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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和田县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部署，科
学布局，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积极
探索创新高标准农田建设模式，2019 年
以来，和田县建成高标准农田17.5万亩，
其中高效节水灌溉农田 7 万亩。高标准
农田建成后，取得了显著的节水、增产和
增收效益。

9月4日，记者在和田县英阿瓦提乡
明园村 2390 亩的高标准农田看到，平坦
的柏油路两边连片的玉米长势喜人，丰收
在望。

在柏油路旁边的机房里 3 台抽水泵
轰鸣运转，管理人员侯玉祥正在把有机肥
料放到水里搅拌。他对记者说：“我负责
这里 2390 亩地的浇水和施肥，1 天能浇
300亩，浇水带施肥，8天就可以完成。”

据了解，英阿瓦提乡明园村高标准农
田项目于2021年6月开工建设，当年9月
完工。当年9月下旬，和田万方农业有限
公司通过流转试种冬小麦，今年6月收完
冬小麦后开始播种玉米。“玉米9月底就
能收割，采用高标准农田滴灌模式，灌溉
带施肥，既节约水又节约人工与时间，1

名工作人员就能管理2000亩地的灌溉和
施肥。”和田万方农业有限公司技术员王
佳说。

高标准农田项目运营坚持以龙头企
业为主。项目建成后，将农田交由企业进
行合理流转，以发挥其最大效益。

高标准农田的建设，有效增加耕地面
积，促进土地的集约利用和规模经营，满
足田间灌溉要求，提高灌溉水的均匀度和
水肥利用效率，将地块零散集中整治，提
高土地利用率，防止水土流失。

“和田地区高温天气较多，昼夜温差

较大，降水量少，用水量大，滴灌模式
的优点凸显出来：首先节水；现在建设
完成的高标准农田配套的路、林、渠比
较完善，滴灌完全适用于大规模种植，
大规模作业；在降水量稀少的情况下，
一定程度上能保证作物的产量，提升抗
旱能力。”县农业农村局农田项目科干部
赵全年说。

“和田县从 2019 年开始实施高标准
农田项目，通过这几年建设高标准农田项
目，取得了显著效益。”县农业农村局党组
书记陈国昌说，比起传统的大田漫灌模
式，高标准农田项目采用的高效节水灌溉
模式亩均节水量100立方米左右，亩均产
量增加40公斤左右。和田县将继续积极
申报高标准农田项目，计划在“十四五”期
间新增5万亩高标准农田，为全县粮食安
全打下坚实基础。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为粮食增产打好基础
地区融媒记者 买合木提 阿卜力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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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农
办、科技厅、农业农村厅、乡村振兴局联合
印发《万名农业科技人才服务乡村振兴行
动实施方案》至今已1年多时间，在这期
间，和田涌现出一批热爱乡村、服务乡村、
投身乡村的科技专家，他们中有自治区首
席专家，有地区农业科技服务骨干。他们
对接县市单位、乡镇站所、农牧民群众和
农业企业，在田垄、果林、畜圈开展农业科
技技术服务指导，为农牧民兄弟带去了技
术服务，带去了保障，为乡村振兴带来了
成效，引领乡村农林牧产业高质量发展。

畜牧养殖由传统粗放型向现代高效
型转变。新疆畜牧科学院畜牧研究所专
家杨会国长期带领 5 名科研人员驻扎在
墨玉县，通过做试点、建基地、创模式、育
人才、优机制、强科研等多种途径，依靠科
技创新与技术进步助推传统粗放型肉羊
生产向现代高效型加速转变，户均产羔率
达到 195%，羔羊繁殖成活率达到 85%以
上，实现户均增收1800元至4000元，农牧
民参与多胎羊养殖积极性空前高涨，“多
胎羊庭院适度规模养殖模式”在试点村得
到迅速推广普及。杨会国带领服务团队
编写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的口袋书，制作
挂图、微视频等技术科普资料，通过微信
群、抖音、QQ等推送给老百姓，采取专题
授课和实地指导方式，培养技术骨干 20
余人，实训技术人员 800 余人次，培训农
村实用人才 6000 余人次，带动了养殖观
念更新普及，增强了农民学科学、用科学、
引良种、繁良种的意识。依托科研基地，
吸引疆内外 10 余家科研、院校开展合作
规模化设施养羊圈舍设计及参数优化、高
效繁殖模式、羔羊料优化配方、新发常见
病防控、粪污资源化利用等技术研发集

