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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赛迪·艾尔西丁

带领村民走好乡村振兴“幸福路”
地区融媒记者 张亚辉

递砖、平地、加固钢架……8 月 31
日，在洛浦县洛浦镇巴什恰帕勒村大棚
种植专业户麦赛迪·艾尔西丁后院，麦赛
迪正在与工人一起忙碌着改造“土大
棚”。

麦赛迪是当地有名的大棚种植专业
户，曾荣获自治区劳动模范、第二届自治
区农村青年致富状元、和田地区农业技
术推广先进个人、和田地区科技示范先
进户等荣誉，带动周边百余户村民走上
设施农业致富的道路，是一位地地道道
的“能人”。

1994年，一名四川菜农来到巴什恰
帕勒村发展大棚蔬菜种植，这在当时是
一件稀奇事。出于好奇，麦赛迪参与大
棚建设。“当时砖块紧缺，我们采用沙土
垒墙，自己加工木头，搭配塑料薄膜、棉
被，就建造成了‘土大棚’。”麦赛迪回忆
说。

以前，洛浦县群众冬季大多只能吃
到恰玛古、白菜、土豆等易于储存的蔬
菜。当年，四川菜农的大棚种出的西红
柿、辣椒新鲜蔬菜，一上市就被疯抢。麦
赛迪看着四川菜农通过种植大棚蔬菜致
富，他心生羡慕。

1995年，麦赛迪承包了4亩地，建起
了3个蔬菜小拱棚，种了西红柿、辣椒等
蔬菜，当年收入6000余元。6000元在当
时是个什么概念？当时普通人员的平均
月工资300-400 元，大多数村民一年到
头收入不超过500元。

种植蔬菜大棚获得第一桶金后，麦
赛迪多次参加洛浦县统一组织的各类技
能培训，2005 年获得了中专文凭。当
年，他还被地区团委选派到山东寿光参
观学习温室大棚种植技术，系统地掌握
了温室大棚种植管理技术，种植经验日
渐丰富，成为远近闻名的温室大棚种植
专业户。

当时寿光的日光大棚采用砖砌墙
面、钢架结构、自动卷帘被褥，让使用“土
大棚”的麦赛迪大开眼界，他暗暗发誓，
自己迟早也要建造相同的大棚。

2015年开始，麦赛迪结合设施农业
发展需求，及时改变种植模式，将蔬菜种
植销售改为培育蔬菜苗。当时，麦赛迪
拥有13个“土大棚”，每年种植大棚收益
轻轻松松达到15万元，为何要去触及自
己陌生的领域？

麦赛迪表示，蔬菜苗对于农户发展
大棚种植至关重要，市场上的蔬菜苗大
多属于旺苗，根系细、吸水吸肥差、移栽
成活率低。他想给农户培育优质蔬菜
苗，帮助乡亲们发展好大棚种植产业，共
同走向致富路。

麦赛迪一边从内地引进优良蔬菜品
种，一边学习育苗技术。培育出来的蔬
菜苗，自己试种后再向大棚种植户推
广。一开始，因为引进的品种不太适应
当地的土壤和气候，蔬菜品质及产量不

尽人意。但麦赛迪并不服输，经过无数
次的失败尝试，他成功培育出优质的西
红柿苗和辣椒苗。

张其飞毕业于安徽农业大学，2018
年来到洛浦县发展设施农业，在农业座
谈会上，结识了种植能人麦赛迪。麦赛
迪向初来乍到的张其飞介绍洛浦县水
肥、温差、二氧化碳含量等参数，张其飞给
麦赛迪讲解育苗微量元素配比、水肥管理
等技术，两人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2019 年，在张其飞建议下，麦赛迪
投资10多万元，将后院一座“土大棚”改

