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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时间，淄博烧烤火爆出圈，
“大学生组团到淄博吃烧烤”等话题和
帖子在网络上热度不减，去淄博体验

“肉串+小饼+小葱”“一桌一炉一卷饼”
的独特吃法成为新潮流，以此产生了一
系列“蝴蝶效应”，淄博烧烤迅速成为一
种现象级的存在。

淄博烧烤在网络上爆火，为大江南
北所熟知，不是偶然，而是长时间积累
起来的必然。对比红透半边天的淄博
烧烤，作为“万物皆可烤”的烧烤重镇，
拥有悠久烧烤历史和优质烧烤资源的
和田，为啥没有凭借烧烤火起来？对
此，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在山东省“十四五”规划中，淄博作
为“省会城市圈”次中心城市，是山东区
域中心城市，被赋予探索资源型城市转
型“先进制造业强市”的使命。淄博率

先在山东省提出建设多彩活力的青年
创业友好型城市，探索提升城市活力。
相关数据显示，近三年，已有十万大学
生选择在淄博工作生活。

许多人不禁要问，和田是丝路名
城，过去有驰名中外的玉石、丝绸和地
毯，现在有核桃、美食、大芸和红枣，不
管从哪个角度讲，和田也具备了“火”的
条件。

就说和田烧烤，在全疆还是颇有名
气的，烤全羊、烤鸽子、烤包子、烤骆驼、
西瓜烤肉……这些带有地域特点、有特
色的美食得到了美食家的称赞和好
评，吸引着各地的“吃货”。品尝过和
田美食的游客，对和田美食也是赞不
绝口，还有和田人的热情好客，欢快
的歌舞，这都具备了打响和田名片的
要素。

那么这个火候到底差在哪里？
多年来，和田着力打造旅游文化名

城，各县市也十分重视文旅发展，采取
了很多措施，但对比淄博，我们会发现，
淄博政府主动作为、高位推动，举全市
之力推动淄博烧烤，是成功经验之一。

反观我们，在高位推动，整体推进
力度上还不够。目前，大多旅游项目是
单打一，或单打独斗，没有形成吸引游
客的核心景区；在文旅发展上，还未形
成科学有效的长远规划、整体推进的强
大合力。

淄博烧烤爆火以后，淄博政府积极
开展淄博烧烤品牌宣传活动，加强对烧
烤行业的监管和规范，并将淄博烧烤与
淄博的历史和文化联系起来，全方位提
升淄博烧烤品牌核心竞争力的做法值
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口味独特、价格便宜是淄博烧烤吸
引人的重要方面。和田在肉类烧烤上
具有十分鲜明的特色，有独特的烧烤方
法，但与淄博烧烤50多个种类相比，有
明显差距和不足。随着游客的增加，市
场需求的多元化，需要我们增加烧烤品
种，拉开消费层次，满足不同的消费群
体。

众志成城、热心服务，变“流量”为
“留量”，才是淄博烧烤火起来的核心密
码。和田人热情好客，淳朴善良，童叟
无欺，这是我们的优势，但在周到的服

务和细节的体贴上，我们还差很多，如
为烧烤点定制公交专线、新增临时停车
场、加强价格监督检查力度、市民主动
开展捡垃圾、指引路线等志愿服务方
面，不要忽略这些方面，往往市民温馨
的一个举动，会温暖一个人、一座城。

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物
古迹和文化遗产，如果不能充分合理地
运用，就是捧着“金饭碗”要饭吃。这需
要靠我们后天的修为，把这些文化发扬
光大，让国内外游客过目不忘，留下深
刻的印象，真实体验文化的魅力和快
乐，独特而又神秘的风土人情，而不是
留下许多美丽抽象、空洞的文化符号。

淄博烧烤如一面镜子，照出了和田
烧烤的差距和不足，打造文明旅游城
市，不仅需要“好高骛远”，还需要情怀；
烧烤再美味，也要有温度。打响和田烧
烤品牌，游客不仅需要味觉的体验，还
要有精神的愉悦。

内外兼修才能脱胎换骨，放眼长
远、兼收并蓄才能走得更远。

地区融媒记者 新语 张勇 张
亚辉 董瑞强

小和跑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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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烧烤VS淄博烧烤，我们差在哪？

