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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疆 夏 收 工 作 陆 续 展 开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 6 月 5 日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刘毅从自治区
农业农村厅获悉：芒种时节，新疆迎来
夏粮收获季。农情调度信息显示，日
前，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克孜勒苏柯
尔克孜自治州等地冬小麦陆续开镰收
获，全区已累计完成小麦收获 3 万余
亩，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这几天，麦盖提县各个乡镇的麦
田里，大型收割机往来穿梭，将麦粒秸
秆有序分离。为推进夏收工作有序进
行，当地农业部门在9个乡镇设立了9

个机收服务点，统一进行调度作业，做
到成熟一块、收割一块。巴楚县20余
万亩小麦也陆续进入收获期，当地抓
住天气晴好的有利时机，积极组织人
力与机械，抢时间、赶进度，确保小麦
颗粒归仓。

近期，新疆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系统
谋划，密切关注小麦长势，科学确定小麦
最佳收获时间，做到成熟一块抢收一块，
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同时加强与交
通运输、气象等部门联系对接，提前组织
对接农机作业服务供需，加强联合收割

机运输服务保障，发布气象预警信息，确
保农机跨区作业通行顺畅，做到麦熟有
机收、机到有活干。

当前，南疆小麦已陆续进入收获
期，北疆小麦正经历灌浆成熟期，是形
成产量的关键窗口，各地农业农村部
门将加强田间管理，落实单产提升关
键举措，加强病虫害防治，力争小麦单
产实现进一步提升，确保夏粮丰收到
手。同时，各地将及时开展机具检修
维护，加强农机手培训，确保农机时刻
处于待收状态，为夏收做好充足准备。

沙 漠 里 的“ 梯 田 ”
地区融媒记者 牛斌 张云海

6月3日上午，于田县阗东防沙治沙
综合示范区内一片繁忙。一座座连绵起
伏的沙丘上，随着坡势已开发出一层层
梯田式平地，平地边缘的坡面上，治沙
工人正在俯身扎设草方格沙障，平地上
间隔有序的黑色滴灌带已经铺装完毕。
目之所及，成片成片的红柳、梭梭等植
被像一条密织的绿色“围脖”，将蠢蠢欲
动的沙丘阻隔起来……一场久久为功、
向绿而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
正火热打响。

和田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是风
沙天气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民丰、于田
两县更是“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中
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
战的前沿阵地。

5月20日，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
战锁边固沙工程在民丰县启动，并在民丰
县、于田县正式实施。环抱着塔克拉玛干
沙漠的生态屏障将逐渐补齐最后 285 公
里的“缺口”，一步步实现对沙海的阻隔。

“梯田式”治沙 筑起锁边绿洲屏障

打开于田县地图，以东西走向的315
国道为轴线，东西两端分别横亘着奥依托
格拉克绿洲和县城绿洲。这是于田县人
民多年与沙漠博弈的“成绩单”，它有效地
阻止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移的脚步。两
个绿洲之间的24.8万亩阗东防沙治沙综
合示范区，也是整个防沙绿植带的最后一
环。

由于离居民区越来越远，这里的沙丘
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高，针对平整沙丘工
程量大、资金投入高的难题，于田县探索
出了“梯田式”治沙新模式。

“以往治沙需要将高大的沙丘推平，
工程量很大，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于田
县林业和草原局党组书记贾存鹏介绍说，
平整一座 20 米左右的沙丘，耗时最少需
要20天，每亩成本1万元。而采用“梯田
式”治沙后，费用降低到每亩 1800 元，耗

时可缩减三分之二。
与此同时，于田县还将植物固沙与工

程固沙相结合，在开发好的沙丘阶梯平地
上种植红柳、梭梭等植被，接种肉苁蓉后
发挥经济效益。沙丘阶梯的坡面，用草方
格固定流沙。平地上的植被成活后，可有
效延长草方格的“寿命”。

于田县林场服务站站长阿米那·买买
提明告诉记者，草方格扎设完后，一般在

5年左右就会被沙子淹埋，但如果和植被
相结合后，就可以保持到10年左右。

“往年我们最多能完成2至3万亩，今
年我们采用了‘梯田式’治沙模式，目前已
完成了2.8万亩，预计全年能完成5.8万亩
左右。到那时，阗东防沙治沙综合示范
区、奥依托格拉克绿洲、县城绿洲将连成
一片，在于田县范围内筑起一道防沙固沙
的绿色长城。”贾存鹏说。

