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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新 通讯员
姬智明

近日，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
彰大会召开。在发布的《中央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关于
复查确认继续保留荣誉称号的
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
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的通
报》中，焉耆县七个星镇霍拉山
村继续保留全国文明村镇荣誉
称号，为乡村全面振兴和高质量
发展擦亮文明底色。

近年来，霍拉山村以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
点，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与乡村振
兴双向发力，通过强化思想引
领、厚植文化根基、创新治理模
式，抓实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一幅文明
善治的乡村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从何而来的精神伟
力？思想领航

今年以来，霍拉山村依托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农家书屋等
阵地，在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
功能上持续用力，常态化开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宣讲
活动。围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精神、乡村振兴政策等，组织
开展“理论宣讲进乡村”活动 80
余场次，宣传教育群众 3500 余
人次。

通过村民自荐、小组推荐、
民主评议等方式，评选出“文明
家庭”“好媳妇”“好婆婆”“最美
庭院”“十星级文明户”等 81 人
户，持续带动更多身边人提升
文明意识。建立“红黑榜”制度，
对环境卫生整洁、邻里和睦的家
庭进行表扬，对不文明行为进
行曝光，督促村民自觉遵守道
德规范，助力良好村风民风的
形成。

组建霍拉山村“石榴籽”文
艺小分队，村民自编自导自演
各类文艺节目 46 个，举办群
众村晚、我们唱起来、优秀国
产电影放映、全民阅读、科普
大篷车等各类文化活动 22 场
次，持续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
生活，提升村民的文化素养，
将村民的心紧紧凝聚在村党组
织周围。

从何而来的内生动
力？产业之兴

2010年以前的霍拉山村还
是大山深处的贫困村，随着旅游
兴村的阔步实施，一跃成为家喻
户晓的全国文明村，更享有“丝
路古村”的美誉。行走在霍拉山
村，屋舍整齐美观、广场错落有
致、街道宽敞清洁、小渠流水潺
潺，人们被这里的独特魅力所吸
引，纷至沓来。

多年来，霍拉山村深入挖掘
本地传统文化资源，做深做足

“传承弘扬”和“活化利用”两篇
文章，引入霍拉山旅游公司和琨
宝集团，投资 2 亿元开发旅游
业。依托七个星佛寺遗址、葡萄
酒文化、霍拉山自然风景等独特
资源优势，不断完善各点位基础
设施建设，按照串点、连线、成面
的思路，完善各点位及沿线旅游
空间布局，打造生态康养、文创
休闲、夜游度假的旅游环线，进
一步丰富旅游业态，让旅游业
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为了加速文化资源转化为
发展优势，霍拉山村党支部推行

“党支部+村集体合作社+农户

经营”模式，对具有人文价值的
古建筑进行修护和再利用，办起

“古村农家乐”6家、“丝路”民宿
10家。流转1300亩土地开展富
硒白杏、红枣、水蜜桃特色林果
规模化种植，打造出集休闲观
光、采摘体验为一体的特色采摘
园。举办“杏花节”“古村推介
会”等“民俗表演+美食体验”活
动，九碗三行子、红柳烤肉、焖
子、粉汤、油炸糕、糖粽子等特色
美食充分满足游客味蕾。

2018年霍拉山丝路古村成
功获评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2019年霍拉山村以独特的魅力
被评为第三批“中国少数民族特
色村寨”。2024 年入选国家级
精品线路，旅游旺季日均接待游
客 5000 余人，实现从自治区级
山区贫困村到自治区级乡村振
兴示范村的蝶变。

从何而来的自治引
力？家园共治

霍拉山村认真落实村党组
织领导下进行“四议两公开”民
主决策制度，建立村民议事会、
红白理事会等群众自治组织，广
泛听取村民意见和建议，让村民

参与到村庄治理中来。近年来，
通过民主决策解决路灯安装、环
境卫生整治等民生问题 15 件，
及时化解邻里纠纷、土地纠纷等
矛盾38起，调解成功率达98.6%。
充分调动起了村民参与村庄建
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组织村民代表共同修订村
规民约，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移风易俗、文化传承等内容
纳入其中，形成勤俭持家、守望
相助、厚德载物的行为规范。在
村街头巷尾、文化广场、民房院
墙绘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
题宣传文化墙 42 幅，让村民在
潜移默化中接受价值观熏陶。

