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32024年5月4日 星期六责任编辑：徐强

假期活动花样多

新供给激发新疆文旅市场新活力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张小宓

歌舞演艺、赛事活动、精彩夜游……
“五一”假期，新疆旅游火、消费旺，文旅
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各地纷纷将优质
特色文旅资源和假日旅游消费相融合，
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为促进消费增长，今年我区将在以
下方面重点发力。”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产业发展处处长汤文说，将持续推进旅
游景区、风景道、度假区提质升级，推动
高端酒店、高品质民宿建设，积极培育低
空旅游、研学旅游、沉浸式演艺等特色业
态。

5月2日，尉犁县罗布人村寨景区景
色如画，游人如织。“五一”期间，罗布人
村寨景区推出2024新疆·尉犁第十一届
罗布人民俗烧烤节、《罗布人民俗婚礼》
演艺、音乐会、沙漠寻宝等主题活动。罗
布人村寨景区管委会副主任田春祥说：

“近年来，景区主动适应旅游消费新需
求，推出特色体验项目，同时深挖文化资

源，推出多项罗布人民俗体验项目，希望
为游客提供更丰富的体验。”

当天，30个烧烤摊位前，人头攒动，
空气里弥漫着烤鱼的香气。摊主们一边
吆喝，一边利落地翻转烤鱼、烤肉。游客
们骑着观光自行车，或乘着马车，穿行在
如画风景中。

今年，我区将重点实施“歌舞之
乡”品牌塑造计划，旅游演艺热度空
前，成为新业态、新场景。舞台被搬到
草原上、湖泊边、沙漠里……现在恰逢
第二届新疆文化艺术节，《罗布人民俗
婚礼》 等 10 部旅游演艺剧目正在新疆
各景区演出，不仅丰富了游客的出游体
验，还满足了人们对优质特色文旅资源
的需求，也为扩大文旅消费注入更多新
动能。

汤文说，各地不断挖掘旅游资源优
势，改善旅游消费条件，创新旅游消费场
景，提升旅游产品供给，提高游客进疆出

游意愿。据统计，“五一”假期，全疆各地
开展各具特色的文化旅游活动 290 余
项。

乌鲁木齐市陆续推出“艺游·乐动全
城”“潮游·打卡时尚”“畅游·踏寻繁花”
等不同主题的 97 项特色文旅活动。乌
鲁木齐市文化和旅游局（市文物局）推广
科副科长海燕说：“文旅部门及企业在市
区及周边推出文旅活动、演艺活动、赛事
活动，展示丰富多彩文化旅游资源的同
时带动旅游消费，让市民和游客畅享假
期。”5月1日当天，乌鲁木齐市接待国内
游客48.13万人次。

“五一”期间，伊宁市丝路之光旅游
小镇等夜市开业，特克斯县夜游、夜间演
艺活动开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文化和
旅游局规划发展处负责人王涛说：“这个
假期，我们以赏花观光为基础，民俗文化
体验为重要支撑，打造休闲度假产品，让
大家白天赏景，晚上赏舞、品美食，丰富

文旅产品，带动文旅消费。”
“跟着赛事去旅行”进行得正火热。

5 月 1 日，哈密 2024 年第一届大海道摩
托车拉力赛开幕式在哈密市举行。5月
1日至6日，“奔跑吧·少年”2024年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第
一站）在昌吉市举办。

“五一”假期，昌吉市通过举办跆拳
道、乒乓球、篮球、摔跤等多项赛事，多点
开花吸引疆内外游客。“我们启动了‘跟
着赛事游昌吉’活动，让‘体育+文商旅’
融合步入快车道，更好地发挥文旅行业
促消费、惠民生、扩引流的综合性引擎作
用。”昌吉市旅游发展中心主任李亚翔
说。

汤文表示，将继续鼓励各地州市因
地制宜制定促消费优惠政策、举办促消
费活动，增加优质文化和旅游消费供给，
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各具特色的文化和旅
游消费模式。

这个假期工作队与村民共同度过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宋卫国

“五一”假期，天山南北各级驻村
工作队以各种方式和群众共度节日，
用真情服务民生，用真心帮助村民。

5 月 1 日，自治区总工会驻阿图
什市阿湖乡托格拉克村工作队举办
的一场技能竞赛吸引众多村民围
观。砌墙、挖掘机驾驶、美容美发等
各类职业技能轮番竞技。

驾驶着挖掘机的参赛者灵活操
作，流畅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美
容美发比赛中，参赛选手手法娴熟地
设计妆面和发型，打造出一个个时
尚、靓丽的造型。

获得美容美发一等奖的参赛选
手阿尔孜古丽·艾尔肯说：“我们欢聚
一堂，展示各自技能，这个节日太有
意义了。”

“瓦依提，今后生活上有什么问
题和困难随时给工作队和村委会说，
我们一定会帮你解决。”在麦盖提县
希依提墩乡艾力克坎土曼村，新疆警
察学院驻村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冯
涛给残疾人瓦依提·热西提送来节日
慰问品。