绿富同兴 生态产业融合发展

治一片沙漠，富一方百姓。和田地区
把防沙治沙与沙区产业发展相结合，在坚
持生态优先的原则下，充分挖掘沙土价值，
立足资源禀赋，以“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
化”为抓手，积极推进肉苁蓉、玫瑰花等沙
产业发展，并与防沙治沙相融合，实现防沙
治沙可持续发展。 （下转第3版）

绿色发展 绿色生活

6月3日，在于田县阗东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梯田式”治沙现场，治沙工人正在沙丘坡面上扎设草方格。
地区融媒记者 阿卜力克木摄

自治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第十二届

“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周”活动将在和田举行
地区融媒讯 （记者 许晓

龙）6月5日，记者从地区文旅局获
悉，2024年自治区“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暨第十二届“新疆非物质文
化遗产周”活动将于6月8日在和
田博物馆举行，活动以“保护传承
非遗 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时代华
章”为主题，旨在搭建非遗交流与
合作的重要平台，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活动当日，将以“非遗+旅游”
的方式，邀请包括新疆“最美文物
安全守护人”“中国非遗年度人物”
前30新疆入围代表、“新疆非遗年
度人物”代表等，以视频展播、图文
展览、展示展演、现场活动、发布推
介等形式，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宣传展示文物保护利用成
果，增强全社会文物和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意识，丰富人民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
6 月 8 日至 15 日“新疆非物

质文化遗产周”活动期间，将开
展新疆考古百年图片展览、辉煌十
年——“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
道的路网”申遗成功十周年新疆世
界文化遗产图片展、和田地区基本
历史陈列展览、《丝路遗珍—古丝
绸之路上的货币》展览、新疆文物
文创市集、《中华一家有和田》展
演、“文化传承”文化遗产知识讲
座、非遗普法宣传、传统工艺类非
遗项目展览、非遗图片展览、非遗
展演、非遗文创展览、非遗互动体
验公开课、“非遗购物节”等 14 项
文化活动，汇聚展示新疆地区重点
考古的珍贵瞬间与重大发现，带领
观众探寻古老文明的足迹，感受历
史的厚重与文化的魅力，领略中华
文化的博大精深。

全疆首次非现场指挥应急演练在和举办
地区融媒讯 （实习生 宋

俞霖）6月5日，自治区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局通过线上调度，
在和田成功举办了全疆首次非现
场指挥应急演练，标志着自治区
交通运输系统在应急管理领域迈
出了坚实的一步。

此次演练旨在提高交通运输
执法队伍在应急突发事件中的快
速反应与有效处置能力。据介
绍，此次演练设置三个演练科
目，三个具体场景。演练以模拟
突发事件为背景，重点检验非现
场指挥应急体系的有效性和实用
性。

演练过程采用远程视频调度

与实战演练相结合的方式开展。
在模拟接到超限超载车辆行驶线
索的情境中，自治区交通运输综
合行政执法局通过远程监控和数
据分析，迅速定位事故地点，并
启动应急预案。执法队伍迅速响
应，与公安交警部门紧密协作，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拦截和处
置，充分展示执法队伍的高效协
作和现场处置能力。

此次演练，是对设定预案可
操作性的一次检验，更是对交通
运输执法部门应对突发事件处置
的一次锻炼。演练体现了远程调
度、现场及时处置和多部门联勤
联动的新常态处置机制。

6月5日，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在和田成功开展了全疆首
次非现场指挥应急演练。图为演练现场。 地区融媒实习生 宋俞霖摄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疗专家赴墨玉开展义诊

义 务 服 务 群 众 健 康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齐

曼古丽 帕提玛）6月4日，新疆
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组织了一
批医疗专家团队，赴墨玉县扎瓦
镇铁热克阿依拉村开展义诊活
动。活动旨在提高村民健康意
识，为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
等慢性病患者提供专业的医疗咨
询和检查服务。

当天，医疗队专家早早来到
义诊现场，他们携带了先进的医
疗设备，为前来就诊的村民进行
身体检查。专家详细询问患有高
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常见慢
性病的村民的病情和病史，为他
们提供专业的诊断和治疗建议。

在义诊过程中，医疗队专家
发现不少村民对自己的病情缺乏
足够的了解，存在一些错误的用
药习惯和生活方式。为此，专家

耐心地向村民解释病情，告知他
们如何正确用药、合理饮食、适
度运动等，帮助村民树立科学的
健康观念。

此外，医疗队专家还针对如
何预防和控制慢性病进行了科普
宣传，让村民认识到慢性病的危
害性和预防的重要性，并鼓励村
民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定期进行
身体检查，及时发现和治疗疾病。

