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区融媒讯 （记者 董瑞强）12月28日12
时20分，20节满载核桃的货运列车从和田火车
站货场缓缓驶出，中国·和田—哈萨克斯坦·库
斯塔奈2022年首趟核桃专列正式启运。

“这趟专列将运载752吨核桃，今天我们加
派了5台装卸机具20名作业人员、协调增加10
辆短驳车辆、增加5个专门货位全力满足装运需
求，整批作业下来，要比日常节省了近 11 个小
时。目前，还有 50 车 3000 吨核桃正在积极备
货。后续我们将持续优化运输流程，不断提升
客户服务体验，为专列常态化开行做好充分准
备。”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喀什

货运中心和田营业部业务经理刘闪闪说。
据阿拉山口国际快铁有限公司业务经理唐

志权介绍，今年6月，和若铁路开通运营，大幅缩
短了南疆地区的货物运输路径，这趟专列预计
12天左右可到达目的地，相比以前缩短了一周
左右时间。

长期以来，作为“一带一路”建设重要地区，
和田始终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坚定不移推进高
水平开放，加快构建铁路、公路、民航、管网、通
信“五位一体”交通网络体系，充分发挥和田开
放、合作和包容的发展理念，在进出口贸易中打
造自身特色和优势。首趟核桃专列的启运，标

志着和田地区对外开放的大门进一步敞开，为
后续对外贸易往来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首趟专列运输的是和田的薄皮核桃，我们
深感骄傲。”新疆果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
豫说。薄皮核桃是新疆和田的特产，也是中国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首趟专列以核桃为载体，
代表和田林果业产品形象，打响和田林果业外
贸“第一枪”，体现出和田地区对当地核桃品牌
的自信。

据了解，2022 年和田地区林果种植面积
324.25万亩，其中核桃面积173.07万亩。截至目
前，核桃产量达到 29.78 万吨，产值 34.59 亿元。

可以说，和田地区的林果业中，核桃占据主导地
位。

“长期以来，地区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做大
做强有机绿色果树产业集群，全地区林果产量、
质量、效益逐年提升，成为农牧民的‘绿色银
行’。”地区林草局有关负责人说。

在林果业提质增效的基础上，林果业生产、
加工、营销产业链也不断延伸，目前全地区果
品贮藏保鲜量达10余万吨。“和阗薄皮核桃”、

“和田玉枣”、“皮亚曼石榴”等一批区域公用
品牌创建取得新成效，和田特色优质林果产品
畅销广州、北京、天津、上海等大中城市。初

步形成了区域化布局、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
营和品牌化营销的发展格局。全地区果品电子
商务平台体系逐步完善，“互联网+林果产品”
电子商务营销模式得到推广，和田林果品牌逐
渐享誉国内外。

“我们将以此次核桃贸易为契机，积极响应
‘一带一路’国家级顶层合作倡议，依托规模市
场优势，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
效应，提升贸易合作投资质量水平，为新时代新
征程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结合区域优
势为‘一带一路’发展贡献和田力量。”和田县有
关负责人说。

中国·和田—哈萨克斯坦·库斯塔奈2022年首趟核桃专列启运

 工人在往火车车厢里装核桃。 地区融媒记者 董瑞强摄

 12月28日12时20分，中国·和田—哈萨克斯坦·库斯塔奈2022年首趟核桃专列缓缓驶离和田
火车站。 地区融媒记者 许晓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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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冬天家里靠烧炉子取暖，怕炉
火熄灭还得半夜爬起来加煤炭，麻烦不
说，煤烟弄得家里墙壁黑黢黢的，一不小
心还会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12月24
日，于田县斯也克乡克提其村村民热孜
完古丽·阿布都卡迪尔对记者说，“自从
政府给安装上‘电采暖’，1 度电才 0.22
元，省了不少买煤钱，安全省事还干净。”
说起用电取暖的好处，热孜完古丽由衷
地感谢党和政府。

在于田县，像热孜完古丽家一样受
益“煤改电”项目的家庭还有很多。

斯也克乡克提其村共有248户，231
户村民家都安装了“电采暖”，国家每年
还给村里62户低收入家庭发放冬季取暖
补贴1000元，让家家户户都能用得上、用
得起“电采暖”。

“自从家里安了‘电采暖’后，我再也
不担心冬天孩子在家玩耍时磕碰到火炉
上烫伤了，政府每年还给我们发1000元
的取暖补贴，让我们干净、舒适过冬，真
是太感谢了。”克提其村村民阿萨莱提·
买吐送高兴地说。

近年来，于田县不断加大生态环境
保护，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控制大气
污染，逐步向清洁能源、新能源转变，全
县大力实施“煤改电”工程，积极推进冬
季清洁取暖工作，降低采暖成本，改善供
暖条件。随着“煤改电”工程的实施，一
幅环境整洁、风景宜人的美丽乡村画卷
徐徐展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推动绿色

