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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您的蔬菜，您先吃着，缺什么
东西跟我们说，我们给您送来。”

“叔叔，这是您要的阿托伐他汀钙
片、丁苯酞软胶囊等药品，请按时吃。”

……
9月18日，和田市古江巴格街道金

川社区报社小区院子里，小区志愿者正
在为居民送蔬菜、生活用品及药品。

为保障小区居民的生活物资供应，
连日来，报社小区 18 名居民自发组成
志愿服务队，当起了小区的“生活管
家”，配合社区工作安排，为居民购买蔬
菜、水果、药品以及生活用品等，并送货
上门。

志愿服务队队长许新远告诉记
者，志愿服务队中有老师、机关干
部，也有工人、个体户、自由职业
者，还有小区保安、清洁工等。大家
团结一心，以为民服务的具体行动温

暖小区居民的心。
“每天我们会接到各种订单，进行

统一采购。今天分发给小区居民的蔬
菜近半吨，对高龄老人、残疾人我们会
优先配送。”志愿者陈咏梅说。

据了解，报社小区有 13 个单元、
162户。居民根据自己需求，将每天所
需要购买的物品在小区微信群“下单”，
志愿者将订单统一汇总，并联系定点采
购点购买，将购买好的物品分户包装，
每个袋子上都写有姓名、联系电话、单
元号和门牌号等信息。

“我不会用微信，多亏了社区和你
们这些志愿者。”小区里的一位老大爷
收到药品后连声道谢。

“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处处为我
们着想，家里吃的、喝的、用的啥都不
缺。”小区居民吾布力卡斯木·麦提尼亚
孜老人说。 地区融媒记者 古哈尔

志愿服务 情暖居民

地区融媒讯 （记者 胡礼政 阿
卜杜合力力 实习记者 伊力亚斯）

“我家种有10亩苹果、20亩木瓜，去
年收入 15 万元。今年我更加注重除
草、施肥、除虫等管理工作，果实的
挂果率提高了不少，我有信心，今年
的收入将超过 20 万元。”9 月 14 日，
记者来到和田县罕艾日克镇古再勒村
村民库尔班·买土木尔的果园，他同
记者算起了收入账。

库尔班口中的木瓜学名叫榅桲，眼
下正值苹果丰收的季节以及木瓜成长
的关键时刻。在库尔班的果园里，飘着
苹果和木瓜混合的清香。随着老顾客
的订单越来越多，他每天都忙着将采摘
下来的苹果分选、装箱、送走。库尔班
说：“我的苹果质量好，不用拿到市场上

卖，成熟后就会有老顾客打来电话预
订，完全不用担心销路问题。木瓜的产
量也比去年好很多，现在要把新枝剪
了，调节整个植株的营养供给，防止因
营养不足造成果实口感不佳。”

在库尔班的果园里，村民阿娜尔古
丽·阿布杜拉边摘苹果，边学习库尔班
的木瓜剪枝技术，她说：“我家有 2 亩
地种植了木瓜，我有信心靠木瓜增加收
入，提高生活水平。”

据了解，古再勒村种植有200多亩
的果树，主要以苹果、木瓜为主。“今后，
我们将结合全村的具体情况，大力发展
特色林果业，助推林果业提质增效，通
过发展林果业带动全村村民的经济收
入。”村党支部书记买买提艾力·依明
说。

库尔班·买土木尔的果园

苹果装箱 木瓜飘香

村党支部书记买买提艾力与库尔班交流种植技术。 地区融媒记者 胡礼政摄

地区融媒讯 （记者 张亚辉）“我
们社区的通信网络出现故障，麻烦帮忙
上门处理下。”“我们立刻安排装维人员
处理。”9 月 19 日 11 时，接到策勒县色
日克街道友谊社区通信网络故障报修
后，中移铁通有限公司和田分公司策勒
支撑中心装维人员迅速赶往报修点，经
过半个小时检修维护，友谊社区的通信
网络恢复了。

连日来，中移铁通有限公司和田分
公司启动应急网络通信保障预案，在七
县一市组建党员突击队、青年志愿服务
支援队，全力以赴做好防控网络通信保
障工作。

目前，中移铁通有限公司和田分公
司对反馈报修工单进行分类处理，公司

所属智慧家庭工程师尽量通过电话或
视频帮助客户排除故障，手把手教用户
解决问题，保证通讯正常，目前已远程
注册移动宽带 5625 个，处理各类故障
400余条。

于田县家庭客户服务中心接到
1100 户的紧急宽带开通任务后，第一
时间部署一级综调协助应急保障队伍
调度工单，11名应急保障员工经过4天
4 夜的连续奋战，目前已开通宽带 215
条，后续还将陆续开通800余条。