此次义诊活动得到了村民的
一致好评。他们纷纷表示，这样
的活动不仅免费享受到了专业的
医疗服务，还学到了很多保健知
识。

医疗队专家表示，会继续关
注乡村医疗事业发展，积极组织
更多的医疗队走进乡村服务群
众，为农村医疗卫生事业贡献力
量。

和田市 13.2 万亩小麦喜开镰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张淑华 阿卜力克木 阿依
吐拉）风吹麦浪遍地黄，颗粒
归仓丰收忙。眼下，和田市
13.2 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收获
期，农户抢抓麦收节点，开镰
收割，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
收景象。

6 月 4 日，和田市阿克恰
勒乡托甫恰村喜开麦收“第一
镰”，麦田里 2 台联合收割机
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
碎一气呵成，饱满的麦粒从出
粮口倾泻而下，村民图尔迪麦
麦提· 阿帕尔正忙着装运，脸
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我种
了 10 亩小麦，用收割机一个
小时就割完了。”

“一台中型联合收割机,
一小时的作业量是10亩地左
右,一天的作业量是 120 亩地
以上。”托甫恰村农机操作手
赛皮丁·阿布力孜介绍说。

今年，阿克恰勒乡小麦种
植面积12860亩，为推广高产
栽培技术，该乡积极引进优质

小麦高产品种新冬 60 号小
麦，利用社会化服务等项目，
示范引导农户种植小麦，全方
位保障夏粮丰收。

“今年的麦粒长得饱满，
去年一亩地产量316公斤，今
年一亩地产量 350 公斤以上
没问题。”图尔迪麦麦提·阿帕
尔说。

“目前，全乡小麦已进入
成熟收割期。今天乡里组织十
几台大中小型收割机进行抢
收，争取10天左右全部收割完
毕。”阿克恰勒乡党委副书记、
乡长吾斯曼· 阿布都拉说。

为确保夏粮丰产丰收，和
田市在“三夏”生产开始前，督
促指导农机手开展联合收割机
检修保养，全力保障“三夏”，确
保夏粮颗粒归仓。截至目前，
已收割小麦面积0.3万亩，预计
6月下旬收割完毕。

“目前，全市组织大中型
拖拉机 957 台，小型拖拉机 12
台，联合收割机 28 台，播种机
112台，打捆机11台，全市共有
1540台农业机械投入到‘三夏’
工作中，确保‘三夏’生产顺利
进行。”和田市农业农村局农业
机械化发展中心负责人阿卜
杜力米提·杰力力说。

关 注关 注““ 三 夏三 夏 ””

6月4日，在和田市阿克恰勒乡托甫恰村小麦田里，农机手驾驶收割机收割小麦。当前，和田市13.2万
亩小麦进入收获期，陆续开镰收割。 地区融媒通讯员 张淑华摄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天津摄影爱好者来和采风

讲好民族团结故事 展示对口援疆成果

地区融媒讯 （记者 阿卜杜拉）6
月5 日，天津市文化旅游摄影协会摄影
爱好者一行来和开展“新时代、新作

为，筑梦津疆山海情”摄影宣传采风活
动，以扎实推进津和两地文化交流为主
旨，充分展现两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气
象、新作为。

采访活动由天津援疆前方指挥部、
和田地区文联主办，以“团结村里看振
兴”“我在天津有个亲戚”为主题，重点

聚焦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援疆领
域，采访津和两地各族群众和睦相处、
和衷共济、团结和谐、守望相助的典型
人物和事迹，以及天津支援和田地区重
点项目建设情况。

在和田采风期间，天津摄影爱好者
将深入田间地头、工厂车间、教育医疗

服务现场等，以图片、视频、航拍、跟
拍、特写等多种纪实方式，将优秀典型
人物的日常工作和生活记录下来，大力
宣传和田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中取
得的发展成果。

“我们将利用8天时间，走进策勒县、
于田县和民丰县，通过镜头和影像宣传资
料，讲好津和两地民族团结故事，进一步
展示天津对口援疆成果，为和田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正能量。”新疆旅游
摄影协会副会长、天津市文化旅游摄影协
会秘书长刘宝说。

援疆工作进行时援疆工作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