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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新疆在全球首次实现“双气共采”
据新疆日报乌鲁木齐2月27日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谢慧变）近日，
新疆亚新煤层气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主持承担的自治区重大科技专项
煤炭地下气化（UCG）试验一次性点火成
功，同时实现了难采煤炭资源的“双气共
采”，该项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属于首创。

亚新煤层气集团副总经理韦波介
绍，“双气共采”技术不仅可以开采煤层
中的天然气，还能同时获取煤气，极大地
提高了煤炭资源的利用效率。

记者了解到，UCG试验是自治区科
技厅重大科技专项《新疆难开采煤炭煤
层气资源高效开发技术》中需要重点攻
关的技术难点。该项目2023年4月启动，
主要致力于攻克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煤炭
地下气化）和煤层气开发重难点技术。

科研团队经过长期的基础研究和工
程实践，成功突破了传统点火技术的限
制，实现了一次性点火成功，为煤炭地下
气化大规模产业化示范奠定了坚实基
础。

韦波介绍，该项目还实现了超千米
煤层的原位气化，这一技术的成功突破
在国内尚属首次。超大型无井式地下气
化炉的构建也为国内首例。这些创新成
果展示了亚新煤层气集团在科技研发方
面的卓越实力。

此次 UCG 试验的空气煤气热值平
均超过每立方米2500千卡，最高突破每
立方米4000千卡，其结果达到国内外领
先水平。这一热值的提升，将为能源的
清洁利用提供更有力支持。

聚 焦 高 质 量 发 展

筑 巢 引 凤 带 来 一 路 繁 花
地区融媒记者 董瑞强

2023 年，地区聚焦自身优势资源，
围绕重点产业链上下游，积极搭建招商
平台，主动发掘招商途径，高效推动引资
合作，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和田落地，交出
了一份高质量的招商成绩单。

聚焦优势资源抓招商

乘着时代的东风，地区围绕优势产
业积极开展招商引资，绿色矿业、光伏发
电、纺织服装等一批优势产业在和田迅
速落地。

2023 年 2 月，地区在厦门举行绿色
矿业产业集群招商推介会，向国内众多
企业推介和田矿产资源，145 家企业参
加招商推介会，与 30 家企业在矿山开
发、冶炼加工、新材料制备等方面达成合
作协议，合同金额达 828 亿元。随后年
产20万吨碳酸锂项目、10万吨锂盐项目
迅速落地推进，预计今年 6 月底投产运
行。

和田光热资源丰富，地域辽阔，发展
光伏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过去一
年，和田大力引进光伏企业，在戈壁、沙
漠上建设光伏基地，将“清洁能源基地建
设”作为工业发展新的突破口，积极推动
经济社会绿色转型，推进光伏发电等新
能源产业发展。新增集中式光伏电站 9
座，容量220万千瓦，是2022年之前光伏
装机容量之和的3.5倍多。

截至 2023 年底，地区光伏总容量
282.36万千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95万
吨，减少大气污染排放310万吨。

锚定产业链条抓招商

过去一年，地区立足资源禀赋和区
位优势，以“五大产业集群”建设为抓手，

积极延伸产业链条，加快构建现代化产
业体系。随着产业链的拓宽升级，地区
招商引资工作方案也在不断细化。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和田地区昆

冈经济技术开发区（有色金属产业园）。
昆冈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和田矿产冶炼
和精深加工的承载地，是地区实施的“头
号工程”。

此外，地区推出延链、补链、强链的
针对性招商举措，纺织服装、消费电子产
品、设施蔬菜等产业链变得更加成熟，

（下转第3版）

2015年10月，在北京援疆和田指挥部的大力支持和协调下，京和纺织作为北京市重点援疆企业落地和田。公司成立以来，累计为当
地群众提供5000余人次的就业岗位。图为京和纺织生产车间工人在操作生产设备（资料照片）。 地区融媒记者 许晓龙摄

提升文旅服务 推进融合发展
——全地区加快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地区融媒记者 阿米乃姆

去年，全地区累计接待国
内外游客2240.15万人次，同比
增长 181.03%；实现旅游收入
144.2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86.61% …… 在 刚 刚 过 去 的
2023 年，地区文化和旅游工作
亮点频现。

华灯初上，和田夜市人头
攒动，吸引了各地游客来此打
卡，西瓜烤肉、胡辣羊蹄、酸奶
粽子、烤鸽子、烤全羊等特色美
食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品尝。

有着古于阗王城风貌建筑
特色的约特干故城，以错落有
致的白色房屋、传统的阿依旺
民居，为各族群众呈现了神秘
的民俗风情，让游客感受到最
质朴的烟火气。2023 年，实景
剧《万方乐奏有于阗》成为让外
地游客重新认识和田的旅游新
名片。

和田越来越多的景点成为
游客必到之处。“一天四季，十里
不同天”的昆仑山，成为夏季旅游

避暑的理想之地。和田博物馆，
成为宣传和田、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和对外开放的重要文化窗口；
和田玉都城，成为游客了解和田
玉文化的必来打卡之地。

