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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5

6

资产名称

热瓦美食店

金宝殿美食店

阿克苏市若谷托育中心

人民商厦三楼

原地区农业推广中心小二楼

世纪广场玉器市场内一个档口

具体位置

阿克苏市东大街10号原地区科技局二楼房产

阿克苏市兰干路47号原百货仓库综合楼门洞南侧一楼及地下室

阿克苏市兰干街道兰干路26号原地委党校办公楼二楼

阿克苏市西大街4号

阿克苏市红桥区前进路

原地区住建局，阿克苏市世纪广场西北联合医院对面

面积㎡

440

123.93

827.71

1739.18

511.92

35

备注

合同到期

合同到期

合同到期

空置

空置

空置

国 有 资 产 招 租 公 告

1、报名时间：2023年1月5日至2023年1月10日。

2、报名地点：阿克苏市西大街19号地区文旅集团401

室。

3、投标人报名时应提交：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加盖

公章）、法人代表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自然人须提供身份证

及其复印件，以及拟经营范围申请书（委托他人代理的，须提

交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及

其复印件）。

4、招租方式：采用公开招租的方式，公开竞价，由招投标

领导小组组织实施评标。竞租人报名时必须按规定交纳投

标保证金。未竞得人的投标保证金在投标结束后当场退还；

竞得人的投标保证金可用于抵交租房押金。

5、联系人：范先生

联系电话：18609976646 0997-2130262

阿克苏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1月5日

温宿县青年河河道沿线常年存在

生活污水、入河厕所直排等污染水质的

问题。温宿县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

设项目的实施和完成有利于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不再将农村污水和生活垃圾

倒入河道，维护生态平衡和安全，改变

水生态环境，涵养水源，防治水土流失，

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

打造美丽温宿，绿色农村。

该项目通过河道清障、清淤、疏浚、

水源涵养等措施，保护水脉平衡，改善

水质环境，恢复生态健康，提升河流水

环境质量，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和可持

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该项目通过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

