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区融媒讯 （记者 阿巴拜科日 张雅芝）8月
20日，记者来到和田县色格孜库勒乡欧尔奴什村，看
到一块块整齐的西红柿地里，大小不一的果实结满了
枝蔓。

“你看这个西红柿，就是感染棉铃虫的表现，要及
时进行防治。”正在察看西红柿长势的和田县农业农村
局技术人员对种植户阿卜杜开尤木·艾克木说。

目前，欧尔奴什村的千亩西红柿进入成熟期，即将
迎来大丰收。为了确保西红柿品质、产量，和田县农业
农村局4名专业技术人员来到田间地头，进行技术指
导。

“三秋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组织农技人员深入各乡

镇，对出现的病虫害提出意见及防治措施，并根据病虫
害发生的程度，为各乡镇提供防治的药品。”和田县农
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王小菊说。

刚刚给西红柿地打完防虫药的阿卜杜开尤木看着
枝蔓上繁多的果子，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今年种的8
亩西红柿，现在已经卖了2万元，剩下的还能卖6万元
左右。今年市场价格比去年高，西红柿已经成了我们
家的主要收入来源。”阿卜杜开尤木说。

新疆交通建设管理局驻欧尔奴什村第一书记崔大
军说：“西红柿种植是我们村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发力
点，目前全村西红柿种植面积达到1110亩。去年亩
产收入6000元到8000元，今年有望突破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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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7月新疆招商引资区外到位资金同比增38.49%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 8月 21 日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黑宏伟从自治区
商务厅获悉：前 7 个月，全区落实执行
招商引资项目 4304 个，比去年同期增
加152个；引进区外到位资金4628.89亿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8.49%。

今年以来，新疆各级商务和招商部
门聚焦招大引强，聚力项目突破，推动
产业转型，突出重点产业延链补链拓链
强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取得明显成
效。数据显示，北疆地区到位资金

2797.94亿元，占全区60.45%，同比增长
39.46%；南疆地区（含吐鲁番市、哈密
市）到位资金 1830.95 亿元，占全区的
39.55%，同比增长37.03%。

区外到位资金总量排名靠前的地州
市有：乌鲁木齐市927.46亿元，伊犁哈萨
克自治州785.85亿元，阿克苏地区701.48
亿元，昌吉回族自治州593.16亿元。

区外到位资金增速超过 50%的有
乌鲁木齐市、阿勒泰地区、阿克苏地
区。乌鲁木齐市、阿克苏地区、伊犁州、

昌吉州对全区到位资金增长贡献率均
大于10%，贡献率合计超过70%。

前7月，我区不断夯实招商引资的
制度保障和环境保障，创新招商引资举
措，不断提高招商引资信息化、网络化、
智能化水平。各地结合自身优势资源，
坚持缺什么引什么、什么弱就补什么的
原则，着力引进产业链关键环节、上下
游配套企业，围绕强链、补链、延链精准
招商，推动产业集群化、集聚化、集约化
发展。

马兴瑞调研驻疆央企并召开部分地州市疫情防控调度会

齐心聚力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 8月 21日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王兴瑞 李
杨）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 21 日来到
国家能源集团新疆化工有限公司和国
家电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就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疫
情防控、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能源电力保
供、民生保障、安全生产等工作进行调研；
主持召开乌鲁木齐、哈密、吐鲁番、巴音郭
楞等重点疫情地区调度会，分析研判实际
情况，研究部署有关任务工作。

调研中，马兴瑞来到国能新疆化工
和国网新疆电力，听取防疫和生产有关
情况介绍，了解企业闭环管理、生产运
行、保供保畅、节能降耗、项目建设等情
况，希望驻疆央企加大在疆建设投资力
度，努力做优做强做大，为新疆“三基地

一通道”建设、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他强调，要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按照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
住、发展要安全重要要求，做好“六稳”

“六保”工作，落实保物流畅通、稳链供
应、农业生产、基本民生、纾困解难等措
施，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影响，保持经济
平稳健康发展。要稳定产业链供应链，
加强全疆统筹调度和跨区域协调联动，
打通制约物流运输的卡点堵点；强化上
下游衔接服务，保障企业稳定生产、顺
畅运转，确保粮食、能源等产业链供应
链有效贯通、安全稳定。要强化民生保
障，加强煤电油气等供应调节，保障医
疗物资、生活必需品和民生物资生产正

常、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加强农业生产
资料供应和农业管理服务，维护农业生
产流通秩序。要抓好安全生产，压实各
方主体责任，深入开展危化品、煤矿、化
工、建筑施工、企业园区等重点领域行
业隐患排查，确保安全生产责任到人、
工作到位。要加强助企纾困，落实惠企
政策，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帮助企业协
调解决物流、用工、原料等问题，强化重
点产业链、龙头企业、重大投资项目要
素保障，更好稳经济、保民生、畅循环。

