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 2 2023年5月17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李雪英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村里建工厂 村民就业又增收
地区融媒记者 买合木提

5 月的和田县英阿瓦提乡欧吞村，
处处洋溢着初夏的气息。田间绿意盎
然，村道两旁的玫瑰花竞相绽放，房前屋
后红紫相间的桑葚挂满枝头，一幅美丽
的乡村画卷展现眼前。

记者走进村里的和田县叶肯食品加
工厂，干净整洁的厂房里，员工各司其
职，有序忙碌着，有的分拣原料，有的包
装产品……

“他们在制作核桃仁麻糖。制作前
要对原料分拣，生产出来的产品通过‘线
上+线下’方式销往疆内外，目前一个月
生产值达 10 万元以上。”和田县叶肯食
品加工厂负责人麦麦提吾麦尔·阿克力
介绍。

今年 43 岁的麦麦提吾麦尔是欧吞
村村民，在村委会的帮扶下，他于 2019
年对自家庭院进行改造，建成标准化厂
房，购进新设备，将传统制作手艺和现代
化加工机器相结合，生产核桃仁麻糖、玫
瑰花酱等3种产品。因他的产品口感香
醇，营养丰富，颇受人们的青睐。

“加工厂规模800平方米，年产值达
150至200万元。今后我将扩大规模，进
一步提升公司生产能力，增加产品种类，
打造品牌，拓展销路，带动更多村民在家
门口就业。”麦麦提吾麦尔说。

加工厂的成立，不仅延伸核桃产业
链，解决当地部分农户的核桃销售问题，
还给周边的村民带来了就近就业的机
会。据了解，目前，加工厂固定就业 25
人，均是来自本村和周边村的妇女，繁忙
时临时用工可达20人以上。

欧吞村村民布合迪且·麦提尼亚孜

在公司上班已有2年了。“这个工作很轻
松，一个月能挣 2000 元，而且加工厂就
在村里，挣钱顾家两不误。”布合迪且开
心地说。

发展乡村产业，办好乡村工厂，是增
加农民收入、解决农民就业的重要途
径。英阿瓦提乡欧吞村人均耕地面积

少，农户仅靠耕地，收入增长空间有限。
近年来，欧吞村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和产
业特点，鼓励和支持村民在村里建企业
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促进村民就近就
业。目前，欧吞村建立企业2家、农民专
业合作社 2 家，建有门面房 58 间，帮助
113名村民实现就业。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
神，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做大做强
辖区企业、合作社。同时，对辖区门面房
进行提质改造，促进村民就近就地就业，
实现村民持续稳定增收，助力乡村振
兴。”地区医疗保障局驻欧吞村第一书
记、“访惠聚”工作队队长尹韩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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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工 的 贴 心 人 席 小 玲
地区融媒记者 崔永军

“哪个员工有困难，席大姐都会帮
忙，她虽然是公司领导，但我们都喜欢叫
她席大姐，她就是员工的贴心人。”5 月
11日，记者在和田琨泰农业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采访时，听到在这里上班的员工
买买提依明·居麦这样评价席小玲。

席小玲是和田琨泰农业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管理着公司 100 多名员
工，公司既有维吾尔族员工，也有汉族员
工，大家遇到困难，都会第一时间找席小
玲，她总能帮助大家解决困难。

米日尼莎·买买提江是墨玉县阔依
其乡羌古村村民，在公司上班近8年，因
为没出过门，刚开始上班时总想回家，
工作热情也不高。席小玲就鼓励她，慢
慢地她适应了公司的工作，如今米日尼
莎每个月能挣到 4500 元。靠着稳定的
工作，米日尼莎有了一定积蓄，去年她
花 8 万多元买了一辆小汽车，工作之
余，她把在墨玉县的父母接到和田市到
处游玩。

“如果没有席大姐的帮助，就没有我

今天的幸福生活。在我们公司像我一
样，从农村来的孩子很多，在席大姐的帮
助下，大家心定了下来，每月还能够领到
稳定的工资，生活越来越好了。”米日尼
莎说。

席小玲还与家住和田市吉亚乡巴什
兰干村的霍加阿卜杜拉·伊米尔一家结
了亲，公司不忙的时候，她会带着米面油
等生活用品去走亲戚，通过交往交流加
深了解，增进友谊。

“中华民族是个大家庭，由 56 个民

族组成，只有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
抱在一起，才能更好更快发展。”霍加阿
卜杜拉说。

公司还通过举办知识竞赛、开展《宪
法》《民族团结知识读本》讲座等形式，让
民族团结深入人心。如今，民族团结教
育已成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

2019 年 8 月，席小玲荣获第八届新
疆青年创业创新大赛专项赛“创业致富
带头人”一等奖。公司商标“琨泰”，2020
年被评为中国农产品百强标志性品牌。

2022年，席小玲被新疆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协会评为“乡村振兴带头人”。日前
还被地区评为“最美科技工作者”。