建设，引导群众生产生活经营方式转

变，改善农村面貌，提高沿岸居民对维

护水生态环境的意识。该项目竣工后

有利于改善水源，促进农业灌溉和农林

生产，提高农民收入，实现人与自然和

谐共处。同时，水系连通有利于建设绿

色文化景点，为发展乡村旅游带来新机

遇，促进两岸农民增收，建设温宿县的

“后花园”。

温宿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少

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 84.5%。

县城有诸多文化旅游资源，本次水系连

通及水美乡村建设涉及九个村组，受益

人口达1.2万人。

该项目的建成不仅造就了生态河

流、景观河流、“文化”河流、“致富”河

流，还让当地群众因水受益、因河增

收。河畅、水清、岸绿、景美，成为人民

幸福、安居乐业的治水典范。

谱写生态和谐华美乐章
——温宿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纪实

文/图 通讯员 韩富礼

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刘红文 通

讯员 赵新昌 艾海提 在努热）1月3

日，走进温宿县阿热勒镇依尔玛村，

放眼望去，一座座温室大棚连成一

片。村民艾散·克尤木正忙着在蔬菜

大棚里育辣椒苗，筛土、装盘、播种、

摆盘，各个环节有条不紊。

“今冬我一共育了 40 万株辣

椒苗，预计在 3 月初可上市。”艾

散·克尤木说，他已经和镇里 3584

户农民签订了购育合同，辣椒苗根

本不愁销路。

这几年，阿热勒镇通过调整产

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种植，让种

植户见到了实实在在的效益。为

做好2023年特色蔬菜种植工作，该

镇及时组织村民做好大棚辣椒、西

红柿、菠菜、茄子、豇豆等蔬菜的育

苗准备工作，确保开春各类蔬菜苗

充足供应。

新和县依其艾日克镇喀拉塔什

村村民阿娜古丽·托合提这段时间一

直在忙着培育各类蔬菜苗。

在阿娜古丽·托合提家的大棚

里，西红柿、辣椒、黄瓜幼苗正破土

而出。作为镇里的育苗大户，阿娜

古丽·托合提从去年11月就开始培

育各类蔬菜苗，目前已进入后期管

理阶段。

阿娜古丽·托合提告诉记者，今

年她家的育苗大棚主要育有辣椒、西

红柿、黄瓜苗，一共培育了30万株，按

照现在市场价格算，预计能增收7万

余元。

新和县是地区蔬菜种植大县，

为保证蔬菜种植产业健康、可持续

发展，该县建设现代化蔬菜育苗大

棚，培育茄子、黄瓜、辣椒、蒜苗等多

种蔬菜种苗，满足农户与合作社的

种植需求，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

记者从地区农业农村局了解到，

为把地委（扩大）会议提出的积极打

造绿色果蔬产业集群落细落实，各地

正通过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加快蔬菜

流通集散和销售网络建设，提高蔬菜

保供能力和产业效益。

眼下，正是大棚蔬菜育苗的好

时节，各地大棚蔬菜种植户抢抓农

时培育各类蔬菜苗，各地派出农业

技术人员深入大棚开展技术指导，

让各类蔬菜幼苗育得下、长得出，

村民有收入，为新的一年育出好

“钱”景。

大棚育苗育出好“钱”景

从东海之滨到天山南麓，从嘉兴南

湖到塔河岸边，在教育援疆工作中，嘉

兴市第十批第二期援疆教师沈卫锋坚

持硬件软件结合、输血造血并重，为沙

雅县带来了优质的教育资源、先进的教

学理念和成熟的管理经验，书写了嘉兴

教育援疆的最美答卷。

2022年12月26日，在沙雅县教育

援疆教师驻地，援疆教师、沙雅县教育

和科学技术局教研中心副主任沈卫锋

正在和同事们开期末工作总结研讨会，

将年度的亮点工作、工作经验和不足之

处进行梳理总结形成文案，为下一批援

疆教师提供借鉴。

沈卫锋说：“我们的援疆工作即将

画上句号，很高兴能为沙雅教育事业发

展锦上添花。一年半以来，教师专业技

能得到提高，学校教学管理规范有序，

孩子们积极向上的学习状态，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近期还要做好期末工

作总结，站好最后一班岗。”

2021年9月，沈卫锋与嘉兴市第十

批第二期援疆干部人才一起踏上了援

疆征程。初到沙雅，他被分在沙雅县幸

福小学担任二年级数学教学工作，教学

环境的转变，让他面临不小的挑战，一

些学生抱怨听不懂，他调查后发现和学

生形成同频共振尤为重要。

在充分了解每一位学生需求的基

础上，沈卫锋通过将数学符号本土化的

教学方式，在课堂上把握节奏，分解授

课环节，层层深入，最终他带的班级数

学平均成绩从 69分一跃上升到 89.3

分，“初战告捷”让他对教育援疆有了更

深的体会，也加快了他成长的脚步。

沈卫锋告诉记者，刚来沙雅教学

时，遇到很多困难，主要是对学生的了

解不够。于是他把教学中的一些情景改

编成具有沙雅本土特色的情景加进去，

包括馕、葡萄干、核桃之类运用到课堂

上，孩子们都非常感兴趣。

2022年4月，为了更好地做好“传帮

带”工作、拓宽辐射引领面，沈卫锋被任命

为沙雅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教研中心副

主任兼小学数学教研员。身份发生了转

变，沈卫锋的目光也从学生身上转移到教

师身上。他发现沙雅县城区学校的教师

专业素养和教育教学水平普遍较高，而一

些偏远乡镇的教师则存在一定差距。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在组团式教育

援疆工作助推下，沈卫锋主张建设城乡

共同体，在“组团援一校、辐射全县域”