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煤改
电’项目不仅改善了村民的供暖条件，最
主要的是村里的人居环境得到显著提
升，群众生活也更加舒适。”中泰集团驻
斯也克乡克提其村“访惠聚”工作队副队
长程生达说，“我们经常向村民宣传‘煤改
电’带来的经济实惠，现在全村90%以上村
民家都用上了‘电采暖’，我们手把手教他
们怎么使用开关，怎么调节温度等。”

在取暖电器的选择上，于田县充分
考虑农户经济条件、电网保障水平等因

素，科学研判“煤改电”工程的采暖成本
和供热效果，采暖设备选择了高温辐射
板。除中央和自治区补贴之外，居民只
用花900元就能安装。在改善供暖条件
的同时，群众用电还享受每千瓦时 0.22
元的优惠电价，不仅降低冬季取暖成本，
也让电力取暖成为群众用得起、使用安
全的过冬取暖方式。

“本来担心‘电采暖’会让家里的电
费大幅增加，工作队员告诉我们，采暖用
电和居民用电是两块电表。采暖用电给

我们优惠到每千瓦时0.22元。这样算下
来一个冬天能省不少电费，很感谢政
府。”斯也克乡喀提亚克村村民买提亚
森·买图送高兴地说。

“我家用上‘电采暖’了，方便又干
净！”50多岁的斯也克乡科克买提村村民
帕提姆罕·尕依提说起家里的“电采暖”，
脸上绽开笑容。屋里没有了过去的煤烟
味，能干净清爽过冬成了她这个冬天最
幸福的事。

“现在好了，家里干净了，屋里也是
暖暖的。”加依乡喀提昆村村民艾则孜·
木沙说起家里安装的“电采暖”设备感慨
地说，“‘电采暖’很方便，只要按一下按
键就能调节家里的温度。”

实施“煤改电”之前，于田县农牧民
取暖主要依靠煤炭、柴火等。于田县缺
煤，因运输成本高，煤炭从北疆运到南疆
后“身价”攀升，造成到户价格较高，导致
许多农户家白天用柴火取暖，晚上才烧
煤炭。

“煤改电”带来的不只是环保效益，
还让百姓生活品质发生很大变化。“以前
冬天村民家都是用煤炭取暖，空气中弥
漫着煤烟的味道，环境污染比较严重，自
从家家户户安装‘电采暖’后，感觉空气
都清新了，道路干净整洁，村容村貌变化
也很大。”木尕拉镇阿勒村村民吐荪古
丽·依明说。

在“煤改电”工程推进过程中，于田
县不断完善配电网建设，为了能满足“煤
改电”用户的用电需求，国网于田供电公
司2022年“煤改电”配套电网计划投资金
额1765.42万元，对于田县配电网进行升
级，共实施19个项目，涉及10个乡镇35
个村1599户“煤改电”用户，确保用户能
用上放心电、满意电。

对于“电采暖”后续的运行维护，于
田县建立“电采暖”设备长效运行机制，
明确施工单位和“电采暖”设备供应单位
落实后续的设备维修和更换服务，及时
回应用户诉求，定期开展质量安全隐患
排查治理，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于田县

“煤改电”让百姓生活温暖又舒心
地区融媒记者 李凌燕 胡旭东

于田县斯也克乡克提其村工作队员在村民家中了解“电采暖”使用情况。
地区融媒记者 胡旭东摄

地区融媒讯 （记者 许晓龙 通
讯员 甄立民 纪政）12月25日21时25
分，110千伏固拉合玛输变电工程顺利投
入运行。

固拉合玛110千伏输变电工程计划
投资5494.54万元，新建110千伏变电站

一座，新增 50 兆伏安变压器 2 台，新建
110千伏输电线路18.5千米，是策勒县东
部区域重要的输变电工程，于 2021 年 8
月23日正式开工建设。

随着策勒县固拉合玛镇和达玛沟乡
经济快速发展，2021年，当地用电负荷突

破20兆瓦，原有2座总容量为28兆伏安
的35千伏变电站已无法满足当地快速增
长的城乡生产生活用电需求。该工程正
式投运后，将解决策勒县东部电网薄弱
和供电结构单一问题，满足城乡生产生
活用电需求。

该变电站是和田地区首座“一键顺
控”智能变电站。“一键顺控”实现了变电
站倒闸操作由“人工逐项操作”向“计算
机远程自动操作”的转变，有利于全面提
升操作效率，降低操作风险，提高应急处
置能力。

国网和田供电公司有关负责人表
示，下阶段将持续加强用电负荷监测，做
好新设备巡视、测温，着力做好“迎峰度
冬”各项供电保障工作。

110千伏固拉合玛输变电工程正式投运

地区融媒讯 （记者 牟林）还
历史原貌，让文物发声。《五星出东
方——和田历史文物展》将于12月
30 日在北京中华世纪坛艺术馆世
纪大厅展出。

此次展览由北京市文物局、北
京市援疆和田指挥部、和田地委宣
传部共同主办，中国民族博物馆携
手和田地区博物馆、中华世纪坛艺
术馆、首都博物馆策划举办，展览将
持续到2023年2月5日。

