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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121场招聘会提供岗位1.7万余个
石榴云/新疆日报讯 （记者 赵春

华）2024年“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活
动启动以来，和田地区各县市密集举办
以“春风送岗促就业 精准服务助发展”
为主题的线上线下招聘活动，帮助有就
业创业意愿的城乡劳动者就业创业，为
有用工需求的用人单位提供用工服务和
政策支持。截至目前，全地区开展招聘

会121场次，提供就业岗位1.7万余个。
今年以来，为全面掌握企业用工状

况，和田地区各县市人社部门深入乡镇
（街道）、村（社区）开展“就业访民情”活
动。主动对接各行业主管部门、各类经
营主体、人力资源机构等，摸排收集用
工、岗位信息，协调企业降低用工门槛、
改善用工条件，竭力为各类求职者和就

业困难群体等创造更多岗位，共走访
201家企业，摸排就业岗位4268个。

依托“和田就业服务网”“和田就业”
微信公众平台，和田地区分群体、分类别开
展就业创业政策和劳动保障相关法律法规
宣传，扩大政策知晓率。密集开展线上线
下招聘活动。根据用人单位用工需求，依
托各类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经营性人力资

源机构，将招聘会开到社区、村，让群众不
出乡、不出村就能与岗位精准对接。同时，
依托“和田就业服务网”线上平台举办网络
招聘会，通过云端送岗，架起了实时交流平
台。通过直播带岗让广大求职者身临其境
走进企业，以第一视角了解用工企业工作
环境和岗位情况，线上寻找就业新机遇，打
造不打烊的人社线上服务。

和田天王纺织有限责任公司

节后生产忙 奋战开门红
地区融媒讯 （记者 胡礼政 阿卜力克木）一年

春作首，万事行为先。2月21日，记者来到和田天王纺
织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隆隆机声中，清棉、梳棉、并
条、粗纱、细纱等生产线上一派繁忙景象，工人铆足干
劲冲刺开门红。

天王纺织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沙吾尔·阿不
都克日木说：“一月以来，我们订单逐渐增加。为了确
保质量和产量，我们合理调配人员，落实生产指标，全
力以赴抓生产。”

据了解，为提升生产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天王纺
织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于2016年、2019年先后投入2亿
元引进国际先进设备，生产线自动化程度跃居国内前
列。

车间内，只见工人穆乃外尔·麦麦提图尔荪娴熟地
从并条筒中抓起一条棉条，凭着经验，她自信熟练地用
手中的竹签完成接头。只要在岗位上，每过几分钟，她
就要去她管理的小组检查一下，中间基本不停歇，一忙
就是几个小时。

穆乃外尔告诉记者：“每天一上班就要先检查安全
生产、员工到位情况和前后一道工序的有序衔接，确保
我负责的工序顺利生产。”

据了解，2023年，天王纺织有限责任公司生产1.2
万吨纯棉纱，实现产值2.7亿元，新增的一条50000锭
生产线正在逐步投产。天王纺织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
理崔全民说：“春节过后，我们正开足马力抓生产，预计
第一季度完成生产棉纱3000吨，奋力冲刺一季度开门
红，2024年力争年生产销售1.5万吨纯棉纱，实现产值
超3亿元。”

聚 焦 高 质 量 发 展·企业篇

→→ 2月21日，天王纺织有限责任公司女工正在生
产线忙碌。 地区融媒记者 胡礼政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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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天山南北消费
火热。值得关注的是，一批青年回到家乡
生活或者创业，带动了新疆本地新型消费
崛起，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内生动能。

“加油！不要怕！手抓紧往上爬！”2
月20日，记者走进乌鲁木齐岩咖攀岩馆，
鼓励声此起彼伏，响彻耳畔。

2022年6月，玛尔旦·阿吉拉着刚刚大
学毕业的弟弟，一起回到家乡乌鲁木齐创
立了岩咖攀岩馆。“回新疆发现运动训练行
业还是蓝海，加上我大学时喜爱攀岩，就决
定开一家攀岩馆。”玛尔旦说。

玛尔旦在西安上大学期间因攀岩结识
的学弟学妹，现在也成了攀岩馆的教练。
2023年10月，因店面空间制约客流，玛尔
旦在乌鲁木齐开了第二家门店。接下来，
兄弟俩还计划再开一家店，“我们想让更多
人接触攀岩，爱上攀岩。”他说。

随着新场景、新业态、新玩法不断涌
现，加速促进内需潜力释放，带动消费回补
升级。业内人士分析，返乡生活、创业的新
疆年轻人，在带来新型消费方式的同时，也
带动了新疆商业体系释放新活力，为更多
返乡学子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家门口就业”
新选择，有助于形成“本地消费、本地产业、
本地人才”的内循环。

除了攀岩馆，特色咖啡店也成为不少
新疆年轻人返乡创业的新选择。

2021年8月，从乌鲁木齐读完大学返回
家乡和田的苏比努尔·穆太力普发现，和田
市团城街道里特色服装店、音乐餐厅、民族
茶馆相继落成，游客络绎不绝，读书时期就
喜爱咖啡的她，决定开一家民族特色和现代
文化相结合的咖啡馆。现在，苏比努尔做的
沙煮咖啡很有特色，备受消费者青睐。