组建由党员干部、身边的榜
样、热心群众等组成的志愿服务
队。围绕关爱老人、政策宣传、
普法教育等内容，开展志愿服务
45场次，惠及群众2200余人次，
群众满意率 99.3%，让文明新风
引领基层治理在乡村落地生根。

展望未来，霍拉山村将持续
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和实践，进一步打造具有影响力
的文旅品牌，以文明为笔、以实
干为墨，努力绘就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的和美乡村新画卷。

文明的力量

焉耆县七个星镇霍拉山村蝉联全国文明村镇

乡风如画 文明润心

巴州文博院（博物馆）党支部：

传承文化根脉 谱写文博新篇
□本报记者 陈城市 通讯

员 高娃

巴州文博院（博物馆）党支
部自成立以来，始终以传承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
旨，以保护和有效利用文物资
源为己任，以创新提升博物馆
社会教育职能为抓手，不断增
强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
影响力，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上阔步前行。今年 3 月，巴州
文博院党支部被评为自治州

“五个好”标准化规范化党支
部，还入选全区博物馆事业高
质量发展案例。

在工作中，巴州文博院亮点
纷呈。巴州文博院党支部通过

“三会一课”，制定详细学习计
划，每周集中学习研讨，每季度
由书记讲党课。同时，打造“书
香型”“学习型”机关，设置读书
角、廉政文化墙，鼓励党员干部
利用碎片时间学习。此外，通过
制作党员亮明身份文化墙、评选
各类标兵等方式，激励党员干部
履职尽责，打造一支政治坚定、
业务过硬的文博队伍。

2024年6月，文物普查工作
启动后，巴州文博院派出8名普

查队员开展文物普查工作。他
们遵循“先难后易、应普尽普”原
则，构建州县联动机制，足迹遍
布和静、和硕等地。截至目前，
全州共普查 1146处不可移动文
物点，新发现 531 处，复查 615
处，已上传 953处数据至县级以
上管理平台。

巴州文博院构建多层次展
览体系，推出原创展览《锦绣华
裳——巴州博物馆馆藏古代精
品服饰展》，引进《流沙坠简——
两汉西北戍卒的物质生活》等展

览。同时，盘活馆藏资源，开展
巡展活动。此外，新增自助语音
导览机，搭建数字观展平台，完
善 28 个数字化展项，将文物故
事更生动地展现给观众。

巴州文博院深化创新社教活
动，形成品牌化、系列化，推出三
大类社教（研学）活动。近年来，
开展社教活动 245场，惠及 28.6
万人次；“建设美丽新疆 共圆祖
国梦想”流动博物馆巡展 965场
次，惠及11.1万人次，成为巴州文
化会客厅和形象展示新窗口。

巴州文博院积极拓展线上
服务，通过“云展览”等载体打造
文化传播矩阵。2025 年推出

“多元巴州·文物有话说”文博系
列视频，打造特色文博 IP形象；
组建党员志愿讲解服务队，发
布党员宣讲视频，近年来开展
线上宣传活动“文物话巴州”“遗
址说历史”116期、“红色引领巴
州情·文物故事共传承”“多元巴
州·文物有话说”文博系列宣传
视频11期。

巴州文博院立足资源优势，

与第二师华山中学、新疆科技
学院、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等 9 所院校合作，探索“大思政
课+博物馆”模式，开展青少年
研学课堂、“博物馆进校园”等活
动，贯通理论与实践，提升育人
质量。

近年来，巴州文博院观众量
增幅明显，共接待观众 108.4万
人次，其中青少年 39.8万人次。
面对观众数量激增，巴州文博院
构建智慧文旅服务体系，提供免
费人工讲解；创新文创产品，上
架 168 类 1203 件；创建“博物馆
之友”品牌，延时开放并开展奇
妙夜游园活动；设立茶饮区、咖
啡吧、阅读书吧等，提供多元文
化服务体验，为博物馆发展注入
新动力。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未
来，巴州文博院党支部将坚定信
心决心、苦干实干，持续在“争”
上下功夫，在“优”上做文章，在
守正创新中开创巴州文博工作
新局面，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
效，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展现文
博工作新气象新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