民丰县

电商直播让尼雅黑鸡
“ 飞 ”向 大 江 南 北

地区融媒讯 （记者 唐海东 通讯员 毛伟云）
“尼雅黑鸡有1700多年的历史，在沙漠边上、红枣园里
散养，肉质紧实、越嚼越香。今天下单，我们安排顺丰
空运发货。”5月23日，民丰县主播阿依加玛丽罕·麦提
赛伊迪在直播镜头前向粉丝介绍家乡的特产。

民丰县尼雅黑鸡是以黑色羽毛、黑色皮肤为特征
的一种家禽，因肉质鲜美、营养丰富而受到消费者喜
爱。由于传统销售渠道单一，民丰县尼雅黑鸡的市场
份额一直较小。电商直播的出现，为尼雅黑鸡的推广
带来了新的机遇。通过电商直播，提高了尼雅黑鸡品
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展示了尼雅黑鸡的产品特点和散
养模式，让消费者更好地了解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
同时，让消费者能够直接向生产者提出问题和建议，进
一步提高产品品质和服务水平，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购
买这一优质产品。

“尼雅黑鸡营养丰富，非常适合哺乳的妇女恢复身
体，我下单5只，请尽快发货。”甘肃兰州市民王女士在
抖音直播平台留言说。

民丰县商工局党组书记龚平说：“在未来的发展
中，电商直播将成为推动农产品销售的重要平台，让更
多民丰县优质农产品走向全国各地。”

据了解，今年民丰县共养殖尼雅黑鸡200多万只，
预计产值8000多万元。

墨玉县

理论+实操电商培训
拓宽产品销售渠道
地区融媒讯 （记者 唐海东 通讯员 阿依努

尔）5月20日，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和墨玉县科协联
办的乡村振兴培训项目“法律明白人·新媒体·新产业”
电商培训班在墨玉县加汗巴格乡开班，来自该乡的网
红、村第一书记、村干部及企业代表等30余人参加培
训。

培训中，新疆网红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
阿克苏技师学院电子商务专业教师依明·艾则孜，围绕
电商短视频的拍摄和剪辑技巧，采用理论与实际操作
相结合方的式进行了讲解。

“为提高我们的实战能力，老师带我们到村里的蔬
菜大棚学习拍摄，这种现场教学方式很有效。我很珍
惜这次学习机会，一定要学好短视频拍摄、编辑与制
作，今后以短视频的方式宣传家乡的特色产品，助力村
民增收。”加汗巴格乡网红阿卜杜热扎克·阿卜杜拉说。

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驻加汗巴格乡阿依马克村第
一书记刘非说：“今后，我们要组织更多的有志青年学
习电商知识，开办电商网店，通过宣传使墨玉特色产品
走出新疆，走向全国。”

安徽省黄梅戏在和田夜市亮嗓开唱
地区融媒讯 （记者 阿迪

拉）5 月 22 日晚，“我们的中国梦·
中华文化耀和田”安徽省黄梅戏剧
院、乌鲁木齐市京剧团在和田夜市
环湖店亮嗓开唱，戏迷朋友过足了
戏瘾。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乌鲁木齐
市京剧团的演员带来《白蛇传·游
湖》《到底人间欢乐多》《红梅赞》

《扈三娘》等传统曲目表演，让现场
群众深深地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
的丰富内涵。

伴随着舞台上的精彩演出，舞
台下观众的热烈掌声不断。

“我们是来和田旅游的，听说
今晚和田夜市会有不一样的节目，

特意过来看一下。表演太精彩
了！”来自乌鲁木齐的游客叶娟说。

洛浦县第一小学学生麦迪娜·
阿布杜萨拉木说：“今天与安徽省
黄梅戏剧院演员同台表演，我感到
很开心。今后我会努力学习，将来
也要成为一名出色的戏剧演员。”

“此次来到和田演出，感受到
当地各族群众非常喜欢我们的表
演。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会编
排更多经典剧目带给观众。”乌鲁
木齐市京剧团青年演员刘羿成说。

乌鲁木齐市京剧团团长何铁
军说：“今天有幸与安徽省黄梅戏
剧院、和田新玉歌舞团的演员同台
演出。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脉所

在，我们一定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让传统文化在和田扎根、
开花、结果。”

“非常开心这次能来新疆进行
两地文化交流，安徽地方文化与新
疆地方文化融合在一起，组成一台
台精彩的节目，呈现给当地的观
众。同时，也希望新疆各族群众领
略、欣赏、了解安徽的地方文化。”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员邬云说。