造成现代化大棚。改造后的大棚，采光
好、通风好，还实现了室内喷洒水肥，极
大提升了育苗质量。

目前，麦赛迪正在改造第二座“土大
棚”，相比第一座改造大棚，增加了吊灌设
施，不仅减少了日常培管的人力财力投入，
而且比人工浇水施肥更加均匀。

现在，麦赛迪将名下的13座大棚租
赁给农户，自己专注于培育蔬菜苗，免费
为周边的大棚种植户提供技术指导，帮
他们解决种植管理中遇到的各类问题，
借助自身资源联系销售渠道，帮助大家

打通销路，确保增产增收。阿卜力孜·麦
木提孜就是诸多受益的农户之一。

2022年，阿卜力孜承包了8座大棚，
移栽麦赛迪培育的西红柿苗和辣椒苗。

“麦赛迪大哥培育的蔬菜苗太好了，在他
的全程技术指导下，蔬菜产量、质量都非
常好。”阿卜力孜说。

今年，阿卜力孜种植的西红柿和辣
椒已经卖了6万多元，日子越过越红火。

“作为一名致富带头人，我的理想就
是多育苗、育好苗，和乡亲们共同走上乡
村振兴幸福路。”麦赛迪说。

8月31日，麦赛迪·艾尔西丁（右）给村民讲解育苗技术。

麦赛迪·艾尔西丁（左）给工人递砖，改造
“土大棚”。

张其飞（右）和麦赛迪·艾尔西丁一起探讨育苗技术。
地区融媒记者 张亚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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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格孜库勒乡的葡萄熟了
8月29日，和田县色格孜库勒乡通过电商直播向网友销售本地葡萄。
葡萄是色格孜库勒乡主要产业，现有木纳格、香妃、和田红、蓝宝石等

12个品种。这几年电商经济发展迅猛，色格孜库勒乡抢抓机遇，持续开
展宣传推广葡萄特色农产品，拓展销售渠道，提高经济效益。目前，色格
孜库勒乡种植葡萄规模1.3万亩，亩均产量1.5吨至1.8吨，全乡葡萄年产
量23000吨，亩产值2000元至5000元不等。

地区融媒通讯员 阿卜杜哈力克 帕提古丽文/图

检修农机具 保障秋收冬播
眼下正是秋收农忙季节。为充分发挥农机在农业生产中的主力军作

用，8月28日，和田市农业农村局在伊里其乡肖拉克村举办秋收冬播前农
机具检修及人员培训现场会，各乡镇农口负责人以及农机驾驶人员参
加。培训内容有农机具的维修、安全使用知识及新技术推广等。

和田市冬小麦播种计划共投入各类农业机械、农机具3955台。农机
部门以强化指导检修、田间送技的方式，严把农机检修关，帮助农户对农
机具进行保养、检修、调试，为冬小麦播种提供保障。

地区融媒实习生 高云凤 孙丽璇文/图

8月20日，策勒县达玛沟乡普那克村工作队队员与村民采摘小黄梨。
为了增加村集体经济，地区发改委驻村工作队投资120万元，从山东

引进小黄梨，在达玛沟乡3个村率先种植，经过几年发展，3个村的种植面
积达到700多亩，小黄梨树20000棵。工作队还成立了由村委会主导的小
黄梨产业协会，统一管理梨树、销售梨子，并注册了“小黄梨”商标，统一进
行品牌包装宣传销售。

近年来，策勒县达玛沟乡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提供技术指导、采取“村
党支部+基地”经营模式，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水果产业。目前，全乡种植
小黄梨面积达750亩，亩均产值1万元以上，小黄梨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
黄金果。 地区融媒通讯员 李利富 阿不力米提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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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李利富）8
月25日，在策勒县达玛沟乡丰收水库大
闸蟹养殖户陈少广的养殖基地内，一个
个蟹塘波光粼粼，密集的绿草下能看到
灵活有力的蟹钳隐藏在草间。傍晚时分
到了喂食的时间，养殖户陈少广带领工
人坐船给螃蟹开始投喂饲料，不时查看
螃蟹生长情况。