“公司将勇担央企责任使命，以时
不我待的精神、分秒必争的行动，用心
做好客户服务，全力以赴保障网络通信
畅通。”中移铁通有限公司和田分公司
总经理王志国说。

勇担企业责任使命 保障网络通信畅通

吐孙古丽·艾米尔是和田县色格孜
库勒乡欧尔奴什村村民，她坚守诚信，
为村民销售核桃，被村民亲切地称为

“核桃大嫂”。
吐孙古丽是土生土长的和田人，为

了把日子过得更好，她种过地、养过鸡、
打过工、开过超市、当过护工，啥能挣钱
就干啥。

2020 年，为了改变家中生活状
况，吐孙古丽和丈夫商量怎样才能增
收致富，经过讨论，最终决定种植核
桃。

起初，她只是在自家地里种植核
桃，规模不大，产量也不高，为了掌握核
桃管理技术，她购买了核桃种植管理方
面的书籍，一边自学，一边参加乡里举
办的各种培训。通过不断摸索，吐孙古

丽成为了核桃种植能手。为了扩展事
业，吐孙古丽开始收购村里的核桃，做
起了收购核桃的生意。夫妻俩全身心
地投入到收购销售核桃的生意上，当年
就赚了2万余元。

看到吐孙古丽夫妻俩种植核桃、收
购核桃挣了钱，许多村民纷纷向他们

“取经”。吐孙古丽将长期积累的破壳
取仁、挑选分级、筛选加工等经验无偿
地传授给村民。经过大家的努力，欧尔
奴什村核桃初加工产业得到了日新月
异的发展，同时村民的收入也不断增
加。

在吐孙古丽的带领下，今年欧尔奴
什村收购核桃达到 50 吨，预计总收入
达7.5万元。

地区融媒通讯员 范优美 许有胜

“核桃大嫂”吐孙古丽的致富路

走进墨玉县喀瓦克乡其那村，葡萄
长廊两侧的葡萄硕果累累，不同品种的
优质葡萄如宝石玛瑙，到处飘着浓浓的
葡萄香味。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气
候，使这里的葡萄产业迅猛发展，已成

为村里的支柱产业，美丽乡村一道靓丽
的风景线。

在喀瓦克乡其那村葡萄园里，葡萄
种植户麦麦提艾力·米热布拉正忙着采
摘葡萄。麦麦提艾力今年种植了20多
亩葡萄，每亩产量预计2500公斤左右。

“我们家今年种了20多亩葡萄，主
要品种是香妃、和田红。和田气候干燥
少雨，昼夜温差大，所以我们的葡萄糖
分足，口感特别好。除了新苗以外，葡

萄亩收入7-8万元，每年这个时候都会
有人专门来收购我们的葡萄。”麦麦提
艾力边摘葡萄边说。

如今在政策的支持下，葡萄产业链
不断延伸，除了销售新鲜葡萄外，农民
还晾晒葡萄干，一间间葡萄晾房也成了
当地的特色。晾房一般建在通风比较
好的地方，分上下两层，鲜葡萄就挂在
上层，利用自然风将葡萄晾干，成为纯
天然绿色食品。

走进其那村村民凯丽比努尔家的
葡萄晾房，一家人正晾晒一筐筐新鲜的
葡萄，一排排整齐的葡萄排列在晾房
中，透着自然光，等待收获葡萄干。

“今年我们种了 30 亩无核白和香
妃葡萄。通过科学管理，我们的葡萄大
丰收。这些葡萄在晾房晾晒大概需要
40天左右，晾干后每公斤可以卖到25-
30元。1亩地葡萄能收入1万元左右，
今年的收入很好。”凯丽比努尔高兴地
说。

今年52岁的麦麦提图尔荪是喀瓦
克乡其那村村民，很早就帮着父母种葡
萄、收葡萄、卖葡萄，跟着村里的葡萄经
纪人去疆外做生意。2013 年，他跟其
那村村民一起成立了墨玉县其纳农牧
林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 600 亩葡萄，
还从事葡萄收购、加工和销售。合作社
生产的葡萄干远销北京、广东等地。麦
麦提图尔荪所在的喀瓦克乡葡萄种植
面积2.4万亩，年产鲜葡萄约4万吨，葡
萄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0%。

近年来，墨玉县不断引进农产品精
深加工企业入驻，提高当地农产品附加
值。在和田圣果源农业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食品烘焙车间内，员工忙着制作各
类月饼、列巴等糕点食品，糕点食品里
的葡萄干都在当地取材。