在调度会上，马兴瑞强调，经过艰
苦努力，我区疫情防控取得一定效果，
但部分地区社会面传播风险仍未完全
消除，疫情还存在反复性和不确定性，
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准确把握
当前疫情防控的规律特征，聚焦社会面

清零目标，突出重点、拔点攻坚，在加快
社会面全面捞干筛净上下更大功夫，坚
持以快制快、压流程简环节，提高检测、
追阳、转运、流调、出院效率，科学精准
划定“三区”，强化高风险区单人单管检
测，加大密接判定和隔离力度，加强隔
离点、定点医院、方舱医院和医疗机构
卫生监督，严防一线防疫、服务保障人
员交叉感染，科学分类救治确诊患者特
别是重症病例。各级领导特别是党政
主要领导要强化责任担当，提高解决问
题的能力，强化每日疫情形势分析研
判，做到心中有数、手中有策、行动有
方，以更坚定决心、更务实作风、更精准
措施，坚决打好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

陈伟俊、哈丹·卡宾、刘苏社、刘会
军等参加有关活动。

8月20日，游客在“平谷大桃”基地享受采摘的乐趣。8月20日，员工搬运刚刚采摘的“国桃9号”大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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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阜民丰，壮美尼雅，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民丰曾
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过去的民丰，交通不便，生态
脆弱，环境恶劣，是和田的口袋底。今日民丰，政通人
和，交通便利，社会和谐，人民生活安居乐业。

华丽转身 让口袋底变东大门

民丰县作为离和田最偏远的一个县，交通不便是阻
碍发展的重要瓶颈。民丰县距离和田市约300公里，没
有通火车和高等级公路时，坐车需要5个小时才能到和
田市，如今高等级公路通车后3个小时就能到达。

随着和若铁路、民洛高等级公路的建成通车及于田
机场的正式通航，民丰成为“西联和田、东经格尔木入青
与内地相连、南通阿里入藏”及全面融入全疆和全国产业
链、供应链、物流链的重要枢纽。

和若铁路的通车，为各族群众搭起了便捷快道，驶
进沿线百姓的心坎。

且末县距离民丰县约300公里，没有通高等级公路
时坐车约 5 个小时才能到且末，如今 3 个小时就能到
达。村民图尔荪罕·铁木尔感慨道：“前几年我从且末嫁
到民丰，坐车就坐了5个小时，如今在家门口坐火车就可
以回娘家了，这都要感谢党中央，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对
我们的关心关怀。”

民丰县作为和田的东大门，也是一个重要的中转
站，东临且末县，西连于田县，南越昆仑山接西藏改则
县，北靠阿克苏地区沙雅县。随着铁路、高等级公路的
通车，民丰再也不是和田的口袋底，而是一个重要的交
通枢纽地。

交通的改变，让民丰这座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小
城热闹起来，人来车往，游人如织，这个丝绸之路上古老
的驿站焕发出勃勃生机。

生态修复 让沙漠小城变“水城”

2021年，民丰县对尼雅湾进行生态环境治理，有效
抑制沙漠化、保护湿地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性，更有效
地带动当地经济和旅游产业的发展。

昔日的荒草滩，如今的尼雅湾；曾经脏乱差的后河
坝，如今已成为民丰县的一张靓丽名片，是各族群众休
闲观光的好去处。

近年来，民丰县不断加大生态环保工作力度，加快
绿色发展步伐，坚持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的方
式，对集中连片、破碎化严重、功能退化的自然湿地进行
修复和综合整治。

2021年的冬天，新疆尼雅国家湿地公园迎来两只白
天鹅。这是首次在新疆尼雅国家湿地公园发现的白天
鹅，白天鹅与许多野生水鸟结伴嬉戏，时而振翅，时而掠水，呈现出一幅美丽画卷。

“现在我们县城越来越美了，尤其是尼雅湾，可以划船、骑马，娱乐设施越来越
齐全，休息时我们会带着家人来这里游玩，孩子们特别开心。”民丰县居民图尔荪
江·亚森说。

城市建设事关民生福祉。民丰县始终践行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遵循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坚定不移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位，努
力打造一座文明宜居之城，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满意度。 （下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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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党 恩 强 信 念 圆 梦 想

我 的 人 生 从 感 恩 开 始
我叫阿曼妮萨·麦麦提艾力，今年19岁，高中就

读于和田地区第二中学，今年高考以405分的成绩
考入东北师范大学。

我虽然出生在墨玉县一个较为偏远的小乡村，
但我从小就觉得梦想的距离并不远。从幼儿园开
始，我的学习就没有落下过，那时候老师教我们学习
国通语、画画、唱歌，可以说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
了一颗种子，沐浴在党和政府的光辉下，这颗种子也
开始渐渐发芽、长大。从小学开始，我们就有了营养
餐，特别好吃，那时候每天最盼望的事情是下课铃一
响，奔向食堂吃饭。不只是在学校吃上了美味的营
养餐，我和我的同学还用上了新的课桌椅、新的黑
板，学习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这样的环境中，
我们的学习劲头更足了。