成，为墨玉县农区肉羊产业高质量发展注
入新动能。

科学发展家庭养殖。新疆农业大学
动物科学学院专家沙尔山别克·阿不地力
大带领服务团队对和田黑鸡（尼雅黑鸡）
生长期饲料配方的科学调整进行科学试
验，采用9种饲料配方进行了饲喂对比试
验，筛选出适合和田黑鸡生长期的3种饲
料配方，筛选出的饲料配方已被民丰县新
疆昆仑尼雅生态农牧发展有限公司推广
应用。发表《饲粮中添加苜蓿草粉对和田
黑鸡生产性能、肉质及抗氧化的影响》《日
粮能量和蛋白质水平对生长期和田黑鸡
生产性能、屠宰性能及血液生化指标的影
响》《复方中草药对和田黑鸡生长性能、免
疫性能及抗体水平的影响》等论文，为和
田黑鸡的健康养殖提供了科学理论基
础。在第三次全国畜禽遗传资源普查中，
进行和田黑鸡（尼雅黑鸡）性能测定项目、

测定方法以及测定项目填表有关的培训，
动手操作进行技术指导，为和田黑鸡的保
种及其有效开发利用打下了一定的基
础。在他带领团队服务期间，培训县、乡
畜牧兽医站站长、畜牧兽医专业技术骨干
及家禽养殖企业技术人员 60 余人，农牧
民群众400余人。同时，利用培训讲述新
疆农业发展进步的变化，宣传“三农”政
策，促进惠农政策落地见效。

推广普及农作物科学种植技术。和
田地区农技中心专家杜琳辉借助和田人
民广播电台《科普和田》栏目广播直播12
期农业技术，覆盖和、墨、洛四县市，推广
普及农业技术。在洛浦县政务视频会议
室以视频形式授课，培训县乡村各级农业
干部 1500 余人次，现场指导培训技术人
员50余人次、种植户400余人次，编发《粮
菜主要作物精准管理技术》手册 200 余
册。在关键农时多轮全覆盖式调研指导，

洛浦县 9 个试验点林粮间作模式中小麦
亩均产量177.7公斤、大田小麦亩均产量
378.74 公斤，高于全地区小麦亩均产量
12.5公斤，林粮间作小麦亩产量接近于全
地区林粮间作小麦平均值。杜琳辉带领
农技人员，大力宣传培训番茄潜叶蛾防治
技术，督促种植户落实防控措施，洛浦县
全县范围内番茄潜叶蛾得到有效控制，使
冬春茬西红柿均取得了丰产丰收。针对
国家环保督查，就化肥减量增效工作指导
洛浦县农业农村局疏理完善2015至2021
年档案整理及项目数据系统填报上传，推
送问题16条并指导整改。

深入开展农作物精准技术服务。和田
地区农技中心专家阿则古丽·纳伊普针对墨
玉县加汗巴格乡农作物种植现状，到墨玉县
加汗巴格乡、英也尔乡、雅瓦乡、吐外特乡、
普恰克其镇、阔依其乡等16个乡镇40余个
点位，就春耕生产、农作物田间管理、设施大
棚蔬菜管理、番茄潜叶蛾防控、化肥农药减
量增效、扶桑棉粉蚧普查、林粮间作试验点
选点、小麦蚜虫绿色防控、小麦提质增效、棉
花病虫害防治等工作内容进行实地技术指
导服务，编写《当前农业生产中农作物田间
管理栽培技术要点》《复播露地蔬菜种植技
术建议》《复播玉米中后期田间管理技术要
点》《番茄潜叶蛾综合防控技术规程要点》

《和田地区冬小麦播种技术要点》等建议简
报16 期，指导加汗巴格乡及墨玉县解决农
作物蔬菜病虫害防治、秋冬蔬菜布局管理、
小麦冬播等方面难题。举办4期农业实用
科技知识培训，发放《和田地区主要农作物
精准技术服务手册》及农业培训材料530余
份，培养农村实用人才400余人。

地区农业科技人才服务包联县乡村，
深入到县乡村一线，及时解决政策、技术、
服务等方面问题，让群众找得到专家，专
家帮得上群众，为实现和田农林牧业高质
量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和科技引领。 地区融媒通讯员 陈巍
梁刚刚