的方针指导下，他走遍县城8所小学和

各乡（镇）的主要学校，通过进课堂听课

指导、邀请乡村教师共同参与城区开展

的各类教研活动等方式，逐渐建立“一

校带多点、一校带多校”的教学和教研

组织模式。他提出的“研究一节课、成

长一个团队”的理念和做法在沙雅县城

乡学校得到推广。

沙雅县海楼镇光明学校副校长谈

太伟说：“一年半以来，沈卫锋主任针对

城乡发展不均衡、乡（镇）青年教师成长

缓慢等现状，带领专家团队来到我们学

校，通过听评课、主题讲座、专家研讨以

及带领乡村优秀教师去县城学校跟岗

学习等方式，极大促进了乡村青年教师

的成长，缩小了城乡教育差距。”

为了充分发挥红船起航地嘉兴南

湖的红色资源优势，更好地让沙雅县

少先队员传承红色文化，赓续红色根

脉，沈卫锋还积极联系嘉兴市秀城实

验教育集团，与沙雅县各学校开设红

色课堂、共建红船模型、共读红色典

籍、同讲红色故事等，持续推动“红船

精神”进校园，让学生们接受红色文化

熏陶。

沈卫锋说：“援疆工作虽然接近尾

声，但我仍然眷恋沙雅这片热土，回到

浙江后我会继续关注援疆工作。希望

下一批援疆教师能够继续优化创新，为

沙雅教育高质量发展继续努力。”

沈卫锋：当好受援学校的“参谋者”
本报记者 胡潇潇 通讯员 程磊

援疆·风采

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刘丽 通讯员

夏薪芸）连日来，在G219 线阿克苏（温

宿）至乌什至阿合奇段公路项目施工现

场，地区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正忙着冬

季施工、勘测设计。变“冬闲”为“冬忙”，

全力推动当前重点工作，为推动2023年

各项工作早启动、早见效奠定基础。

据悉，2022年12月中旬，G219线

阿克苏（温宿）至乌什至阿合奇段公路工

程、G217线库车至沙雅公路工程两个

PPP项目公布了中标结果，地区交通运输

局着手指导相关县（市），开展拆迁工作。

记者了解到，G219 线阿克苏(温

宿)至乌什至阿合奇段公路全长166.4

公里，G217线库车至沙雅公路全长

80.38公里，均已纳入《国家公路网规

划(2022—2035 年)》，是贯穿我国西部、

西南部的沿边大通道和沿边国防保障

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实施，对于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兵地融合

发展，巩固国防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

完善国家和自治区干线公路网布局，

带动沿线区域优势资源开发,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变‘冬闲’为‘冬忙’，盯紧项

目施工前期工作，为今年3月顺利施工

打下坚实基础。”地区交通运输局规划

科负责人说。

地区交通建设项目冬日不停歇

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胡潇潇 通讯员 冯勇 尹慧）送温暖、送祝

福，话未来、鼓干劲……连日来，地区各地情系困难群众，将关心关

爱送到困难群众身边。

红色的羽绒服、保暖的羊毛衫、厚实的棉裤子……孩子笑了、

老人暖和了。近日，在杭州市援疆指挥部的大力支持下，阿克苏市

妇联联合杭州市妇联发动女企业家开展“爱心捐衣 元旦慰问”志愿

服务活动，为妇女儿童送上关怀和温暖，让困难群众温暖过冬、欢

喜迎新年。

杭州市妇联将爱心捐赠衣物整理打包，通过快递运送至千里

之外的阿克苏市，送到需要帮助的孩子和妇女手中。

接到衣物后，阿克苏市妇联将爱心衣物按照性别、年龄进行分

类整理。依干其镇妇联对辖区困难群众进行摸排梳理，将90余件

爱心衣物及时送到华阳村、依干其村的儿童和妇女家中。

近日，地区科协联合爱心企业新疆鑫昶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到温宿县托甫汗镇托甫汗村开展“喜迎新年送温暖 扶危济困暖民

