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张雪艳 特约记
者 郭城

走进博湖县乌兰再格森镇
乌图阿热勒村，一栋栋整齐的房
屋错落有致，房前屋后花团锦
簇，道路两旁太阳能路灯整齐划
一，牧民家中传出优美的托布秀
尔弹奏声，如诗如画的和美乡村
画卷缓缓舒展开来。

2018年桑加甫担任村党支
部书记以来，立足当地特色资
源，探索实施党建引领文旅融合
发展模式，促进经济发展，坚持
不懈强班子壮队伍、引领产业转
型、拓宽致富门路，带领村民走
上了幸福路。2022 年，桑加甫
被评为自治区乡村振兴“担当作
为好支书”。

建强基层堡垒聚合力

桑加甫和村“两委”以“五个
好”标准化规范化党支部建设为
抓手，推进“一支部三中心”实体
化运行，明确村干部工作职责，
健全完善村干部考勤、考核工作
机制，严格落实“三会一课”、组
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等党内
生活制度，用制度规范促进村级
事务管理，不断增强村干部工作
的积极性。

桑加甫在选强人育新人上
持续用力，建立村级储备后备力
量库，从返乡大学生、致富带头
人、村民小组长中择优储备村级
后备力量 4 人。建立村干部和
村级后备力量结对帮带机制，量
身定制培养计划，已有2名后备
力量进入村“两委”班子。

“在桑加甫书记的帮带下，
村干部的服务意识和工作能力
有了明显提升，老百姓对我们的
工作更加认可了！”当选村党支
部副书记的图亚自豪地说。

引领产业转型增动能

乌图阿热勒村过去是以传
统农牧业为主的蒙古族聚居村，
随着博湖县全域旅游发展战略
的有力实施，桑加甫认识到乌图
阿热勒村不能再“守着资源望天
收”了，必须紧紧发挥毗邻国家
5A级景区博斯腾湖大河口景区
的区位优势，带领村民吃旅游
饭、挣旅游钱。

桑加甫积极争取项目资金，
实施农业休闲产业园及附属设
施、游客服务中心项目，按照“景
区+农户、生态+文化、农庄+游
购”的模式，稳步发展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带动农民增收、农
村发展、农业升级。

“嗞嗞嗞——”紧邻 218 国
道的“农味园”主人贾德良娴熟
地将五道黑裹上蛋黄和小麦粉，
下油锅炸，撒一把孜然辣子面，
香气顿时弥漫在乌兰再格森乡
这家生意最红火的农家乐中。

“我回来探亲时，看到村里
不仅环境非常美，而且过往的
游客特别多，对我触动很大。
在桑加甫书记的帮助和支持
下，我决定回村创业。”会做一
手地道新疆菜的贾德良靠着

“餐饮+民宿+采摘”的经营模
式，年均纯收入达 20 余万元，
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聘用员工
优先考虑周边村民，人均月收
入 3500余元。

借势“国家重点旅游村”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金字招
牌，乌图阿热勒村把乡村振兴战
略和乡村旅游结合起来，积极打
造集特色餐饮、休闲住宿、旅游
观光于一体的农家乐集群，不仅
让村里“能人”找到立足农村发
家致富的新路子，也为当地富余
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目前，
全村共有农家乐、牧家乐 10家，
带动 117名村民就业，人均月收
入4000余元。

随着客流量的增加，桑加
甫瞄准村民庭院面积较大、适
合发展庭院经济这一优势，引

导村民利用房前屋后的闲置土
地种植蔬菜瓜果、养殖土鸡土
鹅等，直供周边的农家乐、牧家
乐，将农家“方寸地”变成“增收
园”，让村民不出家门就能实现
增收。

“我们村所有的农家乐都
和养殖户签订了供货协议，村
民种的菜、养的鸡搭上了旅游
的‘快车’，根本不愁卖。”桑加
甫介绍说。

“我们在这儿能望见博斯腾
湖，吃上农家柴火饭，喝上原味
荷叶茶，饱览博湖风光。”来自乌
鲁木齐的游客李娟满意地说。

整合非遗资源添活力

乌图阿热勒村文化资源丰
富，蒙古族服饰制作技艺、刺绣
技艺、祝赞词、萨吾尔登舞蹈 4
个项目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蒙古族托布秀尔音
乐、蒙古包制作工艺等7个项目
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有非遗传承人、民间艺
人 150 余位……这也成为乌图
阿热勒村乃至博湖县全域旅游
的金名片。