53 岁的陈少广今年从重庆璧山区
来到策勒县，进行水产大闸蟹养殖。因
为达玛沟乡拥有丰富的水资源，为大闸
蟹养殖提供了极为有利的自然条件。乡
政府推行的高标准池塘改造和集中尾水
处理措施，让陈少广养殖的水库螃蟹和
蟹塘生态环境更好，大闸蟹成活率高，个
头大、品质好，价格也不错，他也成为了
当地小有名气的养蟹能手。

今年是陈少广饲养大闸蟹的第一
年，他投入资金230万元，投放了700万
只蟹苗，9月他养殖的螃蟹就要上市了，
他希望能借助这里的地理优势，让螃蟹
卖出好价钱。他算了一笔账：今年承包
的3950亩水库和10个蟹塘，大闸蟹产
量可达 100 多吨。这里的地理位置好，
有高速公路，还有铁路，便于运输销
售，抛开饲料、人工、增氧设施、围网
等，今年养殖的大闸蟹预估纯利润100
多万元。

“今年 3 月我来这里看中这座水
库。这里条件好，水质好，我就与一个
有专业养殖经验的朋友，一起承包水
库，养殖大闸蟹。两次投苗700万只左
右，第一批投苗，已经成熟，可以在9
月上市。这两天，我放了不少地笼，看
到大闸蟹长势良好，感到很满意，今年
会是一个丰收年。”陈少广望着蟹塘信
心满满地说。

陈少广还打算进一步推进大闸蟹养
殖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发展，
将养殖的螃蟹销往乌鲁木齐、南京、杭州
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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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玉县

高标准农田玉米喜迎丰收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惠丰蕾 茹柯耶）8

月30日，在墨玉县加汗巴格乡巴什恰瓦格村的高
标准农田，连片的玉米长势旺盛，一台收割机在玉
米地里来回穿梭，一棵棵玉米连茎带穗被卷入割
台，粉碎的秸秆从收割机排料口运送到一旁的运输
车内。收割、摘穗、秸秆粉碎，整个流程一次性完
成。全程机械化收割，大大缩短了采收时间，提高
了效率，实现了节本增效。

巴什恰瓦格村党支部书记林果说：“高标准农
田能够精细灌溉、精准施肥，改变了大水漫灌的传
统浇灌方式，特别适合我村的现状，不仅节水、节

肥、省工、省时，还能提高粮食产量。”
“通过土地流转，我们不仅每年有流转费，还

能腾出手干些别的活增加收入，日子越过越好
了。”巴什恰瓦格村村民喀迪尔·托合提帕萨尔高
兴地说。

据了解，加汗巴格乡现有高标准农田 7245.8
亩，主要种植冬小麦和玉米，采取“企业+村集体+
农户”经营模式，在推广绿色高产上下功夫，逐步让
节水、节肥、高产成为“标配”。现如今，随着农用机
械的投入使用，一台机械就能完成所有农作物收
割，既高效又便捷。

8月30日，在墨玉县加汗巴格乡巴什恰瓦格村的高标准农田里，收割机将玉米连茎带穗卷入割台，粉
碎的秸秆从收割机排料口运送到一旁的运输车内。 地区融媒通讯员 茹柯耶摄

山东小黄梨落户策勒结“金果”

8月30日，民丰县尼雅镇光明社区白羔羊烤肉店店主尤尼斯江·图尔
迪在为顾客烤羊肉串。

今年23岁的尤尼斯江因为喜欢做美食，练就了一手好厨艺，并萌生
了创业开烤肉店的想法。2022年，他投资8万元开了一家烤肉店。刚开
始时，生意不理想，尤尼斯江就邀请懂技术的人员进行指导，几个月后，他
掌握了烤肉技术，慢慢地，烤肉店的生意红火了起来。

尤尼斯江富了后，不忘周边乡亲，给村民提供就业岗位，大家一起致
富。 地区融媒通讯员 艾姆拉罕 怕提马文/图

尤 尼 斯 江 的 幸 福 生 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