2023 年，旅游品牌创建实
现新突破，地区文旅系统500万
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44
个，打造旅游民宿 10 家 510 张
床位，申报丙级民宿11家。投
入资金对“昆仑天路”“和田进
藏第九线”“桑株古道”3条重点

风景线路沿线旅游基础设施进
行完善。

全力推进新疆昆仑山景区
5A级创建工作，和田县约特干
故城、于田县库尔班·吐鲁木文
旅产业园被评为国家 4A 级旅
游景区，和田市团城被评为第
二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新
疆昆仑山景区被评为中国探险
旅游精品景区，和田市大漠湖
杨旅游区被评为全国沙漠旅游
精品目的地，和田地区被评为

全国“自驾旅游目的地”。
同时，地区着力提升公共

文化服务效能，深入挖掘保护
利用历史文化资源，持续开展

“中华文化耀和田”系列交流活
动58场次，邀请疆内外专业人
员来和田开展培训展演活动
170 余场次。依托各类文体项
目，广泛开展各类文体活动
5.98 万余场次，惠及群众 149.5
万余人次。

2023年，在地委、行署及北

京援疆和田指挥部等单位的充
分研究、共同酝酿下，和田地区
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这条主线，树立“三杆文化
大旗”，举办了昆仑文化学术论
坛暨“于阗南山·玉河古道”多
学科综合科考成果发布会，成
立“一院三中心”，深入研究昆
仑文化、中华玉文化、于阗佛教
文化，文化事业不断繁荣发展，
以文塑旅行之有效。

去年，和田地区被选定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特别节
目《欢欢喜喜过大年》的拍摄
地，并圆满完成协助拍摄任
务，央视《欢乐大猜想—走进和
田》热播。积极创作精品文艺
节目，顺利实现舞剧《五星出东
方》本土化移交，参加自治区第
六届中国新疆国际舞蹈节，并
获得“和美丝路奖”；《板蓝格放
歌》《买吐送的故事》荣获自治
区第七届“天山文艺奖”；

（下转第3版）

和 田 是 个 好 地 方和 田 是 个 好 地 方

和田市浙江中学开学第一课

讲授非遗技艺 播撒传承“种子”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闫兆霞 阿迪力江）2 月 26
日，和田市迎来春季学期开
学，全市各中、小学生满怀憧
憬与希望，以“开学第一课”开
启新学期美好学习生活。

龙年开学少不了“龙”元
素。在和田市浙江中学美术
室内，一堂别开生面的非遗课
正火热进行。在老师的悉心
讲解下，学生认真将红纸折叠
反转，随着剪刀和刻刀的精心
剪裁，生动形象的龙形图案、

“福”字及各式各样的花型剪
纸作品陆续完成，让同学们近
距离感受了一次非遗传统文
化之美。

学生康馨洁说：“学校每
次开学都会有不一样的‘惊
喜’，我觉得这样的‘开学第一
课’非常有意义。老师手把手

教我们，通过自己动手体验，
近距离接触非遗技艺，内心成
就感满满。”

美术教师冯艳华说：“给
学生讲解非遗技艺，让他们对
剪纸有初步的了解，也希望学
生们以开学为新起点，用全新
面貌迎接新学期、新生活。”

与此同时，在综合实践
室里，老师正在为学生讲授
如何设计、打磨图案，如何
进行精细雕刻等，通过手把
手、面对面的授课，不仅丰
富了学生的校园生活，还为
传统工艺的传承和发展注入
了新活力。

“我对葫芦雕刻特别感兴
趣，‘开学第一课’能学习这门
技艺，我很开心。以后，我会
好好学习葫芦雕刻手艺，做出
更精美的作品。”学生乃吉米
丁·尼比江说。

和田市浙江中学在重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同
时，突出学生素养的全面培
育，通过组织学生参加丰富多
彩的文化课堂，让他们在“多
彩课堂”中收获成长。

云南摩尔农庄落地和田

核桃产业发展锦上添花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罗亚）
近日，云南摩尔农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云南摩尔农庄”）与和
田县、皮山县人民政府签订框架合作
协议，计划重点在和田县加工生产核
桃乳、核桃油、核桃饮料等精深加工
产品，在皮山县主要以加工生产核桃
油为主，将和田建设成全核桃产业精
深加工优质产地。

云南摩尔农庄是集有机食品、功
能食品和医药研发、种植、加工、生
产、销售为一体的股份制科技企业。
云南摩尔农庄深耕核桃产业，完成了
世界首例核桃基因破译，牵头成立云
南核桃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参与
制定油用核桃国家标准及核桃油、核
桃油饼行业标准等，着力打造云南省

核桃产业未来发展样板。
云南摩尔农庄已于1月10日在

乌鲁木齐注册新疆摩尔兴果生物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2月1日在皮山县
注册皮山摩尔兴果生物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并计划投资1亿元用于皮山
县厂房建设，其中，设备 7000 万元，
土建 3000 万元，并于近期对现有厂
房水、电等系统进行改造，增加上下
供排水系统、消防管网系统、厂房电
力布线等。按照2024年核桃成熟采
摘前投产的要求，倒排工期，加快厂
房的建设和生产线的安装、调试，计
划今年 8 月底前完成生产线设备调
试工作。

