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上旬，记者来到洛浦县多
鲁乡墩库孜来克村的洛浦县和天下
鸽业有限公司肉鸽养殖场，“咕咕
咕”的声音传至耳畔，整齐排列的鸽
笼里，一只只白羽鸽扑棱着翅膀，十
分欢腾。

鸽子散养、成立合作社、引进龙
头企业……

洛浦县多鲁乡立足当地特色资
源，依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大力
发展肉鸽产业，完成了肉鸽养殖产
业的延伸和技术升级、品种升级和
产业链升级，小鸽子成为农民迈向
美好生活的“小康鸽”。

养殖规模化

多鲁乡库勒艾日克村村民阿卜
米提·麦麦提敏出生在养鸽世家，15

岁时就跟着父亲养鸽子，对于养鸽
子近乎痴迷。

但是阿卜米提养了十年鸽子，
生活并没有太大改观。

2018年，洛浦县积极整合各类
扶贫资金，成立了洛浦县和天下鸽
业有限公司，建立良种鸽繁育基
地。依托基地，将鸽子养殖向乡村
延伸，规模化养殖，改变了阿卜米提
一家的生活状况。

“玉米、小麦、高粱、豌豆，搭配
相应的微量元素，再喂给鸽子，鸽子
的长势就好，肉质也好。”如今，阿卜
米提每天一大早就来到养殖场，一
直要忙到晚上 8 时左右。喂食、加
水、记录雏鸽的出壳时间……25岁
的阿卜米提俨然成了养鸽高手。掌
握了喂养“秘籍”，阿卜米提距离自
己的创业梦越来越近。

“前几天出栏580对鸽子，卖了
1.1万元，这个月有信心能出栏700

对。”有了一技傍身，阿卜米提对今
后的生活信心满满。

阿卜米提还有个最终目标，他
说：“成立自己的养鸽合作社，通过
规模化养殖，让自己养殖的鸽子飞
出库勒艾日克村。”

延伸产业链

早晨 7 时就起床清理自家鸽
舍，早饭后，来到养鸽合作社上班，
如则麦麦提·艾则孜每天都会忙碌
到很晚。

如则麦麦提是多鲁乡哈勒瓦甫
村村民，2017年，自治区财政厅“访
惠聚”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立足
哈勒瓦甫村养鸽传统，成立了养鸽
合作社，让如则麦麦提找到了增收
路径。

“在合作社，我学会很多有用的
养殖技术。今年，公司引进了 200
多个观赏鸽品种，我也想学习养观
赏鸽。”如则麦麦提说，观赏鸽一对
能卖5000元至2万元左右，很挣钱。

如则麦麦提口中的公司正是洛
浦县和天下鸽业有限公司。如今，
该公司在多鲁乡6个村成立养鸽合
作社。“通过采取统一养殖品种、统
一配送饲料、统一技术服务、统一疾
病防疫、统一产品收购的养殖模式，
形成了以规模经营为依托，以利益
联结为纽带的鸽产业经营组织联合
体系，解决了养殖品种杂散、方式单
一、饲养技术滞后及发展后劲不足
等问题。”洛浦县和天下鸽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朱建军说。

朱建军说：“产业链越长，集
聚效应就越强。今年，在原有产业
链的基础上，挖掘肉鸽深加工，研
发出消费者喜爱的深加工产品，链

条更完善，让农民的收益更有保
障。”

提升附加值

“过去就喜欢养鸽子，但是没有
产业依托。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有
养好鸽子的‘秘籍’，还有多种鸽子
产品。”阿卜米提说。

为了实现效益最大化，让鸽子
卖出好价钱，洛浦县和天下鸽业有
限公司与新疆木卡姆故乡餐饮服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木卡姆故乡”）
达成共识，将洛浦县和天下鸽业有
限公司提供的优质肉鸽由木卡姆故
乡烤制加工，通过线上线下销售的
方式，将优质烤乳鸽发往全国各地。

朱建军介绍，此外，公司还建成
了“集中屠宰车间+冰鲜上市+冷链

运输”为一体的屠宰场，现代化流水
线车间年屠宰加工肉鸽达 300 万
只；建成蛋制品加工厂，把新鲜鸽子
蛋加工成皮蛋销往国内其他省区
市；开设两个餐厅，主要销售鸽子拉
面、鸽子汤、烤鸽子，每日销售额达
1万元左右。