据悉，本次活动由地委宣传
部、安徽援疆和田指挥部主办，地
区文旅局、安徽黄梅戏剧院承办。
此次活动促进和田各族群众的精
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推动皖和两
地文化深度交流交融。

我们的中国梦我们的中国梦··

中华文化耀和田中华文化耀和田

平谷大桃：种下百姓致富新希望

地区融媒讯 （记者 依丽米
奴尔)正值果树养护的关键时期。
日前，洛浦县平洛森浓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技术人员来到洛浦镇阿恰勒
村村民麦托乎提·麦麦提的桃园里，
进行剪枝、打理果树等技术指导。

麦托乎提有 8 亩地。之前他
全部种植西瓜，由于管理不到位，
一年下来仅有2.5万元的收入。正
当他犹豫今年还要不要种西瓜时，
村委会建议他种植优质品种的平
谷大桃。经过详细测算，他与家人
商量后，决定在8亩地上种植平谷大
桃。半年的时间，他种植的桃树都开
花了，这让他感到十分高兴。

“最初是因为没有信心把桃树
种好，所以很纠结，后来在村委会的
帮助以及洛浦县平洛森浓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我就想
试一试。现在看到桃树长势这么好，
心里终于有底了。”麦托乎提说。

在这期间，洛浦县平洛森浓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为他免费提供桃
树管理技术之外，还保证等桃子成
熟后市场价回收，让麦托乎提底气十
足，并发挥带头作用，带领 8 名村民
在30亩地里种植平谷大桃。“今年光
景好，80%的桃树都开花了，这让我
有信心种好这些桃树，而且只要桃子
熟了，公司就按市场价收购，消除了
我们的后顾之忧。”麦托乎提说。

平谷大桃产于素有“中国桃
乡”之称的北京市平谷区，因其个
大、色艳、桃味浓、甜度高、优种多、

无公害而驰名中外，并且上市时间
长，最大单果重可达1000克。在洛
浦县平洛大桃示范园，北京市援疆
和田指挥部2019年引进平谷大桃
试种成功，得到了洛浦县、平谷区
两地政府的认可。近年来，洛浦县
积极做好产业结构调整，在各乡镇
发展平谷大桃种植，促进了当地农
业增产增效、农民收入增长。

“从2021年开始，我们连续三
年向洛浦县捐赠平谷大桃苗木17
万株，平谷大桃种植已涉及洛浦县
9个乡镇。目前，种植的平谷大桃
平均单棵年产量 40 公斤，全县总
产量200万公斤。今后，我们将进
一步发展洛浦县特色林果业，增加
果农收入，助力乡村振兴。”洛浦县
平洛森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人赵富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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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和田县拉依喀乡巴什拉依喀村，处处展现着
勃勃生机。

走进艾力·托合提铁木尔家，房子里干净整洁，97岁
的托合提铁木尔·阿力麦克坐在床上，格子衬衣，蓝色长
裤，穿戴整齐干净，虽然半身瘫痪、双目失明，但老人精气
神十足，面色红润。

公公也是亲爸爸

洗衣、做饭、按摩、给公公接屎接尿……这些繁杂的
家庭日常琐事，布威麦热姆·阿卜杜拉一做就是15年。

2008年，布威麦热姆嫁给了托合提铁木尔的儿子艾
力·托合提铁木尔。当时，托合提铁木尔已经因患脑血栓
下身瘫痪，失去生活自理能力10年了。

刚结婚那几年，布威麦热姆与婆婆一起照顾公公，
2015年，婆婆因病去世，丈夫艾力长期在外做水果生意，
照顾公公的重担就落在了布威麦热姆一个人身上。

布威麦热姆从小跟着父母学了织地毯手艺，原本可
以外出工作，但要照顾瘫痪的公公，她长期无怨无悔留在
家里。当有人问起对现在的生活有没有什么遗憾，布威
麦热姆说：“公公也是我的亲爸爸，我希望在我的照顾下
老人能过得舒心。”长此以往，布威麦热姆用自己的行动
践行着孝老爱亲的中华传统美德。

久病床前有孝媳

托合提铁木尔有两个儿子，但他习惯了在小儿子艾
力·托合提铁木尔家住，喜欢吃布威麦热姆做的饭菜。

每天早上，布威麦热姆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用一盆
温度适中的清水，拿一条毛巾帮公公擦脸、擦身体，并将
公公扶起来靠着被子坐好，接着匆匆忙忙去做早饭。布
威麦热姆说，公公的身体不好，免疫力低，一定要吃有营
养的东西才行，家里的鸡蛋、肉食都留给了公公吃，蔬菜、
肉太硬，她就剁碎做给公公吃；为防止公公长褥疮，布威
麦热姆做了三床厚厚的被褥，天气晴朗时便轮换着晾晒。