公司在和落地，将进一步促进和
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和田
地区林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
振兴，实现农民增收，企业增利，地方
增税，消费者得实惠。

和田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优化金融服务 助力春耕备播

地区融媒讯 （实习记者 于凯
莉 实习生 佐日古丽）2 月 26 日，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和田地区分行
获悉，2024 年和田地区春耕备耕资
金需求约为13.9亿元。截至1月末，
法人金融机构已累计发放信贷资金
4.03亿元，为春耕生产提供了有力的
资金保障。

今年以来，和田市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积极履行服务“三农”使命，将工
作重心聚焦在春耕信用贷款需求上，
确保信贷资金及时投放，以稳定和优
化金融服务，为全年农业生产打下坚
实的基础。

为了满足农户多样化的贷款需
求，和田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不仅提
供了种植业贷款、畜牧业贷款等传统
贷款产品，还推出了富民E贷、兴农
E 贷、旅游农家乐贷、农牧贷和铁牛
贷等新型贷款产品，为推动乡村振兴
提供有力的金融服务保障。

“下一步，我们将紧密结合春耕
备耕生产资金需求量的实际状况，迅
速而精准地优化资金政策和人力资
源配置，满足广大农牧民在春季农
业生产中的金融需求。同时，实时
更新信贷需求，确保金融帮扶政策
能够得到充分、有效、精准地运
用。建立春耕贷款绿色通道，优先
保障春耕备耕信贷投放额度，实行
优先审批受理，优先办结机制，提
供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和田市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副主任热孜
牙·买买提明说。

乡村振兴进行时乡村振兴进行时

 老师给学生讲授如何

设计图案、雕刻等知识。

地区融媒通讯员 闫兆

霞摄

重 点 项 目 进 行 时重 点 项 目 进 行 时

走走

阿巴拜科日的幸福生活
“社火表演去看了没有？”“去

看了。表演太精彩了。”面对顾客
的询问，超市老板阿巴拜科日·阿
卜杜艾则孜一边忙着整理货架，一
边笑呵呵地回答道。

2 月 25 日，元宵节刚过，记者
来到和田市拉斯奎镇和美小区易
地搬迁安置点，进出小区的车辆络
绎不绝。在小区门口有家“漂亮母
亲超市”，超市货架上整齐摆放着
各种生活用品以及一些中高档礼
盒，前来购买日用品的居民边挑选
心仪的商品，边和超市老板阿巴拜
科日拉着家常。

“过年期间生意特别好。平时
妻子一个人看店非常辛苦，这两天
我就承担起了看店卖货的责任，媳
妇和孩子就去走亲戚、逛街。”阿巴
拜科日对记者说。

2019 年，阿巴拜科日一家享
受国家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从和田
市吉亚乡苏亚兰干村搬进了和田
市和美小区，一家人住上了三室两
厅的楼房，用上了天然气，有了浴
室，两个孩子也有单独的卧室。有
了好的居住条件后，夫妻二人作为
曾经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还在社区
的帮助下，在小区门口租下150平
方米的门面房，开起了超市。

“我每天开小货车做水果生
意，平均一个月收入 5000 元，去
年，我们家的人均收入有2万元。”
阿巴拜科日说，“我现在能过上这
么好的生活，真心感谢党和政府的
好政策。”

搬迁前，阿巴拜科日夫妻二人
在和田市吉亚乡苏亚兰干村靠种

地和打零工维持生计，一年到头攒
不了多少钱，日子过得比较拮据。

“以前，家里的每一分钱都要
精打细算，有什么好吃的，都先给
孩子，新衣服也很少添置，挣的钱
基本上用在一家人的吃饭、孩子的
教育上，即使有医保，看病能报销
一部分，但还是感觉生活压力大。”
回忆起以往，阿巴拜科日感慨道。

如今，走进阿巴拜科日家，水、
电、暖、沙发、茶几等设施配备齐
全，电视机、冰箱、热水器、燃气灶、
抽油烟机等家用电器一应俱全。
下班后，一家人会围坐在沙发上吃
着水果看着电视，生活很惬意。

“真没想到我还能住上这么明
亮宽敞的楼房。在这里干什么都
方便，走出小区就是大马路，马路
对面就有蔬菜水果批发市场，门
口有公交车站，孩子上学也很安
全。现在条件好了，生活也富裕
了，以前根本不敢想自己的日子
能过得这么幸福！”阿巴拜科日开
心地说。

阿巴拜科日一家的幸福生活
是易地扶贫搬迁给搬迁群众带来
生活变化的一个缩影。和美小区
是2018年易地搬迁安置点，涉及6
个乡镇，46 个行政村，331 户 1661
人。搬迁后，社区始终把就业作为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及易地搬迁后续帮扶
的重点工作来抓，社区居民就业率
达到了 100%，2023 年人均纯收入
达到14133元。

地区融媒记者 姜亚文 阿
卜杜合力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