上初中时，我们学校每个班都有电视，在完成一
天的紧张学习后，老师会让我们看电视放松一下。
对我来说，看电视是为数不多的了解外面世界的方
式之一，电视里有我从未看过的风景和事物。从那
时开始，“一定要走出去看看”的想法一直在激励着
我前行。

幸运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我考入了和田地区
第二中学。住进了学校干净整洁的宿舍，与新同学开
始了一段新的征程。在新学校，教室里有多媒体设备，
更方便了我们的学习。有时候学累了，就和同学去操

场上散散步，放松一下。学校不仅教学条件、软硬件设
施齐全，教学资源、师资队伍也非常雄厚。

三年来，我在学校的津和班学习、成长。这三
年，在天津援疆老师的帮助和指导下，我不断突破自
己，成绩也更上一层楼。在高中三年的求学路上，李
汉钺老师对我的帮助很大。上高二时，我除了英语
各科成绩都还不错，李老师发现了这个问题，为了把
我的英语成绩提上去，李老师每天放学后给我单独
辅导，经过李老师的指点，我的英语成绩得到了很大
的提升。这次高考我英语考了97分，我由衷感谢李
老师对我的帮助。

高中三年，我凭借自己的优异成绩，拿到了三次
助学金。每次拿到助学金我都很开心，因为可以不
向家里要零花钱，减轻了爸妈的负担。同时，我也可
以去买自己喜欢的书来看，增长自己的知识。

再过几天我就要去长春上大学了，我清楚地知
道，迎接我的将是一段全新的求学之路。我很期待即
将到来的大学生活，也希望自己在大学期间，能够好好
学习，开阔自己的眼界，不断积累知识，充实自己。

对于未来，我也有自己的规划。作为从小在党
和政府的关心关怀下成长的我，一定不会辜负党和
政府的培养，我会牢记这份恩情，让自己变得强大，
回到家乡，建设家乡，为和田的发展贡献一份自己的
力量。 地区融媒记者 阿巴拜科日 张雅芝

引进龙头企业 助力乡村振兴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阿曼尼
沙 玉素甫江）8月17日，记者走进和
田市吉亚乡团结新村的和田市家和建
安预制品有限公司砖厂生产车间，伴随
着隆隆的机器轰鸣声，工人们忙着上
料、压板、装运，现场一片繁忙景象。

和田市家和建安预制品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20 年 6 月，占地面积 130 亩，
总投资 1200 万元，主要从事水泥制品
研发、生产制造等，产品涵盖各类彩砖、
植草砖、路沿石等，公司自落地团结新
村后，不仅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还带
动了本村及周边村20余人就业。“我在公
司工作2年了，月收入6000元。在家附近
工作，很方便，收入也很稳定。”村民阿布
都合力力·阿布都克热木说。

和田市家和建安预制品有限公司

负责人陈宇文说：“工人平均月工资都
在5000元左右。我们计划将扩大生产
规模，进一步拓展就业岗位，让更多的
本地村民在这里就业，助力他们增收致
富。”

依托区位优势，团结新村积极探索
新形势下村企共建机制，为农民增收致
富开辟新路径，努力实现以企兴村、以
企惠民、村企共赢。截至目前，团结新
村共引进村办企业8家，辐射带动全村
700余人就业。

“我们将围绕乡村振兴，多渠道促
进富余劳动力就业的同时，立足本村实
际，让更多人就近就地就业，让企业发
展成为村民致富的重要途径。”团结新
村第一书记杨森安说。

和田市吉亚乡团结新村将稳定就
业作为帮助村民增收致富的主要抓手
之一，通过引进村办企业、就近就地就
业等多种措施，实现村民持续稳定增
收，不断提增乡村振兴“底色”，增强村
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走 进 县 城 看 发 展走 进 县 城 看 发 展

8月17日，在和田市家和建安预制品有限公司砖厂生产车间，工人正忙着往机
器上上料。 地区融媒通讯员地区融媒通讯员 玉素甫江玉素甫江摄摄

欧尔奴什村

千亩西红柿大丰收

平谷大桃缀枝头
香飘林间果农乐

8月20日，在洛浦县洛浦镇多鲁吐格曼贝希

村的“平谷大桃”基地，成熟的桃子缀满枝头，令人

垂涎欲滴，果农正忙着采摘、装筐，上市销售。

近几年，洛浦县引进北京市的平谷大桃，在多

鲁吐格曼贝希村建起了种植基地，并试种成功10

个大桃品种。今年，种植规模已发展到1100余

亩，预计产量可达9万公斤。

地区融媒通讯员 买买提艾力文/图

→→ 8月20日，在洛浦县洛浦镇多鲁吐格曼贝

希村的“平谷大桃”基地，员工正在采摘“国桃 9

号”大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