心”活动，给该村8户困难群众送去了米面油等价值4000余元的生

活物资，并详细了解群众在生产生活方面的困难，帮助他们理清发展

思路，制定明年的发展规划，鼓励群众依靠科技勤劳致富。

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潘婷 通讯员 陈九
洲）2022年12月31日，阿克苏2022-2023

年壹基金“新春送暖·冬季不冷”温暖包分装

暨启动仪式在阿克苏市第十二中学举行。

当天，由地区青年志愿者协会、西部计划

志愿者代表、民间志愿者组织以及社会爱心

人士组成的多个爱心团队在启动仪式现场搬

运、分装壹基金温暖包。虽然已经时值深冬，

但是现场却满是温情与繁忙。

“作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十分高兴能

够参加温暖包分放（分装）活动，给小朋友们

送去冬日温暖。在接下来的工作生活中，我

将继续发挥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

精神，将这份爱心传递给更多需要帮助的

人。”西部计划志愿者余江龙说。

活动现场，参加启动仪式的各界爱心

人士为受助儿童代表穿上了壹基金温暖包

里面的新衣新鞋，并叮嘱他们要好好学习，

保护好身体，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向上向善，

把社会大家庭的关爱化为战胜困难的强大

动力，努力成为品学兼优的阳光少年，用智

慧和努力创造美好未来。

去年，在地区各界爱心人士的关心关

爱下，地区共筹集壹基金温暖包1473个。

每个壹基金温暖包里配有“三合一”冲锋

衣、围巾、玩偶、袜子、棉鞋、护手霜、抽绳

带、彩笔套盒、减灾手册等 11 件物品，每

个壹基金温暖包价值 365元，寓意着一年

365天每天都能让孩子们感受到社会大家

庭的温暖和关爱。

“接下来，我们将把壹基金温暖包逐步发

放到地区各个乡（镇）的困难儿童手中，让他

们有一个温暖的新年，预祝他们在新的一年

里能够身体健康、学习进步、天天开心，努力

成长为祖国的栋梁之材。”地区青年志愿者协

会理事长李娜说。

走访慰问送温暖 1473个温暖包温暖童心

温宿县托乎拉乡。

（上接一版）

报告文学《诗意栖居柯柯牙》、网

络MV《阿克苏情缘》、儿童文学《柯小

驼漫游奇境记》……2022年 12月 25

日，在《关于自治区第七届“天山文艺

奖”入选作品公示的公告》中，多部具

有阿克苏元素的作品名列其中。

古以文载道，今以文聚力。提起王

三街，阿克苏人都知道这是一条唱响民

族团结之歌的百年老街。关于王三街

的民族团结故事，作家图尔贡·米吉提

历时近两年写成的长篇小说《王三街》，

被中国作协定为重点扶持作品，入选新

疆文联“党的二十大献礼”作品。

《诗意栖居柯柯牙》作品研讨会在北

京顺利举办，以柯柯牙精神为主题的电

视连续剧剧本《柯柯牙苹果红了》正在创

作之中。推出《祥和里》《印象阿克苏》《抱

着弹拨尔把歌唱》等本地歌曲，打磨提升

《苹果红了》《库尔班的国家通用语言学

校》等大型舞台剧，京剧《班超》、电影《汉

史令班超》等上映巡演，舞蹈《心中》获“舞

蹈世界”全国网络舞蹈大赛特金奖。

冬日里，在阿克苏市英巴扎街道的

阳光里城市书房，暖黄色的灯光、错落

有致的图书、舒适的桌椅，吸引不少市

民来这里静静享受惬意的阅读时光。

“城市书房就建在小区里，离家近

看书方便。书房里面特别温暖，而且书

的种类也很多，我喜欢的中医养生类、

历史类、人物传记类的书籍都有，闲暇

时过来看看书，整个人就会放松安静

下来，我特别喜欢这种环境。”阳光里

小区居民高颖说。

阿克苏市扎实推进文化惠民项目

建设，持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积

极推进城市书房或城市阅读吧建设，

实现基层文化阅读服务体系的提档升

级和资源整合，为群众提供“高端、便

捷、舒适”的阅读和文化休闲服务，进

一步提升城市文化品质，积极构建“15

分钟文化阅读圈”。

近日，阿克苏市阿依库勒镇塔什

塔村党支部经常组织志愿者教村里的

孩子们写春联，为农村青少年上了一

堂堂生动的传统文化课。

“看到火红的春联，感受到了喜庆

的氛围。我要教育孩子学习好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做新时代社会主义合格接