走进多鲁乡哈勒瓦甫村，村委
会门前道路两边的巨型鸽笼养着各
类观赏鸽，这里已成为村里的旅游
打卡点。以鸽子为主题的旅游新
村，吸引了不少周边县市的游客，也
让村民嗅到了新的商机……

“鸽产业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全
县的特色产业。接下来，我们将探
索破解鸽产业发展的瓶颈，找准鸽
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的结合点，打
造农业全产业链，培育更多新业态，
为乡村振兴提供支撑。”洛浦县乡村
振兴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雪豹
说。 据新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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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市公安局

服 务 公 务 员 考 试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常兴

孙铭阳）3月36日、27日，和田地区2022
年度自治区公务员考试举行笔试，此次
考试共设立7个考点308个考场。

为确保此次公务员考试顺利进行，
为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和田市公
安局高度重视，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
方案，细化责任措施。考前，各辖区派出
所结合前期周边环境摸排情况，会同城
管部门，针对存在的广场舞、婚庆、工地
施工等扰民隐患进一步采取相应治理措
施，为考生营造了良好的考场环境。

为应对考试当中出现的突发情况，
全力服务考生，各辖区派出所提前在考
点附近设立“为群众办实事”志愿服务站
点，提供热水、矿泉水、文具、急救药箱等
物品；同时开辟办证“绿色通道”，为遗失
或未带身份证考生开具身份证明。

考试当天，所有执勤民警克服沙
尘恶劣天气提前到岗，严格部署周边
警力，同时放置“禁止鸣笛”提示牌，采
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封闭考场周边路
段，疏导群众及车辆绕行，采取多种措
施有效维护考场周边的秩序。

五年前千串烤肉送抗洪一线

今朝墨玉“烤肉哥”献爱抗疫一线
3 月 21 日一早，匆匆吃了块馕，列

提普·图热便和妻子出了门。当日，他
们要去居住地所在的社区当志愿者，协
助社区干部开展核酸检测工作。

今年35岁的列提普是新疆墨玉县
人，2011年，他和妻子来到湖南省长沙
县做生意，如今在当地经营着一家新疆
特色烧烤店。“前一天我在微信群看到，长
沙县湘龙街道设置了70个点位进行扩面
核酸检测，社区干部想找一些志愿者帮
忙，我俩第一时间报了名。”列提普说。

当日7时10分，列提普夫妻到达湘
龙街道潇湘路社区门口，这儿已陆续来
了不少准备做核酸检测的居民和商
户。穿上志愿者红马甲和雨衣，拿起喇
叭，列提普和妻子便忙碌起来。

“戴好口罩，保持一米间隔，提前打
开健康码做好准备……”冒着细雨，列
提普边嘱咐着，边引导大家有序进行核
酸检测。

“他们夫妻俩来得很早，到了就开
始帮我们一起做前期准备工作。”长沙
县湘龙街道潇湘路社区干部骆树说。
维持秩序、做引导、与居民交流，一天下
来，列提普的嗓子都哑了。

“从早上一直忙到晚上11点，我们
只休息了半个小时，吃了一顿饭。虽然
很辛苦，但在大家的努力下，工作开展
得很顺利。”骆树介绍。

实际上，这不是列提普第一次献爱
心。2017 年 7 月，受强降雨影响，湖南
省多地山洪暴发、道路损毁，列提普居
住的长沙县湘龙街道境内出现多处险
情，街道和社区干部、群众及志愿服务
队主动参与抗洪救灾。得知消息后，列
提普第一时间带着家人将水果、矿泉水
和 1000 串还冒着热气的羊肉串，送到
一线防汛人员手中。事后，各地网友亲
切地称他为新疆“烤肉哥”。

“其实这些年列提普一直尽己所能

帮助他人。”骆树介绍，列提普还连续5
个春节为辖区环卫工送米、面、油等生
活物资；他主动加入潇湘路社区义务巡
防队伍，在夜市开展夜间巡逻；疫情发
生后主动当志愿者，为居民和商户提供
服务保障工作……

从2017年送千串烤肉到抗洪一线
的新疆“烤肉哥”，到如今身披“红马甲”
站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志愿者，凡是能出
份力的事，列提普都积极参与。

“相比较而言，我接受的帮助更
多。”列提普说。

2011年来到长沙县后，列提普和妻
子靠一个流动的烤肉摊为生。“人生地
不熟，生意也刚起步，困难时是街道为
我提供了一个固定摊位，帮我在异乡站
住了脚。”列提普说。后来，当地新建了
夜市，街道还留出最好的摊位，免去摊
位费给列提普使用。