展览将展出文物 220 余件，除来
自和田地区博物馆的文物外，还包括
中国民族博物馆、首都博物馆、新疆

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
丝绸博物馆、甘肃简牍博物馆、旅顺
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等多家
收藏机构的文物，其中来自和田地区
博物馆的文物占到56%。

地区文旅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此
次展览穿越历史，讲述因丝绸之路所
呈现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事
实，通过大量考古遗存和出土文物还
原历史上的和田，回望汉唐盛世，重
温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包括和
田人民在内的新疆各族人民的命运
始终与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命运紧
密相连的历史事实。

地区融媒讯 （记者 牟林）12
月 25 日，自治区第七届“天山文艺
奖”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
关于自治区第七届“天山文艺奖”入
选作品公示，和田地区 2 部作品入
选，其中和田地区新玉歌舞团创作
的民族民间舞《板蓝格放歌》入选舞
蹈奖、话剧《买吐送的故事》入选戏
剧奖。

话剧《买吐送的故事》是话剧
《买吐送的幸福生活》的续集，故事
讲述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党和国家以
及援疆省市对新疆偏远地区的关心
和无私帮助，展现了“访惠聚”驻村
工作队强基层谋发展，把一个贫困
落后的村子变成现代美丽的新农
村，把以买吐送为代表的思想落后
的农牧民，转变成会说国家通用语
言，通过勤劳致富过上美好生活的
故事，充分表达了广大农牧民群众
对党的感恩之心。故事真实感人，
鼓舞斗志。

该剧改变以往传统歌舞节目表
演形式，将音乐、舞蹈和话剧表演巧

妙结合，获得了观众一致好评。
2020 年该剧实现下乡演出 146 场
次，刻录光碟 1500 套下发至各村
（社区），惠及近200万观众，为助力
脱贫攻坚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社会
各界产生强烈反响。

《板蓝格放歌》采用和田地区策
勒县乌鲁克萨依乡境内昆仑山脚下
的“板蓝格”草场当地原生态牧歌，融
合现代音乐和舞蹈元素，打造了独特
的和田山区歌舞节目，是和田山区风
格舞蹈节目的代表作之一。节目充
分表达了板蓝格草原牧民对美好幸
福生活的赞美和对党的感恩之情。

“天山文艺奖”是自治区党委、
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自治区文艺最
高奖。旨在发挥文艺评奖的引领示
范作用，激励全区各族作家艺术家
加强文艺创作，推出更多记录时代
变革、展现时代风貌、讴歌时代精神
的优秀文艺作品，为全区各族作家
艺术家搭建创作交流和展示成果的
有效平台，形成“出精品、出人才”的
生动局面，促进自治区新时代多民
族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繁荣发展。

《五星出东方——和田历史

文 物 展》将 在 北 京 展 出

自治区第七届“天山文艺奖”入选作品公示

和田地区 2 部作品入选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12月28日
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黑宏伟
从自治区商务厅获悉：1—11 月，新
疆实际利用外资 4.58 亿美元，同比
增长116.57%。

从行业看，新疆服务业实际使
用外资金额 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50.5%。高新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
外资金额 6131 万美元，同比增长
111.8%。

从来源地看，中国香港地区、英
属维尔京群岛分别实际投资同比增

长213.4%、13.12%。
从区域分布看，伊犁哈萨克自

治州州直、克拉玛依市、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
658.8%、168%、173%。

为推动外贸保稳提质、外资保
稳促优，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稳外贸稳外资的决策部署，今年，
新疆高位推动利用外资工作，深入
落实《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2021年版）》，加强稳外
贸稳外资协调机制，健全稳外贸稳

外资工作专班，出台了《关于推动自
治区外贸保稳提质、外资保稳促优
的若干措施》，从4方面提出23条举
措，建立健全国家、自治区、地（州、
市）三级重点外资企业联系机制，切
实加强重点外资项目跟踪服务保
障。与此同时，新疆不断加强外商
投资促进和外资招商，利用国家级
展会平台开展项目推介和对接活动，
积极促成境内外企业来疆考察，编印

《 投 资 新 疆 —— 外 商 投 资 指 引
（2022）》，为外商来疆投资提供便利。

前11月新疆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长116.57%

中共和田地委机关报 和田地区融媒体中心出版和田发布客户端 和云客户端

国内统一刊号：CN65-0024

第 12917 期

2022年12月

农历壬寅年十二月初七

天气预报：未来48小
时，晴，-10℃至0℃

29
星期四

邮发代号：57-32

今日4版

全面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