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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新

2025 年 5 月，巴州税务局被授予第
七届“全国文明单位”称号。近年来，
国家税务总局巴州税务局立足政治机
关定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积极落实各项工
作部署，在税收征管改革、营商环境优
化等方面成果显著。同时大力推进

“全国文明单位”创建工作，为巴州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税务力量。

党建引领，筑牢文明创建根基

巴州税务局党委将文明单位创建
视为“一把手”工程，成立专门的创建
领导小组，多次召开会议进行安排部
署，并制定详细的创建方案，积极开展
各类创建活动。党委班子以身作则，
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
打造“五过硬”班子。

在 思 想 引 领 方 面 ，建 立“ 五 学 联
动”机制，将党的创新理论学习与精神

文明建设紧密结合，持续开展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并组织 4 次作风大
讨论活动，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强化
法治教育，成功获评“自治区依法治理
创建活动先进单位”。

在基层组织建设上，创新“12366”
工作法，深化政治机关意识教育，被评
为“全区税务系统党建工作示范点”。
把支部建在科室，促进党建与业务深
度融合，17 个支部成为“五个好”党支
部示范点，“红心领税”荣获巴州“十
佳党建品牌”，1 个党建案例在首届自
治区机关党建工作创新大赛中获奖，
基 层 党 组 织 的 功 能 和 作 用 不 断 增
强。通过有效落实《党员积分制管理
办法》，以实绩作为党员评先选优的
重要依据。

文化活动，凝聚文明创建力量

巴州税务局依托“两微一端”、微
信公众号、税务内网等平台，开设“税
务文化”专栏，宣传新时代文明实践
活动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干
部职工的认知认同。积极参与“道德
模范”“最美税务人”“最美家庭”等评

选，涌现出“全国税务系统先进工作
者”毛俊猛、自治区“最美税务人”潘
建伟、自治区“最美家庭”霍婷等先进
典型。

该局建成“巴州税务系统税务文化
教育基地”和“巴税桑榆之家”老年大
学，完善职工书屋、党建活动室等场所，
开辟思想教育园地。借助支部“三会一
课”、主题党日活动等载体，常态化开
展爱国主义和廉政教育。组建书画、
音乐、球类等兴趣小组，在各类比赛中
屡获佳绩，提升了队伍的凝聚力。

结合“民族团结一家亲”等活动，
开展“我们的节日”“同游家乡”“文化
下乡”等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助力乡村振兴，获评“自治区第八次民
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自治州“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
地”。同时，广泛开展“文明餐桌”“文
明交通”“文明上网”等活动，建成“国
家级节约型机关”，引导干部职工践行
文明风尚。

志愿服务，提升文明创建成效

巴州税务局组建党员、青年志愿

服 务 队 ，在 税 收 征 管 改 革 等 重 点 工
作中冲锋在前。积极开展“志愿我先
行、奉献新时代”、“学雷锋”、社区共
建、交通劝导、街道清洁、植树造林、
慰问帮扶等志愿服务活动，为城市文
明建设添砖加瓦。

积极响应“春蕾计划”，开展捐资
助学等活动，驻村工作队为村民解决
就业等问题，以“家文化”融入巴州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建设。在便民办税
方面，深化“政策找人”，通过多种方式
为纳税人缴费人解决问题 1214 项。聚
焦“高效办成一件事”，实现 99%纳税
申报网上办理，推动“接诉即办”向“未
诉先办”转变。践行“枫桥经验”，设立
税费权益保护中心化解税费问题 1874
件，“枫桥式”税务所相关做法获国家
税务总局推介。

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
下一步，巴州税务局将以创建“全国文
明单位”为契机，持续创新思路、真抓
实干，巩固和拓展创建成果，让文明建
设成果转化为推动税务高质量发展的
强大动力，为巴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作出更大贡献。

文明的力量

巴州税务局获“全国文明单位”称号

深耕文明沃土 赋能税收发展

□本报记者 周海霞 通讯员
才仁玛 张梦涵

现代种植技术不仅助力农民增
收致富了，也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
动能。

博湖县塔温觉肯乡哈尔恩根村
种植能手赵世彪，从 17 亩盐碱地到
千亩现代农场，从年入万元到带动
百户村民增收，用汗水浇灌的不仅
是沙瓤西红柿，更是民族团结之花。

哈尔恩根村村民艾沙江·卡斯
木，家里有 6 亩地，传统耕作模式下
每亩地年收入仅千元。而同村的

“蔬菜大王”赵世彪，已带着他的沙
瓤西红柿闯出市场。这个曾在库尔
勒菜市场扛过麻袋的汉子，靠农家
肥改良土壤、用“苦豆子”草替代农
药，硬是在盐碱地边儿上种出了糖
度 12度的“土特稀”西红柿。

