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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片海喀什
展的晴雨表。历经百年后，也面临一定的发展难题，例如占道

经营、布局杂乱、停车不便等。

从 2021 年起，上海援疆叶城分指承担恰尔巴格镇整镇包联

推进乡村振兴示范点建设。恰尔巴格镇位于叶城西北部、距离

县城 12 公里，人口超 2 万人。这里交通便利、区位条件特殊，

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和商贸基础，是全县城镇化进度比较快的区

域，因此被选为乡村振兴建设的示范乡镇。

叶城分指开展了改造巴扎的工作，农贸市场、商业用房和

周边配套设施得到完善，交通压力被缓解。如此一来，巴扎的

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当地人又称这个巴扎为“赛先拜巴扎”，

即“星期二巴扎”；如今，改造后的巴扎开市日期已经不只在

星期二，正朝着“天天巴扎”转变。

入驻巴扎的商业形态在不断丰富。2022 年 7 月 5 日，恰

尔巴格镇“百年巴扎”红石榴馕产业园正式开园。该产业园总

投资 42 万元，使用面积 200 平方米，共有 18 名打馕师傅和员

工，产品有核桃馕、玫瑰花酱馕、窝窝馕等 15 种，日产馕达到

10000 个。产业园按照“馕文化产业 + 技能培训 + 扶贫就业 +

旅游观光 + 全方位销售”的发展模式，传承叶城美食文化。

在巴扎之外，恰尔巴格镇还拥有全疆最大的核桃交易市场。

叶城是新疆最大的核桃产区，目前，全县种植核桃面积达 58 万

亩，产值 15 亿元，核桃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 41%。受限于基础

设施条件，恰尔巴格镇原核桃交易市场周边配套的厂房和库房

不够完备，市场中交易的核桃多为不分规格的通货，售价上不去，

果民收入增加的空间不高。

要提高核桃果农的收入，就要引入精深加工企业，提高产

品的附加值。依托核桃交易市场，上海援疆叶城分指帮助恰尔

巴格镇建设综合性林果加工产业基地。该基地集加工、收储、

冷藏、物流于一体，计划于 2023 年上半年建成。

产业基地将延伸特色林果产业链，实现多种业态不断叠加，

形成产业集群优势，推动叶城林果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升级。

2022 年，当地农业龙头企业疆果果已顺利落户恰尔巴格镇核桃

产业基地，后续的招商还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以巴扎提升项目为抓手，恰尔巴格镇的公共服务配套及村

容村貌巩固提升工程同步开展。今天的赛先拜巴扎村，宽阔干

净的村道直通入户，一栋栋房屋错落有致，整个村庄焕然一新。

全镇 15 个村都开展了村容村貌提升工程，恰尔巴格镇城区已实

施 7 公里的污水管网铺设。

恰尔巴格镇人民政府附近，建设了新的政务文体宣教中心。

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宗郎灵泉河谷、绝壁上的棋盘千佛洞、

历经千年风云变幻的锡湜亚迷城等叶城景区，近年来得到了硬

件的升级、品质的提升。

“叶城有壮美的风景，我们的思路是先打好基础、引入更

多的流量，再深度挖掘。”叶城分指副指挥长、叶城县委常委、

副县长陈一峰表示。

近三年来，到达叶城旅游的人数年均增长率保持 20% 以上，

综合旅游收入每年增长达 30%。

上海援疆团队对接沪上资源，邀请上海师范大学专家团队

立足“大旅游、大产业、大市场”产业发展目标，制定了《2021—

2035 年叶城县旅游发展长远规划》与《叶城县创建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县规划》，让叶城的文化旅游开发工作科学合理、推进

有序，在应融尽融、多规合一中不断升级、快速发展。

特色小镇 百年巴扎

在“天路”感受自然风光之外，要体验地道的新疆当地生

活，就不能不逛巴扎。“巴扎”就是维吾尔语“集市”的意思。

到了叶城，就一定不能错过恰尔巴格镇的百年大巴扎。

有“南疆第二大农民巴扎”之称的恰尔巴格大巴扎开市时，

人流量可达 3 万至 5 万，热闹非凡。被吸引来赶集的不仅是叶

城 8 个镇的当地人，还有不少相邻县、隔壁镇的各族居民。在

巴扎，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特别是充满烟火气

的美食区，同步满足了人们的味蕾与心灵。

巴扎是附近农村消费需求的集散地，也是当地乡村经济发

配套齐全、安全舒适的新藏益栈，为广大骑行或者自驾爱好者挑战新藏线的路上

提供了重要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