5 月 1 日当天，新疆警察学院驻
艾力克坎土曼村工作队在全村开展
了对困难家庭、残疾人等特殊人群的
慰问，当天走访慰问38户群众，给他
们送来这个节日最温暖的礼物。

“今天发放庭院经济的化肥，请
大家尽快来村委会领取。”在焉耆回

族自治县七个星镇乃明莫墩村，一条
微信让村民们感受到了温暖。今年，
焉耆工业园区驻乃明莫墩村工作队
鼓励村民们发展庭院经济，在房前屋
后种植瓜果蔬菜。为调动村民积极
性，工作队联系了 1 家企业，为村里
捐赠了价值2万元的化肥。

在塔城市，驻村工作队把“五一”
国际劳动节变成为民服务的专场。4
月30日至5月1日，塔城市融媒体中
心驻也门勒乡沃布逊村工作队连续
两天和村干部到田间地头一起忙碌，
浇水、修剪树枝、树木刷白……大家
纷纷表示：“我们过了一个踏踏实实
的劳动节，看到村民们脸上露出的笑
容和整洁一新的村容村貌，这个劳动
节变得更有意义了。”

“驻村工作队给我们办了很多实
事、好事，太感谢他们了！”沃布逊村
村民达吾提别克说。

在博乐市，一场亲子运动会让
“五一”假期越发快乐起来。博乐市
克尔根卓街道快乐社区联合附近11
个社区共同开展了一场亲子运动会，
你来画我来猜、亲子跳绳、送你一朵
小红花……父母和孩子的欢笑声处
处响起。

博乐市教育局驻快乐社区第一
书记董建平说，我们以后还会举办此
类活动，促进社区各族居民间的交往
交流交融。

团队预约已到9月

导游“喀纳斯小叶”为啥这么火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阿比拜

5 月 3 日 8 时，检查出行车辆和拍
摄设备、准备零食、叫醒游客、安排早
餐等，全部准备工作做完后，导游叶尔
江·那斯普汗带着一行 5 位游客出发
了。

“从年初带团到现在，基本没有休
息。新疆旅游业快速发展，我们这些
旅游人体会最为深刻，每一天都忙碌
而充实。”叶尔江说。

叶尔江是一位“斜杠青年”，除了
当导游，还身兼摄影师、旅游主播及旅
游管家等。他团队的游客不仅可以享
受星级导游服务，拍到绝美的旅拍照
片，还可以自己当主角拍旅游“大片”。

叶尔江每一次带团前，都会先充
分了解游客需求，商定旅游线路。从
每一位游客的出行习惯到食物禁忌，
他都一一了解，并针对性做好行程计
划。对线路里每一处景点，他都会做

详细攻略，包括人文、民俗风情、路况
信息等，让游客出行没有任何顾虑，能
尽情游玩。由于他大部分时间在喀纳
斯景区，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喀纳斯小
叶”。

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家乡在喀纳
斯景区打零工，闲暇之时会拍摄一些
景区的短视频发布。对于喀纳斯的
美，他有自己的理解，“这里的每一朵
花都有自己的故事。”

“视频的宣传效果很好，很多游客
留言，想请我带他们去看看这些风景，
就连旅行社也给我抛出了橄榄枝，邀
请我加入。”于是，叶尔江一边准备导
游证考试，一边加入实习导游的行
列。因为对喀纳斯太过熟悉，他总是
能找到好看的景色、好玩的线路，让游
客满意而归，成为喀纳斯景区炙手可
热的导游之一。

随着新疆旅游业快速发展，叶尔
江也开创了自己的事业。2023 年，他
成立了“小叶”团队，开始接待小而精
的定制游团，而他带团的景区也从喀
纳斯拓展到伊犁河谷等地。

每年，无论多忙他都会抽出时间
带团队踩线、吃住、游玩等，所有涉
及游客需求的项目，他都会自己先体
验一遍。很多景点他会自己先住几
天，找到景点最佳拍摄、游玩的点位
等。他还参加摄影培训班，学习各种
摄影知识，为游客提供附加服务。如
今，他的团队有优质的导游、摄影
师、司机、服装师等，慕名找他当领
队的游客已预约到了9月。

“我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看到，
新疆有美景，有独特的民俗，有可爱的
人民，有欢迎大家来旅游的热情。大
美新疆欢迎您。”叶尔江说。

