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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碳 过 节 尽 享 绿 色 生 活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马蓓

去户外骑行、无痕露营，吃饭点小份
菜……古尔邦节假期，我区各族群众积
极响应绿色健康文明过节的倡议，用不
同的方式解锁绿色低碳假日。

户外运动
减少家用电器碳排放

“哔！”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正
式拉开帷幕。临近古尔邦节，由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常州街街道举办的
庆祝古尔邦节暨兵团十二师常州街街头
篮球赛决赛开赛。

决赛现场，四支球队攻防转换迅速，
进攻、防守、传球、上篮……比赛现场精
彩不断。场边观众沉浸其中，为场上队
员的精彩表现欢呼，呐喊声、助威声此起
彼伏。

“让居民走出家门，减少家用电器碳
排放。”常州街街道文旅工作负责人姚明
霞说，这场篮球赛点燃了居民健身的热
情，让居民远离电子产品，共享低碳运
动。

这个假期，低碳过节也成了乌鲁木
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喀什东
路街道京疆路社区居民的主旋律。

今年8岁的赵瑞玲与妈妈一起整理
出了她以前穿过的衣服、闲置的故事书
和玩具，为节日期间参加小区跳蚤集市

做准备。
“这些旧物品若再利用起来，就可以

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希望这些物品能够
在其他小朋友的手里重新焕发光彩。”赵
瑞玲说。

辖区居民王军生是一名骑行爱好
者，小长假他带着相机和爱犬骑行去南
山，一路上用相机记录下自己的足迹。

“自从爱上骑行，身体好、心情好，还
认识了一大帮骑友，我爱骑行，我也是低
碳环保绿色骑行的践行者。”王军生说。

“无痕露营”
除了回忆什么也不留下

搭一顶帐篷，铺一块野餐垫，露营
于山光与水色之间，在虫鸣草香中，享
受惬意的闲暇时光……这个假日，山间
公园露营成为游客就近追求的“诗和远
方”。

假期的第一天，王磊一家 3 口来到
乌鲁木齐县永丰镇上寺村的阡陌乡宿营
地。王磊认为城郊露营是一场与大自然
互动的微旅行，既不用去很远的地方花
费很高成本，又可以放松身心亲近大自
然，属于绿色低碳的旅游方式。

“这里会提供两到三人一起吃的小
火锅，吃不完的也会提醒我们打包带
走。”王磊说，在享受露营乐趣时，也应该

遵循“无痕露营”的原则，无论在哪里搭
帐篷露营，都不乱扔垃圾、不损坏公共设
施、不随意破坏花草树木。

夜幕降临，夜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褪去了白天的燥热，游客们开始了别样
的沙漠之旅。这个假日，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第一师 11 团推出的沙漠露营项目
受到游客热捧。

在该营地的宣传广告上，详细标注
了注意事项，其中就包括“用餐结束后，
请自行清理垃圾”的规定。营地还贴心
为游客提供垃圾袋，露营地随处可见垃
圾桶，现场工作人员引导文明用火，细节
处彰显文明。

“我们在享受大自然馈赠的同时，更
应该爱护这里，除了回忆什么都不要留
下。”来这里露营的刘媛媛认为，要大力
做好“无痕露营”的倡导，推动游客共同
守护好青山绿水。

半份菜小份菜
外出点餐新风尚

“您好，我们 3 个人胃口都比较
小，有没有合适的小份菜？”6 月 16
日，在温宿县天山托木尔景区内的一家
餐厅醒目位置，张贴着一张小份菜的分
类、价目表，吸引了不少前来就餐的游
客问询。

“餐厅现在推出的菜品有整份和小
份两种，在顾客点单前，我们的服务员也
会提示店内有小份菜套餐，并根据客人
的数量和意愿引导他们适量点餐，合理
消费。”天山托木尔景区乌孙酒馆经理赵
坤说。

在阿克苏地区市场监管部门的引导
和鼓励下，这个假日，越来越多的餐饮服
务提供者开始推广小份菜、多样化、有特
色的美食系列产品，让消费者享受美食
的同时，避免舌尖上的浪费。

喀纳斯、禾木景区已有 50%的餐饮
经营者推出了小份菜套餐，得到不少游
客点赞。“我们出来玩，就想多尝尝当地
的美食，有了小份菜，我们的选择多了，
在吃饱吃好的同时也不会造成浪费。”来
自甘肃的游客马健说。

外卖平台也推出了很多适合一到两
人食用的小份菜。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
一家排名靠前的餐饮店经营者告诉记
者，这个假日，一部分人会选择宅在家
里，店里专门准备了半份菜和小份菜，避
免浪费。从顾客点单情况看，小份菜更
受欢迎，占订单量的60%以上。