和田农业科技人才引领乡村产业发展
—— 科 技 专 家 服 务 乡 村 综 述

和田农技专家阿则古丽·纳伊普在田间地头给农民传授农业科技知识。

地区融媒讯 9月2日上午，安徽省
黄山市对口支援皮山县首批4 台装载消
费帮扶农产品货车顺利抵达黄山。

在援疆工作中，黄山市加大消费帮
扶力度，以“转、定、助”三种方式助

销特色农产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
力乡村振兴。

今年 7 月，黄山市在全市范围内启
动援助皮山县销售特色农产品工作，帮
助皮山县销售核桃、大枣等特色农副产

品。
黄山市商务局会同市总工会、市直机

关工委、市财政局等部门通过商业渠道转
销，推动实施直通车，组织市内大型商贸
流通、电商零售等企业与皮山县销售企业

对接，建立商贸流通长效机制；发动机关
事业单位自主选择助销套餐定购，鼓励企
业助销。

截至目前，黄山市已采购皮山县特色
农产品35000箱，采购金额达800余万元。

黄 山 市 消 费 帮 扶 皮 山 县援 疆 工 作 进 行 时援 疆 工 作 进 行 时

热孜宛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赶制和田土月
饼。 地区融媒记者 古哈尔摄

地区融媒讯 （记者 古哈尔 阿
卜杜合力力）“随着中秋节临近，我们的
土月饼销量明显增加。”9月4日，位于洛
浦县布雅乡科创基地的热孜宛食品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里，荣获中国烹饪协会
第30届厨师节“2020年度金厨奖”的热
孜宛古丽·阿西木正在与员工一起赶制
土月饼。

“现在月饼的订单量很大，其中最
受欢迎的要数和田土月饼。我们制作
的土月饼不仅在和田市的实体店销售，
还在阿里巴巴、淘宝、拼多多等电商平
台售卖。8月1日至今，已在全国各地销
售10万个和田土月饼，订单量最多时日
销售达到1万个。”热孜宛古丽说。

热孜宛古丽是土生土长的和田人，
13岁时开始学习糕点制作。2000年，热
孜宛古丽在和田市开了第一家门店。
后来为谋求发展，拓宽门路，她离开家
乡，去了北京，开启了她的糕点制作求
学之路。

“我从小就喜欢吃糕点，特别是那
种放了玫瑰花酱的。”热孜宛古丽说。5
年前，在北京初步掌握糕点制作技术
后，她决定回家乡，将自己喜欢的独特
口味研发出来。如今，她的公司已经开
发出5大类近2000种糕点，仅月饼就有
5种口味。

今年中秋节来临之际，热孜宛古丽
又有新款和田土月饼上市。她说：“为了
满足更多人的需求，月饼在核桃仁、玫瑰
花酱馅的基础上，增加了核桃仁+枣泥、核
桃仁+豆沙、五仁等口味，夹杂干果香的和
田土月饼，酥而不碎、甜而不腻。希望全
国各地的朋友品尝到和田本地特色的土
月饼，过一个不一样的中秋节。”

和 田 土 月 饼 热 销和 田 土 月 饼 热 销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宋晓健）为加快推进绿色

环保工作，建设生态宜居环境，落实全面禁止生产、销
售和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工作，有效遏制“白
色污染”，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确保“禁塑令”全面
实施，把“禁塑和执法监管”工作落到实处，9月3日，地
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开展了“支持全面禁塑、推动
生态文明”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中，广大市民积极询问环保袋的购买途径及
如何辨别环保袋和塑料袋等知识，工作人员认真给予
解答。

此次宣传活动，共发放禁塑倡议书350份，宣传册
300份，宣传对象涉及个体工商户、餐饮服务人员及市
民等。

地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支持全面禁塑 推动生态文明

民丰县未来幼儿园投入使用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古拉因木 马伊尔江）民

丰县新扩建未来幼儿园，进一步缓解了城区幼儿和适
龄儿童入学压力，促进教育均衡发展，该园于9月5日
开学迎接新生。

民丰县未来幼儿园占地面积5933平方米，总投资
500万元，资金来源为中央预算内资金。幼儿园共设6
个教学班，可容纳180名幼儿。笔者走进未来幼儿园
看到，园内不仅环境整洁、布局合理，户外活动场地宽
敞、设施齐全。教室里，教师领着小朋友唱儿歌、弹钢
琴、玩有趣的小游戏。

未来幼儿园小朋友谢合拉·麦吾兰说：“我今天来
到了新的幼儿园特别高兴，认识了很多小朋友，也有了
好多好玩的玩具，我很开心。”

“希望孩子们在这里快乐成长，也希望孩子们能够
身体棒棒、学习棒棒。”民丰县未来幼儿园园长张卷荣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