班人。”村民吐逊·苏帕克开心地说。

2022年，地区深入推进“十个一批”

重点工作，成立文艺名家工作室8个，命

名文化润疆示范基地12个，新建城市书

房26个，推进中华传统文化进基层项目

463个，创编文艺精品43部，选树中华

文化特征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工程项目

12个，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戏曲24

部，打造地域特色文化品牌10个，提升

“国家历史记忆工程”和“国家红色记忆

工程”9个，推进文博援疆项目5个，展示

了阿克苏文化工作新气象。

漫步在温宿县克孜勒镇乌克铁热

克村，只见道路两旁各式各样的墙绘五

彩缤纷，一幢幢居民房“披”上了彩色的

“外衣”，团结廊、文苑廊、振兴廊、二十四

节气廊、山水花鸟廊等形象，让原本洁白

的墙面“动”了起来。村民通过墙绘可以

了解到党史、历史典故以及种植养殖、法

律法规、文化艺术等知识。每个长廊展

示一种文化、形成一个特色，营造了积极

向上、和谐文明的浓厚文化氛围。

“以前墙壁被人乱写乱画，很不雅

观。现在有了墙绘，墙上展现的都是

一幅幅美丽的画面，很贴近我们的生

活，村子更加干净整洁，每天心情也更

好了。自从村子变得越来越漂亮后，

吸引了不少游客来我们村参观拍照，

我们感到很自豪。”乌克铁热克村村民

穆凯代斯·伊敏开心地说。

地区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注重加

强文化墙建设，营造浓厚文化氛围。

这些文化墙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主题，融合了村民日常生活，画面生

动有趣，唯美动人。一面面文化墙不

但让各地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还推动

了乡风文明建设和乡村文化振兴。

如今，汉唐建筑、徽派风格、重要

历史人物雕像、亭台楼阁、中国红、中

国结、红灯笼等中华文化元素在阿克

苏城乡随处可见，推动中华文化元素

和标志性符号进文化馆、博物馆、图书

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机构，进校园、

进基层文化阵地、进A级旅游景区，视

觉形象工程效果明显。

克孜尔石窟、苏巴什佛寺遗址、克

孜尔尕哈烽燧是阿克苏响当当的名

片，于2014年被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2022年，地区依托这三大世界文

化遗产，积极推进龟兹历史文化旅游

区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目前，创

建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2022年，地区积极推进文化产业

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深

入打造“丝路古龟兹 神奇阿克苏”文化

和旅游品牌。以“+旅游”“旅游+”为

载体深化产业融合，创新“旅游+民族

团结”“文化+民族团结”等载体，大力

开展国家5A级旅游景区“2+1”创建

工作，加快推进天山托木尔景区、龟兹

历史文化旅游区创建国家5A级旅游

景区，鼓励丝路泉城风景旅游区积极

做好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前期工

作，打造世界文化遗产旅游目的地。

成立地区旅游战略联盟，依托革命文

化场馆，打造柯柯牙精神感受之旅、世

界文化遗产探索之旅、阿克苏文博寻

宝之旅等16条精品线路。

百舸争流、千帆竞发。地区文化润

疆工作正以不可抵挡的魅力吸引着大

众的目光，文化自信更坚定，凝聚起各

族群众为奋力建设团结和谐文明富裕

的美好阿克苏而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文化惠民温暖人心
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