“民族团结是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
线。我生在和田，工作学习也在和田，更
加能深刻体会到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民
族团结是一项长期工作，我公司将此项
工作常抓不懈，维汉员工师徒‘传帮带’、
互帮互助已成为常态，‘维汉员工一家
亲’等成为公司文化传播主旋律。”席小
玲说。

短
视
频+

直
播+
网
红
打
卡

这

个

夏

天

与

您

相

约

策

勒

地区融媒讯 （记者 唐海东 通讯员
郭慧君 闫晓明）“大家好，您看，我手里拿的
红枣、核桃都是我们本地产的无公害绿色特
色产品，样样货真价实，大家可以放心下单选
购。”5月9日，策勒县云播精选团队主播阿曼
妮萨·托合提如则在抖音平台向疆内外客户
介绍。

云播精选直播团队是策勒县本地的一个
“文旅+产业+电商+直播”的团队，该团队与
本地20多家企业合作，在京东、淘宝、抖音及
小程序店铺上架100多种农特产品，由3名电
商创业者进行运营管理，通过线上线下双渠
道助力农特产品销售。目前已销售红枣 30
吨、核桃50吨，销售额达53万元。

云播精选团队运营总监麦麦提·托合提
说：“我们的目标是建立新媒体电商账号，通
过社交媒体宣传、打折优惠等方式吸引顾客，
并在该账号上展示、销售策勒县的农特产
品。”

与云播精选团队一样，在策勒县注册成
立的新疆爱梦馕食品有限公司通过电商平台
推销馕产品，线上月销售额达4万多元，产品
远销天津、北京、安徽、辽宁、广东等地。“我们
要在馕产品质量上下功夫，打造策勒县馕品
牌，建立电商营销团队，让馕产品走得更远，
带动更多农户依靠馕产业增收致富。”公司经
理赛地马合木提说。

随着招商引资力度的不断加大，小微企
业相继进驻新媒体电商平台，进行线上业务
运营，同步带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使得策勒
县电商发展迈上新台阶。同时，策勒县积极
组织全县知名企业和美食名店参加地区第二
届美食文化节，在美食大赛中，策勒县有7家
企业获得了9个奖项，其中和田特色旅游名
店3家、和田特色旅游名小吃1家、和田旅游
特色名菜5家。

为鼓励更多的有志青年和大学毕业生加
入网红队伍，策勒县电商公共服务中心组织
县域25名网络主播考取由国家广电总局颁
发的网络视听主播证书，为培育策勒县本土
电商人才夯实基础。

在策勒县友谊社区工作的大学生阿日孜古丽·麦提如则这次也参
加了网络主播考试并取得证书。她说：“我很喜欢电商直播。今后，我
要更加努力学习电商直播技术，为策勒县直播带货助农增收作出应有
贡献。”

“策勒县将继续发挥电子商务的优势，在打破传统贸易壁垒、改善
营商环境等方面加强互联网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应用，引导和推动电商
更好地实施品牌战略和民营企业发展，为县域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
力。”策勒县商工局负责人说。

养殖三黄鸡 壮大村集体经济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石一凡 陆雷）
近年来，民丰县尼雅乡幸福村把壮大集体经济
作为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不断发展养殖
业。经多方调研、考察，村“两委”及“访惠聚”
工作队决定，以“黑六”三黄鸡养殖项目作为今
年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重点项目。

5月12日，笔者在幸福村“黑六”三黄鸡产
业发展基地看到，上万只鸡苗在舒适的鸡舍里

“引吭高歌”。
据了解，幸福村将下拨的 70 万元村集体

经济项目资金作为启动资金，先后从郑州、成
都等地购买“黑六”三黄鸡进行养殖。养殖场
内配备先进的喂养设备，还邀请专家制定科学
喂养流程和方法、防疫工作管理规定及应急处
理实施细则。养殖专家“手把手”地进行35天
的养殖专业技术指导，以保证养殖的“黑六”三

黄鸡品种纯、质量优、附加值高。三黄鸡出栏
后，幸福村结合供应商回购、民丰县与西藏自
治区阿里地区改则县互动、兵地发展等有利条
件，解决销售问题。按照每只三黄鸡重达3.5
公斤后出售，每公斤 20 元，初步预估第一批

“黑六”三黄鸡总收益可达 140 万元，除去投
资、购买鸡苗、养殖、管理等成本，村级集体经
济净收益40余万元。

村干部范露丹说：“幸福村是今年自治区
级乡村振兴示范点。为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村里经过多方市场调研，决定养殖‘黑六’三黄
鸡，虽然存在一定风险，但我们有信心、有决
心，在养殖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把鸡养好，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据悉，养殖场共有养殖厂房18栋，现有鸡
苗20000羽。

↑↑ 幸福村“黑六”三黄鸡产业发展基地，员工在科学喂
养鸡苗。 地区融媒通讯员 石一凡摄

→→ 生长良好的“黑六”三黄鸡。
地区融媒通讯员 陆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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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市京剧团“送戏下乡”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艾姆

