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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强农业人才队伍，完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提高农民

科技文化素养，加大乡村就业创业培训，鼓励各类人才

到农村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技术支撑。

二是推动工业强基增效和转型升级。积极融入丝绸

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围绕地区战略定位，实施阿克

苏市“3335”发展战略，即实施“三大工程”，和谐兴

市、生态立市、产业强市；重点培育“三大中心”，商

贸物流中心、文旅集散中心、金融服务中心；打造“三

大基地”，科技创新基地、医疗康养基地、教育人选基

地 ； 紧 扣 “ 五 大 产 业 ” 集 群 ， 打 通 能 源 化 工 、 纺 织 服

装、建材冶金、农副产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发展新路

径，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抢抓“一带一路”机遇，

发挥杭州援阿桥梁纽带作用，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

更多的优质企业到阿克苏市投资兴业。

三 是 大 力 实 施 旅 游 兴 市 战 略 。 以 “ 冰 火 丝 路 · 天

山水城”文化旅游品牌为统领，深入实施“民族团结+

旅游”，加快旅游休闲、文化、体育、康养产业融合发

展。依托丝路古镇、阿克苏老街、月亮泊、七彩巴格其

村等特色乡村、民宿，打造文创产品特色街区，增强文

化旅游元素的吸引力，推动特色文创产品在文化旅游业

态“吃、住、行、游、购、娱”要素发展空间中的影响

力、美誉度。结合馕文创系列产品、天山公主、浙疆果

业、新疆慕萨莱思酒业等名优特产，创新阿克苏市文化

旅游商品，彰显阿克苏市文化旅游品质、文化张力和创

新活力的优秀文化旅游商品和创意产品，不断探索实施

“文化旅游+文创+产业链平台”发展模式，推动文化旅

游上台阶、上水平。

四 是 推 进 互 嵌 式 市 场 和 经 济 街 区 建 设 。 将 互 嵌 理

念融入市场商超、经济街区的建设规划、资格准入、空

间布局、服务监管等环节，依托兴隆街和王三街示范街

区 ， 探 索 构 建 各 民 族 互 嵌 式 市 场 商 超 和 互 嵌 式 经 济 街

区，组织引导各族经营者结对子、交朋友，促进信息互

通 、 理 念 共 享 ， 不 断 提 升 经 营 服 务 水 平 ， 形 成 你 中 有

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共同体。以发展夜间经济示范街区

为契机，培育阿克苏老街夜市、石榴街、壹号橙街等适

应各民族餐饮、购物、娱乐、休闲等夜间消费需求的新

业态，吸引群众夜间消费，带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3、守望相助，抓好社会互嵌

一 是 推 进 各 族 群 众 在 教 育 领 域 的 交 流 互 嵌 。 加 强

疆 内 外 、 南 北 疆 中 小 学 、 幼 儿 园 结 对 共 建 ， 书 记 、 校

（园）长双向挂职任职，加强教师双向交流。推进义务

教育教师“市管校聘”改革，以集团化办学为平台，强

化城镇学校和优质学校教师向乡村学校和薄弱学校轮岗

交流。

二是推进兵地融合发展。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推进

兵地融合发展工作会议精神，铸牢“兵地一家人”“兵

地 一 家 亲 ” 思 想 ， 完 善 兵 地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深 度 融 合 机

制，推进兵地共建共享。推动兵地在生态环保、基础设

施、文化交流、社会事业、干部人才等领域深度融合，

与一团、六团、七团形成感情相连、唇齿相依、休戚与

共的利益共同体。

三是做好城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完善相关管

理机制，加强流入地和流出地对接，实现双向服务、双

向管理。以网格服务站为依托，以智能科技为支撑，持

续深化精准化服务管理工作。做好有关诉讼、信访、申

诉等法律法规的宣传，传播依法维权、依法解决各种矛

盾和纠纷的理念，引导流动人口有序表达诉求、自觉遵

守法律法规和城市管理规定。依法妥善化解矛盾纠纷，

把握好时、度、效，防止矛盾纠纷升级。

4、文化共融，助推文化互嵌

一是推动各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

深挖民间艺人和文艺爱好者，组建文艺演出队，广泛开

展 “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才 艺 秀 大 赛 ” “ 传 家 训 、 立 家

规、扬家风”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开展非遗相

关培训班，提高各族干部群众对非遗保护传承的热情。

二 是 加 强 意 识 形 态 领 域 宣 传 教 育 ， 践 行 社 会 主 义

核心价值观，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各族人民心灵。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必须深入学

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以

之武装头脑、教育人民、指导工作。着力在全市各族人

民心中树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神旗

帜，强化精神引领，引导各族各界坚定坚决地维护祖国

统一、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

5、多措并举，推动心理互嵌

一是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坚持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纳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青少年教育，深

入开展四史教育，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

教育，深入开展地方史宣传教育，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

众牢固树立中华民族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

体。把加强各族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作为

战略任务，践行胡杨精神和兵团精神，教育各族青少年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让爱我中华的

种子根植于心灵深处。

二 是 深 入 推 进 新 时 代 “ 访 惠 聚 ” 驻 村 工 作 。 聚 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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