“最感谢的是社区解决了孩子们上

学的问题。”列提普回忆，当年大儿子到了
入学年龄，由于所住辖区的小学招生数量
限制，孩子没办法就近入学，是社区帮忙
解决了这一难题。“现在我的 3 个孩子都
在离家最近的学校上学。”列提普说。

后来的几年时间，凭着踏实肯干，
列提普夫妻攒了些积蓄。2019年，在社
区干部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合适的店
铺，开了家新疆特色烧烤店，日子也越
过越红火。

“民族团结一家亲。是大家的帮
助，让我的生活越来越好，如今我有能
力了，就应该把自己曾经感受到的温暖
传递给身边人。”列提普说，“这些事我
还会继续做下去，不光是我，还有我的
家人。我想用行动告诉大家，我们中华
民族是一个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整
体，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会心往
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刘一鸣

致 富 路 上 花 开 艳致 富 路 上 花 开 艳
地地区融媒记者区融媒记者 张亚辉张亚辉 阿卜力克木阿卜力克木

“再给我来10盆三角梅，20盆月
月红。”“好的，我马上给你装。”3月
26日一大早，在和田市古江巴格乡特
根拉村天天春花卉中心大棚里，花农
穆太力普·麦麦提正与前来批发花卉
的老主顾巴哈尔·古丽对话。

现在是花卉销售旺季，每天都有
很多人来购买花卉，有零售、也有批
发，穆太力普和妻子忙得不可开交。

“今年花卉销售比往年更加火爆，市场
对花卉需求量很大，我要多进一些花
卉，来应对市场变化。”穆太力普说。

说起与花卉的故事，穆太力普的
思绪一下子回到了8年前。穆太力普
原本是和田市古江巴格乡恰尔巴格村
村民，一家 5 口人全靠他到工地打零
工生活，生活比较拮据。2013年，穆太
力普眼见他的亲戚麦图荪·巴柯尔做
花卉生意赚了钱，生活有了起色，自己
便萌生了种植花卉的念头。

为学习花卉种植技术，他经常到
外地考察学习。2014年，穆太力普东
拼西凑了 3 万元钱后，到古江巴格乡
特根拉村天天春花卉中心开办了第一
家花卉种植基地，引进了冬青、四季海
棠、月月红、三角梅等近 20 种畅销品
种。

借助花卉中心种植成本低、光照
资源丰富的优势，穆太力普培育出的
花卉物美价廉，深受市场青睐。“我现

在种植了 3 亩的大棚花卉，每年为市
场提供花卉 3 万盆，年利润达 15 万
元。”穆太力普乐呵呵地说。

“自己富不算富，带着大家一起富

才是真的富。”种植花卉挣到钱的穆太
力普一直未忘记同村的乡亲。为了帮
助村民发展花卉产业，他时常在自家
大棚内，手把手教他们育苗、培土、施

肥、浇水。在穆太力普的带动下，现在
特根拉村天天春花卉中心花卉种植面
积达40亩，年出产各类花卉20万盆，
带动就业50余人。

奋 进 新 征 程奋 进 新 征 程 建 功 新 时 代建 功 新 时 代

顾客在穆太力普·麦麦提的大棚中选购花卉。 地区融媒记者 张亚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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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季节我应该怎么选
择最适宜生长，收成又好的
蔬菜品种？”3月23日，记者
在自治区2022年“放心农资
下乡进农村宣传周暨绿色食
品宣传月”活动现场看到，
来自和田市拉斯奎镇阔什库
勒村的村民托合提·麦提如
则正向咨询台工作人员询问
农资方面的问题。整个现场
气氛热烈，很多农民认真阅
读农资方面的宣传资料，进
行现场提问。

村民托合提·麦提如则听
说工作人员会在现场解答农
民群众农资方面的疑惑，于是
他早早来到活动现场。“我有
两亩优质田块准备进行试种,
通过现场咨询了解了最适宜
生长的蔬菜品种，还学到了合
格农资的选购方法。”托合提·
麦提如则说。

活动现场，农业农村、市
场监督等部门设置了农技科
普咨询台、农资法律法规宣传
台、识假辨假服务台、优质农
资展示台、农残检测服务台、
投诉受理举报台、绿色食品展
示台、优质农产品展示台，农
资经销商也来到了现场设置
了展台向农民宣传优质、放心
的农资。志愿者和工作人员
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1000多
份。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对各
个展台和展区进行巡查，查看
各展台宣传资料和农资，详细
询问工作人员。群众对各个
展台和展区纷纷驻足查看，询