拉罕 祖丽胡玛尔）5 月 16 日，乌
鲁木齐市京剧团 （新疆京剧团）
开展“戏曲进乡村”活动，首场
演出在民丰县上演。

本次活动是自治区2023年十
件民生实事之开展文化体育惠民
活动中的一部分：重点推进“戏
曲进乡村”项目，为全疆39个县
市458个乡镇送戏曲进乡村。

按计划，乌鲁木齐市京剧团
（新疆京剧团）今年将完成赴南疆
送戏下乡演出活动200场。

据了解，乌鲁木齐市京剧团
（新疆京剧团）精心选派人员、编
排剧目，由优秀青年演员、舞美
人员组成文艺小分队，以县为单
位，深入农村，促进戏曲艺术在
农村传播普及和传承发展，促进
文化资源向农村倾斜，增强广大
农民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获得
感、幸福感。

咚咚锵锵的锣鼓声拉开了活
动的帷幕，《白蛇传·游湖 》《林冲
夜奔》《杜鹃山·乱云飞》《红灯记·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梨花颂》《空
城计》《天女散花》《扈三娘》等曲
目，让人回味无穷。

祥民街道幸福社区干部茹则
古丽·麦提图尔荪说：“乌鲁木齐市
京剧团来民丰县演出，让我们干部

群众现场感受到了戏曲艺术的魅
力。今后，我们基层文化生活也要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扬好，
让经典永流传。”

乌鲁木齐市京剧团（新疆京剧
团）刀马旦演员孙佳佳说：“作为戏
曲演员，能参加此次‘戏曲进乡村’
活动，感到使命在肩，我们会用心
唱好每一出戏。”

赏歌舞 品美食

畅 叙 民 族 团 结 情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闫兆
霞）今年5月是自治区第41个民族
团结教育月。5月14日，地区司法
局驻和田市拉斯奎镇阿克塔什村

“访惠聚”工作队与村“两委”组织
开展了民族团结联谊活动。大家
欢聚一堂，品尝美食，载歌载舞，畅
叙民族团结情谊。

活动中还对特色美食进行评
比。20余名村民带着自己做的抓
饭、馕包肉、包子、凉皮、汤饭、油塔
子等美食前来参评，每道美食色、
香、味俱全，让在场的观众大饱眼
福和口福。

评委组从食材、色泽、味道、造
型等方面对各道美食进行了点评
打分，评选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
名，三等奖3名，优秀奖8名，并为

获奖者发放了羊、鹅、鸽子等奖
品。

“活动中，我做的肉包子很受
大家喜欢，还得了二等奖，村委会
给我发了奖品——2 只大鹅。这
样的活动让我们邻里关系更好
了。”村民买提图尔荪·艾则孜高兴
地说。

村民玛伊热·图尔荪麦提说：
“我们观看了精彩的节目，还有茶
艺展示。现在，我们村的产业越来
越多，村民越来越富裕了，希望我
村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好。”

村党支部书记王向阳表示：
“我们将以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
活动为抓手，不断深化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活动，让全体村民像石榴籽
那样紧紧抱在一起。”

评委现场点评打分。 地区融媒通讯员 闫兆霞摄

墨玉县举办青年朗诵大赛
地区融媒讯 （记者 古哈尔

尼沙）5月16日，墨玉县团委举办
“青春向党·诗诵中华”青年朗诵大
赛，教育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学习党
的光辉历程，深刻感悟新时代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增强团
员青年与党同心、跟党奋斗的坚定
意志。

来自各乡镇（街道）团委、西部
计划志愿者团支部的41名选手参
赛。参赛选手紧扣主题，真情倾
诉，热情颂扬，重温百年团史，传承
红色基因，讴歌墨玉县建设发展成
就，共同展望新时代。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强
化理论学习，不断充实自己，为祖
国繁荣发展贡献青春力量。”获得
青春奋进组一等奖的选手艾妮排·
麦麦提敏说。

通过青年朗诵大赛，充分展示
了新时代墨玉青年良好的精神风
貌。墨玉县团委书记米日帮·艾则
孜表示：“我们将持续发挥青年群
体的引领力、组织力和服务力，积
极推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激励青年以昂扬的斗志和饱满的
热情，不断开拓进取，创造出无愧
于青春、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上接第 1 版）佧米力江面对生
与死的考验，无惧风险，逆行而上，守
护着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称得上
最美“逆行者”。“23 岁，我理解了什
么是‘英雄’，知道了什么叫奉献与担
当。作为一名护理工作者，我很自
豪。”佧米力江说。在2020年9月，佧
米力江获得全国抗击新冠疫情先进
个人称号。

“佧米力江虽然是名男护士，但
他特别善于安抚病患的情绪，懂得如
何让我们配合医生治疗。”这是患者

对佧米力江的评价。
肝病科护士长任慧琳说：“佧米

力江在实际工作中，始终把每一位病
人当成自己的亲人，为病人提供耐心
细致的服务。”

作为一名年轻护士，爱岗敬
业、无私奉献是佧米力江永恒的追
求。“我将继续把本职工作做好，不
断学习充实自己，用专业技能和努
力付出换来患者的满意。”佧米力江
说。

地区融媒记者 古哈尔尼沙

演员表演京剧《梨花颂》。
地区融媒通讯员 艾姆拉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