长期的坚持照顾，布威麦热姆有了自己的“护理经”，
看到公公脸憋得通红，她就知道老人可能要上厕所，立即
找尿盆；公公便秘，她就买点香蕉，给公公喂下……

在托合提铁木尔的床边，放着水瓶、药瓶、录音机，布
威麦热姆说，公公没失明前，经常会推着他到处逛逛。
2020年眼睛失明了，公公就不爱出去，脾气也变得暴躁，
布威麦热姆就买来了收音机。从此以后，听广播、听新闻
成了托合提铁木尔每天最大的乐趣。

常言道“久病床前无孝子”，但布威麦热姆15年时间
里无怨无悔悉心照顾瘫痪公公，成了全村出了名的孝
媳。“有这样的儿媳妇，是几辈人修来的福气啊！”托合提
铁木尔逢人便夸。

“孝敬老人是我们当儿女应该做的！”布威麦热姆简
单质朴的话语，默默无声的行动，满满的正能量。

柔弱女子有大爱

提起布威麦热姆，丈夫艾力直言：“这个家最辛苦的是我妻子，她嫁进我
家，替我照顾父母，养育孩子，里里外外全靠她一人。没有妻子，我不会这么安
心地在外地做生意。”说起妻子的好，艾力眼眶发红。

“这孩子脾气真好，也是真的孝顺，是村里年轻人学习的榜样。”邻居艾则
孜·肉孜买买提说。布威麦热姆的好朋友阿依努尔·买提图尔荪起初无法理解
她，常常劝她出去找工作，而布威麦热姆却说：“小时候，爸爸妈妈无微不至地
照顾爷爷奶奶，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如今，我们长大了，也要把这种优良
的家风传承下去。”

父母是孩子的榜样，布威麦热姆的言行深深影响着儿子和女儿，每到周
末，布威麦热姆的孩子会给爷爷喂饭、捶背、按摩，学着妈妈那样照顾爷爷。

布威麦热姆的事迹在村里被传为佳话。乌鲁木齐铁路局集团有限公司驻
巴什拉依喀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刘振忠说：“布威麦热姆孝敬老人的事迹
值得全社会学习，希望用她的事迹教育更多人，让孝老爱亲传统美德永续相
传。” 地区融媒记者 石莹莹 胡礼政 通讯员 李用能

布威麦热姆·阿卜杜拉给公公洗漱。 地区融媒记者 石莹莹摄

民族团结一家亲 共叙警民鱼水情
地区融媒讯 （记者 阿迪拉

通讯员 陈帅）“奶奶，您身体不好，
慢一点，我扶您……”5月20日，和田
边境管理支队赛图拉边境派出所民
警麻那提一边搀扶着麦热姆·喀斯木
一边说。

为增进警民情谊，和田边境管理
支队赛图拉边境派出所民警与辖区
群众建立了“结对亲戚”关系。麦热
姆住在赛图拉镇，家人经常不在身
边，派出所民警一有时间就来看望这
位 68 岁的柯尔克孜族老人，这种情
谊已经维持了8年。

在近期电话联络中，民警麻那提
得知麦热姆老人身体不适，随即到家
中看望，送去了水果、药品等，帮助打

扫庭院、整理杂物。
“结亲的这几年中，我们之间的

感情从未淡过，从以前帮我建设装修
房屋，到现在关心我的饮食起居，
真的太感谢你们了！”麦热姆激动地
说。

据了解，今年以来，和田边境管
理支队赛图拉边境派出所走访慰问
辖区村民 100 余次，通过一件件小
事、实事、好事，进一步加深了警民情
谊，辖区村民亲切地称边境派出所民
警为“喀喇昆仑的贴心人”。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深化民族团结，维护辖
区稳定，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雪域高原
常开长盛！”麻那提说。

教师带领学员在大棚练习短视频拍摄。
地区融媒记者 唐海东摄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员表演黄梅戏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员表演黄梅戏《《红梅赞红梅赞》。》。 地区融媒记者地区融媒记者 阿迪拉阿迪拉摄摄

民警帮助辖区村民整理庭院民警帮助辖区村民整理庭院。。地区融媒记者地区融媒记者 阿迪拉阿迪拉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