五一假期，地处新疆北疆旅游黄金线

中心点的克拉玛依市乌尔禾区，成为众多

天南海北游客的度假目的地。低空飞行、

无人区穿越、房车露营、越野骑行……众多

特种旅游项目满足游客多样化、个性化游

玩需求，一派火热景象。

近年来，新疆充分利用河流、湖泊、山

地、沙漠等自然资源优势，大力开展户外运

动项目，通过进一步拓展新疆旅游特色业

态，推动新疆旅游产业提档升级，全方位多

角度立体展示大美新疆。

“五一”假期：

新疆特种旅游火热

在新疆克拉玛依市乌尔禾区世界魔鬼
城景区，小朋友们在自驾线路上体验自行
车越野。 新华社记者 丁磊摄

上 游 巴 扎 24 小 时 不 打 烊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白素君

4月28日，天蒙蒙亮，街巷还未
完全从晨曦中醒来，丁军兵就驱车75
公里来到和静县巴润哈尔莫敦镇巴
扎，把各式各样的服装摆好，准备迎
接新一天的游客潮。

当地人都按老地名把这里叫上游
巴扎，这里是农产品和小商品的集散
地。

9 点半，巴扎逐渐变得热闹。从
镇上最中心地带的正门进入步行街，
映入眼帘的是青砖灰瓦的徽派建筑，
一层楼和二层楼是各种商铺，三层楼
是装修别致的住宅。

人越来越多，各种口音的叫卖
声、吆喝声不绝于耳。来自天南海北
的游客三五成群，时而慢悠悠踱着步
到服装区挑选时尚服饰，时而瞅瞅地
毯等民间手工艺品。年轻人则拿起手
机，在家禽区拍摄正在吃萝卜的兔
子、晒着太阳的毛绒小鸭、打盹的山
羊……逛累了就在餐饮区摊位上歇歇
脚，大快朵颐吃碗面肺子，点几串烤

肉、炸鱼块，或者在旁边的店铺喝喝
茶，尝尝川湘粤等特色菜品。

“这个巴扎开放又自由，无论是
南疆还是北疆的商品，我们这里都
能买到。巴扎商住一体化，夜市开
到 凌 晨 三 四 点 是 常 事 ， 等 到 五 六
点 ， 步 行 街 的 早 餐 店 又 开 始 营 业
了，这种夜不闭户的状态舒坦又自
在。”家住步行街的居民艾山·买买
提力说，自己从小就在这里生活，见
证了巴扎的历史，巴扎两边的建筑从
土坯房到砖混房，再到如今的6层楼
房，地下商超、大小宾馆一应俱全，
气派热闹。

负责上游巴扎提升改造的徽风文
化步行街负责人曹运平说，2013年5
月开始，他投资上游巴扎打造步行
街，街两边的建筑及门面选用了徽派
风格，6万平方米的商业步行街共有
200多家门面，设有568个摊位，巴扎
24小时不打烊。

巴润哈尔莫敦镇党委副书记、镇

长阿迪力江·热合曼说，全疆各地的
客商都会来上游巴扎，逢年过节顾客
大概有两三万人。平时，顾客喜欢到
步行街两边的商铺购物，到了周日，
各县市的商户们会聚集于此，各地商
品往来流通。

巩乃斯林场的苗木经销商王小
力，每个周日雷打不动拉苗木到巴扎
售卖。记者看到，他的摊位上苗木品
种繁多，从广西的柿子苗到山东的大
樱桃苗等应有尽有。王小力说，顾客
购买苗木后，他会提供技术和售后服
务，既卖了苗木，又赚到了技术费。

在巴扎上卖菜苗的苗文丽说，现
在交通发达，她一大早开车把自家大
棚培育的菜苗运到上游巴扎卖，170
盘菜苗没到天黑就卖完了。

丁军兵从事服装生意20年了。他
告诉记者，从2005年来新疆，第一桶
金就是从上游巴扎赚到的，作为一名
职业摆摊人，他和妻子已经购买了3
套房、2辆车，还经营着2家服装店。

老人呼吸不畅求助 他俩五分钟赶到帮忙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叶晓敏

“有人能来帮帮我吗？我老伴呼
吸不上来了，痰一直卡在喉咙里。”4月
30 日，家住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胜利花
园小区的老人阿米娜在社区居民微信
群里发了一条求助信息。

当天，胜利路街道新东街社区工
作人员艾孜买提·艾尔肯与阿依古扎·
祖农正在值班，看到微信群里的求助
信息后，一路小跑前往阿米娜家。

“我们对居民的情况都很熟悉，
小区具体楼栋在哪，我们都知道。”阿
依古扎说，他俩5分钟就到了阿米娜
家。进门后看到78岁的木拉提仰卧
在沙发上，站在一旁的老伴阿米娜手
中握着一支用来雾化的管子不知所
措。

阿依古扎询问后得知，木拉提因
呼吸道基础疾病，需要采取雾化治疗，

但阿米娜年纪大了，不会使用雾化机，
不知该如何处理。

阿米娜便在微信群里发出了求助
信息。“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阿米
娜感动地说。

阿依古扎看到老人家里雾化治疗
使用的设备不齐全，没有雾化机，还缺
少1种药。

随后，阿依古扎又拨打了阿米娜
女儿的电话，征得同意后，快速为老人
买来了雾化机和缺少的药品。经过一
番操作，老人顺利吸上了雾化药剂，缓
解了病痛。

当天晚上，阿米娜的女儿在微信
群里发了一封感谢信，对社区工作人
员暖心贴心的举动表示感谢，“有了你
们，解决了我父母的困难，缓解了远在
他乡的我的焦虑，衷心感谢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