今年从北京返乡过年的郭昶希被好友
带到苏比努尔的咖啡馆叙旧，第一次品尝到
沙煮咖啡。郭昶希说，和咖啡师聊天发现，

他们都是返乡创业的大学生，懂得现在的年轻人喜欢什么，还会
利用大众点评做优惠活动，听说店里常常“一座难求”。

美团、大众点评数据显示，2023年1月至今年春节假期，
地区七县一市的独立咖啡店已有上百家，数量较2022年同比
增加142.9%，订单量同比增加235.1%。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黑宏伟

春季呼吸道疾病如何预防？
2月21日，记者在地区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看到，前来就诊治疗的患者很多。
“我前天出现了很严重的咳嗽、嗓子疼、发烧等

症状，来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是受凉引起的肺炎，经
过治疗，现在好多了。”患者斯力木罕·阿曼说。

医院记录显示，近期，因呼吸道问题就诊治疗
的患者数量有所上升，从2月18日至20日，就诊人
数达107人次，比日常增加20%左右，其中以支气管
炎、哮喘急性发作、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慢性阻塞性
肺病急性加重的患者较多。

地区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一科主治医
师阿迪力江·艾热提说：“因为受到复杂天气的影
响，近期呼吸道疾病急性加重的发生率比较高。寒

冷的天气为一些环境中致病菌的存活提供了有利
条件，同时沙尘天气，也导致一些患有呼吸系统基
础疾病的患者病情加重。”

阿迪力江建议，大家外出时尽量佩戴口罩，
注意保暖，患有呼吸系统基础疾病的患者尽量避
免外出，避免到人群聚集的场所去；要保持合理
的饮食结构，注意饮食均衡和作息规律，提高自
身免疫力；可以在家安装加湿器，来提高室内空
气的湿度，湿度保持在50%左右比较合适。同时
提醒广大群众，如果出现持续的咳嗽、发烧、呼
吸困难等呼吸系统症状，应及时到正规医院就
诊，避免出现病情延误。

地区融媒记者 姜亚文 阿卜杜合力力

养 花 人 家
地区融媒记者 胡对红

“儿子 3 月 2 日结婚，我把房子再重新装修一
下，给他们当婚房。”2月25日，洛浦县布亚乡塔木
其拉村村民合力力·阿布拉高兴地说。

2021年以前，合力力没有稳定的收入，全家
5 口人的住房拥挤，家里也没有一件像样的家
具。回想起过去的日子，合力力说：“当时家里经
济条件确实不好，家庭收入主要是靠种地，有时
到附近打零工补贴家用，但工作机会不多，生活
条件较差。”

在国家惠民政策的帮扶下，如今，合力力开了
一家日用品商店，妻子在家一边种地一边搞养殖，
家里收入每年增加，还有了存款。每个子女都有了
属于自己独立的住房，每一间住房宽敞明亮，还新
购置了沙发、茶几等家具。最近，合力力正在对儿
子单独居住的房间进行装修，粉刷、吊顶、制作衣
柜，配置卫生间，给儿子布置婚房。

布亚乡依格孜博斯坦村村民阿不都热合木·艾
合买提也是这几年种植花卉大棚致富。他家大棚
里的花卉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自己种植，销往市场，
一部分则是入冬后附近村民托管在这里的，一个冬
季根据花卉的大小和养花技术难度，每盆收取5—
50元不等的费用。

阿不都热合木告诉记者，以前，由于自己没有
技术，家里主要种植小麦、玉米，不懂其他经营，一
年的收入很低。“现在，农民有钱了，对生活质量的
要求也提高了，都喜欢在家里养花草，所以我的收
入也在不断提高，每年能收入2.5万元，生活也是一
天比一天好。”

依格孜博斯坦村养殖户吐送江·阿布都拉说：
“这几年村里的发展变化很大，很多村民家里购买
了小轿车，这都是党的好政策，让我们的生活越来
越好。”

阿不都热合木·艾合买提在自家花卉大棚里打理花卉。 地区融媒记者 胡对红摄

自治区人大代表艾合麦·艾则孜

履职尽责 为民解忧

每逢巴扎日，墨玉县现代农业产
业园的兆丰活畜交易市场热闹非凡，
牛、羊交易红火。

在每一个巴扎日，交易市场里都
有一个忙碌的身影，他不是去市场上
交易，却忙着向群众宣讲政策，听取
群众意见建议，他就是自治区十四届
人大代表、新疆万丰牧业集团副总经
理兼兆丰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艾合麦·
艾则孜。