当赵世彪的大棚西红柿以每公
斤 8元的价格俏销乌鲁木齐时，艾沙
江却蹲在田埂上为增收致富发愁。

“跟我干！”赵世彪揣着育苗盘
找上门，从选种到滴灌安装，手把手
教艾沙江种植大棚蔬菜。最难忘的
是 2021 年那场倒春寒，两人用棉被
裹住秧苗，连夜熬制“苦豆子”水喷
洒防虫。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照在泛
绿的枝叶上，艾沙江发现赵世彪的
双脚和棉鞋已冻在泥里。

种植大棚蔬菜第一年，艾沙江
还每天在合作社打工，每月收入至
少 4000 多元。没几年，他就把土房

砌成了砖房，院里停进了运菜的小
货车。

而赵世彪的目光已投向远方。
2019 年，他牵头成立“奔跑百菜”合
作社，带着 7 户村民从 38 亩试验田
起步。如今，合作社已拓展至 1000
亩。各族乡亲成了社员，大家同吃
一锅饭，共用一套智能种植系统。

在合作社的育苗大棚，赵世彪
看着土壤墒情数据说：“去年试种的
大方辣椒，靠电商卖到每公斤 60元，
北京的超市抢着要。”

而艾沙江现在也成了种植能
手，曾经用坎土曼翻整土地的手，现
在能熟练地调控滴灌设施。

每逢收获季节，合作社的分拣
车间总是欢声笑语。大妈教姑娘做
馕坑烤肉，赵世彪则给年轻人演示
直播带货。

艾沙江常说：“他教我种菜，还
带我去参加农业技术培训，我们俩
是从小玩到大的朋友。”

艾沙江与赵世彪的故事，是各
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在共同发展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生动写照。他们用实际
行动证明，只有各民族同心同德、
团结奋斗，才能绘就乡村振兴的壮
美画卷，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时代篇章。

如今的哈尔恩根村，已成为各
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的鲜活样板，激励着更多人唱响同
心筑梦的时代乐章。

赵世彪：

用现代种植技术带领村民增收致富

本报库尔勒 6月 22日讯 （记者
赵爽） 20日下午，巴州 2025年离校未
就业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巴州
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库尔勒园区举
行。此次招聘会由州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库尔勒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主办，吸引了众多企业和高校
毕业生参与，为当地就业市场带来了
新的活力。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
烈。前来求职的高校毕业生们手持简
历，满怀期待地穿梭于各个展位之间，
与招聘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
的发展前景、岗位要求、薪资待遇等信
息。不少毕业生表示，此次招聘会提
供的岗位种类丰富，涵盖了多个领域，
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就业选择。

“我一直希望能从事运营类工作，
这次招聘会上看到了不少对口岗位，
让我对就业前景充满信心。”高校毕业
生谢依代·艾里说，她已向多家企业投
递了简历，正积极准备后续面试环节。

本次招聘会吸引了来自各行各业
的 81家企业参会，提供了 1268个就业
岗位，岗位类型涵盖信息技术、金融、
教育、制造、服务等多个领域，满足了不

同专业背景高校毕业生的求职需求。
眼下旅游热潮涌动，新疆双塔秘

境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在招聘会上推
出了多个岗位，包括客服经理、推广
部主管、文员、售票员、平面设计师、
保安和客服专员等。“招聘情况比预
期更火爆。”该公司人事专员王启蒙
说，展位刚开放不到 20 分钟，就收到
了八九份简历，后续将尽快筛选简历，
并安排面试，确保在旅游旺季前完成
人员补充。此外，为吸引优秀人才，该
公司还提供食宿等福利，助力巴州旅
游产业发展。

招聘会现场，科技政策咨询台成
为焦点。库尔勒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组建服务团队，为求职者提供
科技项目申报、人才补贴、创业扶持
等政策咨询，帮其梳理适用政策，增
强职业信心。

此外，本次招聘会采用了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为无法到场的高校
毕业生提供了便利。线上直播不仅展
示了企业的招聘信息和岗位详情，还
在线答疑，与网友实时互动。据统计，
线上直播吸引了 4767 人次观看，进一
步扩大了招聘会的影响力和覆盖面。

专场招聘会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专场招聘会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

求职者详细了解企业的发展前景、岗位要求、薪资待遇等信息。
本报记者 赵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