问优质农资价格，使农民群众受益匪浅。
“接下来会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农民

群众对假冒伪劣商品的辨别能力，有效引导群
众购买合格的农资产品，保障广大群众的合法
权益，为春耕助力。”和田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产品质量与监督管理科负责人许晓丽向记者介
绍。

地区气象局

开展世界气象日科普宣传活动
地区融媒讯 （记者 阿迪拉）3

月23日是第62个世界气象日。3月22
日，地区气象局在和田市团结广场开
展宣传活动，让市民了解气象知识和
灾害预防应对措施。

近年来，由于气候变化，世界上许
多地方的极端天气、气候和水事件正
变得越来越频繁和强烈。

“我们每年都会开展多种多样的
宣传活动，今后我们也会继续加强气
象防灾减灾宣传，希望公众能够合理规
避气象灾害，减少损失。”地区气象局
气象台副台长、工程师陈天宇说。

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

条幅、设置气象知识展板、发放宣传单
和防灾减灾手册等形式普及气象知
识，使广大市民关注气象、支持气象、
参与气象、关心气象，积极做好应对气
候变化和气象防灾减灾工作。

和田市民古丽尼尕尔·白杜拉
说：“今天这个活动搞得特别好，工
作人员讲解得也很全面，我学到了很
多气象知识，对气象工作有了全新的认
识，了解了气象灾害及防御措施，增强
了防灾减灾的意识和能力，回去后我会
把学到的知识讲给身边更多的人。”

活动当天，共接受群众咨询300余
人次，发放气象宣传册1000余份。

地区气象局气象台工作人员给市民讲解气象知识。 地区融媒记者 阿迪拉摄

和 田 县

田 间 处 处 备 耕 忙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韩丽

贾文广）随着天气逐步回暖，和田各地
正渐次进入春耕时节。和田县早谋
划、早部署、早准备、早行动，紧抓农
时，加强田管，强化科技支撑，有序开
展春耕备耕，努力把“加强技术指导服
务，助推林果产业提质增效”放在首
位，助力农民增收致富。

近日，笔者走进和田县色格孜库勒
乡库木巴格村，只见田间地头一派忙
碌，备耕的农民正忙着进行耕地起垄、
施肥、灌溉，到处呈现一派“人勤春来
早，田间耕作忙”的生动景象。

为全面加强春耕备耕工作，和田县

色格孜库勒乡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引导
农户结合生产和农业结构调整工作开展
物资储备，目前，农业生产需要的化肥、
地膜等生产物资充足。

“今年，我们按照县委、政府相关
工作的安排部署，抓紧做好春耕备耕
工作，目前全乡的春耕工作已经开始，
同时也积极动员农民利用好自家农家
肥，补充小麦地里需要的氨、尿素等。
为确保粮食生产面积充足，全乡对闲
置的土地，包括田间的杂树、废弃的农
渠进行全面修整，进一步扩大种植面
积。”色格孜库勒乡农村经济办公室负
责人阿卜拉江·喀伍力说。

北 京 市 平 谷 区 向 洛 浦 县
捐 助 5 万 株 大 桃 苗 木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阿不力

米提） 为优化特色林果业，增加果农
收入，洛浦县计划扩大大桃苗木种植
规模，优化大桃种植品种。经过北京
援疆工作队的积极沟通协调，北京市
平谷区向洛浦县捐助5万株大桃苗木
助农增收。

3 月 21 日，在洛浦镇多鲁吐格曼
贝希村的平谷大桃产业示范园里，一
车满载大桃苗木的货车停在路边，洛
浦县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将大桃苗

木分发给周边农户种植。
洛浦县纳瓦乡托万喀拉克尔村村

民图送尼亚孜·麦提尼亚孜说：“以前
自己到巴扎上花钱买苗木，现在政府
免费发放苗木，品种也好，后期还免费
技术指导。我有信心让大桃丰收，增
加收入。”

据悉，去年北京市平谷区向洛浦县
捐助优质大桃苗木7万株，使洛浦县5个
乡镇的2456户农户从中受益，优化了农
户庭院经济结构，增加了果农收入。

33月月2626日日，，入场前入场前1010分钟分钟，，一名考生气喘吁吁地跑到服务站一名考生气喘吁吁地跑到服务站，，说自己的身份说自己的身份
证忘带了证忘带了。。服务站民警立即开通绿色办证通道服务站民警立即开通绿色办证通道，，为该考生办理了身份证明为该考生办理了身份证明。。

地区融媒通讯员地区融媒通讯员 常兴常兴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