和田圣果源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总经理李积海说：“我们利用现有的
公司资源、客户资源和网络资源，直接
从农民手里收购当地的农副产品，通过
深加工远销全国各地。当地的核桃、红
枣、葡萄干等农副产品的收购量能达到
3万吨。”

随着墨玉县葡萄深加工全产业链
的不断延伸，改变的不仅是产品形态，
重要的是整个葡萄产业因此“飞”了起
来，促进当地葡萄产业化进程，也带动
了区域经济发展和农牧民增收。

墨玉县

葡萄“甜蜜产业链”成乡村振兴新引擎
地区融媒通讯员 乃比江 赵飞

乡 村 振 兴乡 村 振 兴

葡萄种植户晾晒葡萄干。 地区融媒通讯员 乃比江摄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阿热孜古
力 司热皮力）金秋时节，瓜果飘香。
于田县英巴格乡种植的无花果陆续成
熟，进入采收季，其中，紫红色的“波姬
红”无花果散发出阵阵甜香，引人垂涎。

小小的无花果，如今已成为英巴格
乡特色产业，带动不少村民增收致富。
英巴格乡新园村村民吐送托合提·阿布
来的无花果去年被该乡评为“无花果
王”，每到无花果采收季，他就忙得不可
开交。

“因了解到‘波姬红’无花果具有清
热生津的功效，还具有极高的丰产性，
我就从山东引进该品种无花果苗来种
植，当时我边种植边学习。现在我种无
花果已有3座大棚，1座年收入1至1.8
万元，我还打算扩种至10 座大棚。”吐
送托合提告诉笔者。

吐送托合提不仅自己种植无花果，
还当起了村里的无花果技术员，既帮助
周围村民解决技术难题，又带领村民一
起增收致富。

“去年，我开始种植无花果，今年已
结果，我有信心通过种植无花果能丰产
又增收。”新园村村民买买提·艾米提信
心十足地告诉笔者。

“波姬红”无花果是目前在市场上
很受欢迎的红色无花果品种，其外观
好、甜度高、口感佳，现已进入第三茬成
熟期，无花果的采摘期较长，可采摘至
10月中旬。

近年来，英巴格乡积极探索特色种
植业，涌现出了以无花果、草莓、火龙果

等为主打品牌的特色种植示范基地，不
仅盘活了被闲置的大棚资源，还解决了
一批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我乡将继续巩固好‘一村一品’产
业模式，加强以示范创建为重点，以产
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推动乡村振
兴。”于田县英巴格乡乡长艾山江·吐尔
送说。

近年来，于田县通过引进新品种、
新技术，运用新的栽培模式，不断实现
农业发展特色化、多样化。同时，引导
农民种植特色农作物，助力农民持续增
收，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据了解，
于田县英巴格乡无花果种植面积达43
亩，目前有 400 多座特色种植大棚，以

“村集体+农户”的模式运营。

“波姬红”无花果成为新“宝藏”

•

•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买买提艾力
买赛地） 9月13日，洛浦县纳瓦乡纳瓦村
的洛浦县核家欢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
里，河北省下单 32 吨核桃，社员忙着分
拣、打包、搬运。全村积极打造集“核桃
种植+初加工+仓储”于一体的村级精品核

桃产业链，带动 40 余名村民实现稳定增
收。

近年来，洛浦县林果业不断提质增效，
目前核桃种植面积已达27.2万亩，主要品种
有“扎343”“新丰”“温185”“新新2号”等，今
年预计产量可达44647吨。

洛 浦 县洛 浦 县 ：：核 桃 又 丰 收核 桃 又 丰 收

9月13日，社员展示分装的核桃。

9月13日，洛浦县核家欢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在分选核
桃。 地区融媒通讯员 买买提艾力摄

洛浦县核桃喜获丰收。

地区融媒讯 （记者 李凌燕 通
讯员 甄立民 马占云）“感谢供电所
工作人员，快速解决了我们的困难诉
求。”9月17日，和田市玉龙喀什镇阿亚
克米克拉村村民麦麦提艾力·亚森在朋
友圈表达对供电所员工的感谢。

当天，国网和田供电公司城区供电
中心台区经理伊力亚斯·艾力通过“用

电一家亲”微信群得知，麦麦提艾力想
开通线上购电业务，他连忙通过系统核
查用户用电情况，并通过电话指导他注
册了网上国网app，并成功完成第一笔

线上电费缴纳。
“国网购电太方便了！”麦麦提艾力

满脸笑容地说。
今年以来，该公司多举措开展“五

心”服务，依托“用电一家亲”微信群、拨
打电话和实地走访等方式，为广大用户
解决各类用电需求问题，努力让广大用
户用电更方便、更舒心。

国网App让麦麦提艾力足不出户交电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