“小份菜虽小，却诠释了节约粮食、
反对浪费的大道理。”经常点外卖的乌鲁
木齐市民查文杰说，以前提供小份菜的
商家不多，现在慢慢多起来了，这个假日
追求吃得少、吃得精，不浪费。

当 防 护 林“ 老 ”了 怎 么 办 ？
——新疆科研人员探索优化防护林体系

新华社记者 张晓龙 阿曼

仲夏时节，维吾尔族农民柔孜托合
提·托合提库尔班挥动着手锯，沿着树干
上一道明黄色的线，将一株柽柳拦腰截
断。

“这样砍林子，换平时可不敢。”柔孜
托合提说，这里缺水、干燥、风沙肆虐，长
一棵半人高的灌木得两三年时间。

柔孜托合提住在新疆南部的和田地
区策勒县，就在这片长满了柽柳、梭梭和
沙拐枣的灌木林附近。从这片林子向西
北方4公里，就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
我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

这道明黄色的线是科研人员统一标
记的。经过数十年造林，一些地方的防
护林枯枝越来越多，面临衰退和老化，防
护林老了怎么办?砍还是不砍?一直是个
难题。

策勒县城，历史上曾因风沙侵袭 3
次被迫搬迁。沙临城下之际，新疆地方
政府和中国科学院决定在1983年在此建
立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策勒
沙漠研究站。该站研究人员赵广兴博士
说，从去年开始，在地方林草部门支持下，
科研团队在500亩灌木林上实施了一项致
力于防护林体系优化的科研项目。

“别看柔孜大叔挥舞着锯子，他可不
是在砍树，而是在平茬。”赵广兴说，平茬
就是在不同高度进行砍伐处理。平茬
后，防护林枯萎的部分不再抢占土壤中
的水和肥，会有利于新发出的根系、枝桠
生长。不过，一些刚刚平茬过的灌木林
看起来比其他林子更稀疏，不禁让人疑
惑：这会影响到它们的防沙效果吗？

这也是科研人员的关注重点。赵广
兴在平茬后的防护林，以及未平茬的防
护林下风处都架设了集沙仪，这种高度
2米多的设备主要用来测定防护林的阻
沙率，“通过对集沙仪中的沙子称重，我
们发现平茬并没有让防护林的防沙效果
减弱。”

在研究站帮工的柔孜托合提几乎全
程参与了平茬实验。经过一年的观察，
他发现柽柳的叶子长得更多了，整个林
子变得更茂密了。

锯下来的柽柳树枝也不会被浪费。
赵广兴说，一部分枝条将被制作成生物
肥料，还有一部分被挑选出来，剪切成
15 厘米长的小段用于扦插育苗，“在滴
灌的滋润下，5个月后它们就能长到2米
高，可以为今后造林提供种苗。”

科研项目负责人、中国科学院新疆
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策勒沙漠研究站站长
曾凡江研究员告诉记者，经过一年的实
验初步发现，夏季平茬更新使柽柳相对
生长速率提升1.13倍，新发枝条数提升
1.5倍，且未显著影响防护林林分的防风
固沙效益。

曾凡江说：“对柽柳等灌木林平茬更
新的研究还需持续深入，搞清楚平茬高

度在多少最合适、不同季节的平茬强度
等具体问题，除了灌木，未来也会对更高
大的乔木进行研究，解决那些因为种植
密度过高等原因带来的防护林老化问
题。”

自我国提出全力打好河西走廊—塔
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以来，处于风
沙前沿的策勒县，已围绕全县3个风口
着手建设“三大生态屏障”，依托国道、高

速、铁路策勒段3条道路建设“三条绿色
长廊”。

策勒县林业和草原局防沙治沙监测
中心主任图尔洪·加帕尔认为，科研人员
正从事一项非常具有开创性的工作，他
们的探索不仅有利于优化防护林体系建
设，也会帮助各地更科学有效地做好防
沙治沙工作。

新华社乌鲁木齐6月17日电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策勒沙漠研究站的科研人员在测量扦插育苗的柽柳生长情况（6月12日摄）。
新华社记者 张晓龙摄

新疆夏粮收购启动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 6月 16 日

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刘毅从自
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16日，
麦盖提县金麦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
司克孜勒阿瓦提乡分公司开秤收购
粮农小麦，标志着新疆今年的夏粮收
购启动。

“卖了 11 吨小麦，等级一级，每
公斤2.45元。”麦盖提县克孜勒阿瓦
提乡巴格沃依拉村村民买买提吐尔
逊·阿吾提说，工作人员准备充分，过
磅、检验等交售环节快捷有序，粮出
手，钱到账。