为了拓宽村民家庭收入渠
道，桑加甫带领村“两委”，组织
非遗传承人在内的民间手工艺

者组团发展，成立了新疆博湖县
乌恩奇手工艺品农民专业合作
社，在景区内开办蒙古族服饰、
刺绣旅游纪念品及伴手礼专卖
店，将蒙古族刺绣这一“指尖技
艺”发展成“指尖经济”。目前，
全村生产的民族服饰有 20余种
款式，刺绣、手工艺品种类 30余
种，社员人均年收入5000余元。

博湖县文旅局驻村工作队
组织村民成立了蒙古族传统服
饰队、托布秀尔弹奏队、萨吾尔
登舞蹈队、蒙古族民间长调队 4
支民间非遗表演队，每年非遗表
演队进景区、进农家乐、进牧家
乐，开展非遗文化表演，忙得不
亦乐乎，人均年增收1万元。

农、文、旅融合的发展效应
在乌图阿热勒村被充分释放，
2023年以来，村里接待旅游、观
光人数2万余人次，村集体经济
收入由 3 年前的 10.5 万元增加
到46.64万元。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融入
博湖县全域旅游发展大格局，
进一步发展非遗文化、特色民
宿、文创产品等特色产业，把
乌图阿热勒村建成品牌特色
更鲜明、产业基础更扎实、社
会生态更和谐的乡村旅游目
的地。”对于村子未来的发展，
桑加甫信心满怀。

■一句话新闻

◆近日，尉犁县孔雀幼儿园开展
“孝润童心，爱满重阳”主题活动，旨在
让孩子们懂得敬老、孝老，传承中华尊
老爱老传统美德。

（本报记者 李伶 通讯员 张琳梓）
◆10月8日，记者从焉耆县公安局

获悉，连日来焉耆县公安局出入境管
理大队结合岗位职责，主动走访辖区

企业了解办证需求，开辟助企绿色通
道，高效助力优化营商环境健康发
展。 （本报记者 陈新 通讯员 王鹤）

◆为进一步满足自住型和改善型

多层次居住需求，近日，和硕县举行
2024年首届房地产交易会。13家房地
产开发企业参会，共推出住宅761套、商
铺478套。 （通讯员 杨家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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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挖特色资源 铺就乡村振兴路
——记博湖县乌兰再格森镇乌图阿热勒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桑加甫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切实加强人兽共患
病防治工作，按照自治区农业农
村厅、卫健委的部署安排，2024
年巴州人兽共患病联防联控会
议 10 月 14 日在州疾控中心召
开。州卫健委、疾控中心、农业
农村局、动物疾病控制与诊断中
心相关领导及专家代表出席主
会场会议，各县市卫健委、疾控
中心、农业农村局、动物疾病控
制与诊断中心相关人员在分会
场参加会议。

人兽共患病防控工作，事关
公共卫生安全和生物安全，事关
区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事关人
民群众身体健康，是政府社会管
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职责。此
次会议的召开，旨在通过建立科

学高效的多部门联防、联控、联
动合作机制，共同致力于巴州人
兽共患病防治工作，重点围绕布
病、包虫病等人兽共患病的监
测、流调、预防、追溯、处置、干预
和防控政策知识宣传、培训、教
育等工作，强化互联互通、联合
调查、联合研判、联合处置、联合
报告、联防联控，协同推进全州
人兽共患病防控。

各成员单位通过充分沟通
协商，达成了联合成立巴州人
兽共患病防控工作小组，每季
度互相通报一次全州人兽共患
病人间、动物间疫情情况，联
合组织开展人兽共患病疫情
调查处置，启动疫情双向溯源
共享疫情信息，加强联防联控
及做好畜禽人兽共患病疫病

监测报告、流调检测、免疫消毒
工作，强化应急物资储备，提高
突发疫情应急应对能力等多项
联防联控合作协议，以钉钉子
精神，切实抓好人兽共患病综
合性防控工作，切实保障巴州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地方经济
高质量发展。

下一步，州疾控中心将充分
发挥检测防控等专业技术优势，
在人兽共患病病原学、发病机
理、实验室检测、传染源和传播
媒介控制、防控措施评价等方
面，为联防联控各成员单位提
供全方位支持，积极推进人兽
共患病防控工作，大力推进健
康中国建设。

（文、图均由巴州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提供）

2024年巴州人兽共患病联防联控会议召开

2024年巴州人兽共患病联防联控会议主会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