师范学校学音乐，毕业后一边
当老师，一边跟着民间艺人学习。”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
喜欢上阔克麦西热甫，哈斯木不但在当时任教的五堡镇
四堡中学开办课程，2007年开始还在家里免费教学。

“冬天农闲的时候，我就在院子里架起炉子，免费
教农民学习阔克麦西热甫。”回想起那段岁月，哈斯木
感慨道，“因为大家都是农民，平常农事忙得很。能腾
出时间来学习，特别不容易，大家学得特别认真。镇上
干部一看，有这么多人学得都不错，就经常组织我们外
出演出。”

16年来，哈斯木带出了 70多名徒弟，他们有的成为
阔克麦西热甫的市级非遗传承人，有的当上中小学音乐
老师，有的成了专业舞蹈演员。舞蹈演员胡西丹·可尤木
就是其中一位。“5岁的时候，我在一场阔克麦西热甫上
跳舞，哈斯木老师觉得我很有舞蹈天赋，就带着我学
习。”胡西丹说，在哈斯木老师教导下，自己对阔克麦西
热甫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将来要在更大舞台上展现阔
克麦西热甫的魅力。

近年来，得益于哈密市从资金和政策上对保护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力支持，阔克麦西热甫被越来越多
的人了解和喜爱。“哈密老百姓的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
好，都喜欢办麦西热甫。”哈斯木说，“阔克麦西热甫的
主题是迎春。如今它的春天来了！我要把这项非遗传承
好，把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边城记

访哈密，品“甜蜜”
本报记者 孙 懿

访哈密，品“甜蜜”
本报记者 孙 懿

图①：哈密市区俯瞰。 李 华摄
图②：众合骆驼养殖专业合作社，吾木提·

托列吾汗给骆驼挤奶。 本报记者 孙 懿摄
图③：豫哈实验学校的学生在上化学课。

本报记者 孙 懿摄
图④：哈斯木·牙合甫与学生们在表演阔克

麦西热甫。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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