艾合麦主要负责管理万丰牧业
的肉羊养殖和活畜交易市场，与养殖
户打交道比较多，大家有困难都愿意
找他帮忙。

“我是公司的养殖员。无论是养
殖方面还是家里遇到困难，我向艾合
麦反映，他都特别热心，都竭力帮助
我。”万丰牧业养殖员阿不来提·阿不
都卡迪尔说。

作为人大代表，艾合麦积极履职
尽责，经常深入基层倾听群众的诉
求，推动解决各类问题。

麦麦提艾力·托合提承租了万丰

牧业的商铺，开了一家日用百货商
店，进完货后，没有多余的资金交房
租，短期内投入多收入少。艾合麦在
走访调研时了解到麦麦提艾力的困
难，积极向公司反映，主动协调，提出
给所有承租万丰牧业商铺的40户商
户根据实际情况减免房租，最多的减
少了50%，而且房租可以按月、季度、
年度灵活缴纳。

为民代言是艾合麦践行“我当代
表为人民”的庄严承诺。作为一名企
业家代表，不管公司多忙，艾合麦经
常深入基层，深入企事业单位，了解
实情、倾听呼声，努力把基层的意见
和建议反映到相关部门。任职以来，
他提了数条意见和建议：多胎羊的繁
殖、和田羊品种改良等。

在今年召开的自治区人代会上，
艾合麦还围绕新藏铁路和田至日喀
则段相关建设工作，以及和田至阿里
公路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今后，我将继续发挥企业代表应
有的作用，依法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
听民意、察民情，做好人民群众的代言
人，用实际行动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
做到为人民群众解难题，回报社会。”
艾合麦说。 地区融媒记者 胡对红

和田首届塔漠越野挑战赛将举行
地区融媒讯 （记者 董瑞强

艾克甫江）2月22日，记者从策勒县
文旅局获悉，和田首届“丝路英雄·魅
力和田”塔漠越野挑战赛将于3月9日
至10日在策勒县沙海玉湖景区举行。

“我们将在这里举办和田首届塔
漠越野挑战赛，欢迎车友前来参加。”
和田汽摩协会副会长阿卜力克木·图
尔荪尼亚孜说。

和田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
拥有广袤的沙漠资源，数年来一直是
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的主要承办
区，也是新疆特种旅游的主要目的
地。能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驾车驰
骋，一路欣赏大漠风光，是众多越野
爱好者和旅游爱好者的梦想。

为了探寻适合比赛的场地，新疆
大帮建设集团与洛浦县汽车摩托车
运动协会组织专业人员进行了长达
数十天的“沙漠探路”，最终选择在策
勒县沙海玉湖景区的沙漠地带举办
此次沙漠越野赛。

沙海玉湖景区位于策勒县近郊，
距县城4.5公里，景区内水域开阔，沙
岛星罗棋布，胡杨挺拔俊秀，环境优
美，是未来策勒县重点开发的旅游景
区之一。

“希望通过此次塔漠越野挑战赛，
让自驾游尤其是沙漠越野自驾游成为
策勒县旅游的方式之一，让策勒县成
为国内知名的特种旅游目的地。”策勒
县文旅局党组副书记、局长孟爱华说。

筑梦现代化筑梦现代化 共绘新图景共绘新图景

代表委员 话履职

洛浦县：检修农机备春耕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穆拉迪

力）为保障农机具在春耕生产中安
全、高效利用，洛浦县早动手、早安
排、早落实，加紧对农机具进行检修
保养，确保不误农时，打好春耕备耕

“主动仗”，助力农业种植稳产高产。
2月23日，在洛浦县山普鲁镇阿

亚格克依阔村停车场停放着大大小小
各类农机具，村民在县农业农村局工
作人员的指导下，逐一检修保养“冬
眠”数月的农机具，仔细查看关键零部
件运转状况，更换损坏零件，做到应检
尽检、应换尽换，确保春播机械关键时
刻“拉得出去、用得安心”。

洛浦县农业农村局在集中开展
农机具检修工作的同时，积极组织专
业技术人员深入农机大户家中，帮助
做好农机具保养和检修工作。阿布

都吉力力·阿卜杜力提甫是山普鲁镇
阔其坎村农机大户，家里的几台农机
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坏，正当他发愁之
际，技术人员及时送服务上门。“我的
几台机器都坏了，心里很着急，县里
技术人员来到家里帮我修好了机器，
我也学到了维修保养技术。”阿布都
吉力力说。

笔者从县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
年全县计划投入春耕生产的农机具
3161台，截至目前已检修各类农机具
2895 台，机具检修率达到 91%。培训
农机操作人员2940名。

洛浦县农业农村局农机发展中
心干部穆太力普·买买提明说：“下一
步，我们将培训更多的农机手，不断
加大对农户的服务指导力度，全力为
春耕备耕‘保驾护航’。”

2月23日，技术人员在检修农机具。 地区融媒通讯员 穆拉迪力摄

2月27日，国网和田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来到策勒
县策勒乡托帕小学电力“爱心教室”讲授开学第一课，普及电
力安全科普知识，教孩子们体验电力科普教具。

地区融媒通讯员 孙文卓摄

沙漠探路队探寻赛道。 地区融媒记者 董瑞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