据介绍，今年新疆夏粮收购量将
维持历史高位。近期，自治区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在分析夏粮收购形势的
基础上，对做好收购工作作出安排部
署。各地做好人员培训、腾仓并库、
设备检修等各项准备工作，对基层粮
站仓房及晾晒场地进行维修，提高粮
食仓储保管能力。目前，全疆已准备
收购仓容465万吨。

“将继续鼓励多元主体入市收
购，并为粮食市场化收购创造良好环
境。”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
储备处处长丁宝灯介绍，粮食和物资
储备部门已完成修订粮食收购企业
备案管理办法，进一步方便企业网上

备案。同时制定了粮食经纪人经营
服务规范，不断增强为民为企服务意
识。目前，全区粮食收购备案企业达
450家，多元主体入市积极。

资金是夏粮收购的重要保障。
为了进一步加大金融支持夏粮收购
力度，做到有钱收粮，自治区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与农发行新疆分行、新疆
银行日前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充分发
挥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作用，
指导收购企业及时缴存贷款信用保
证金，协调帮助企业增信贷款，做到

“钱等粮”。同时，将玉米、稻谷、大豆
纳入基金支持范围，为各类粮食收购
主体提供贷款服务。根据预测，今年
全疆夏粮收购需要资金104亿元，目前
已准备116亿元，可以满足收购所需。

“让售粮农民少跑腿、少排队、快
售粮。”丁宝灯介绍，夏粮收购启动
后，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重点紧盯
售粮群众“排长队”和压级压价、多扣
水杂以及拖欠售粮款、“打白条”问
题，让售粮群众卖“舒心粮”“满意粮”

“明白粮”。同时密切跟踪市场动态
变化，分析研判粮食供求形势、价格
走势、消费变化等情况，做好信息发
布和政策解读，引导各类主体合理安
排购销活动，稳定小麦市场预期。

和消防员亲戚吃顿团圆饭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郭玲

6月17日，59岁的尼鲁拍尔·阿
不都买买提一大早就在院子里支锅
煮肉。临近中午，饭香弥漫。

“这些都是消防员亲戚前两天送
来的，今天特地邀请他们来家里一起
吃顿团圆饭。”尼鲁拍尔忙碌着准备
饭菜，不时地朝着门口张望。

尼鲁拍尔的家在伊宁县。每逢
节日，伊宁县消防救援大队没有出警
任务的消防救援人员，都会来到她家
共度节日。当天中午，大队长牙生·
阿西木和中队指导员张驰等利用午
休时间来到她家。他们收拾院子，摆
放碗筷，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家。

谈及消防救援大队与尼鲁拍尔
结识的经过，牙生说，那是 2009 年，
尼鲁拍尔的邻居家发生火灾，他们灭
火后了解到尼鲁拍尔家孩子生病，生
活困难。

虽然只是闲聊时听到的一句话，
但牙生第二天还是决定去探望尼鲁
拍尔。他了解到尼鲁拍尔和儿子相
依为命，靠低保生活，而且她的儿子
患有小儿麻痹症，生活无法自理。得
知这些情况后，每逢节日，牙生都会
带着米面油等物品去看望尼鲁拍尔，
并时不时邀请母子俩到消防救援大

队做客。
伊宁县消防救援大队了解到尼

鲁拍尔一家的困境后，全体消防救援
人员都参与到这项帮扶活动中。他
们不仅在节日看望尼鲁拍尔，还利用
闲暇时间帮她维修房子、收拾院子
等。转眼间 15 年过去了，尽管消防
救援人员换了一批又一批，但他们与
尼鲁拍尔一家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
系，就像亲戚一样。

“她每次做了好吃的，都会叫我
们去吃。如果我们没时间去，她就会
打包送到队里来。”张驰说。这么多
年来，他们与尼鲁拍尔一家建立了深
厚的感情，就像亲人一样。一到下雪
天，清理完消防队院里的积雪后，总
会有一两名消防员带着清雪工具去
尼鲁拍尔家里帮忙清扫。

在尼鲁拍尔心中，这些消防员不
仅仅是火场里最美的逆行者，更是她
的亲人。“家里的大事小事，他们都会
来帮忙。这些年我们的生活越过越
好，离不开他们的帮助。”尼鲁拍尔感
激地说，消防队里很多孩子的家都不
在本地，所以每次做好吃的，她都会
多做一些，想让他们也感受到家的温
暖。

相识 27 年的邻居姐妹一起过节
“再日帕妹妹，节日快乐！”
“李姐，节日快乐！”
6月17日，古尔邦节，乌鲁木齐市天

山区固原巷社区宁夏湾大院，住在3 楼
的李丽敏领着孙子，带着自己做的粉汤
和油香，敲响了1楼邻居再日帕·艾哈买
提的家门。从1997年相识至今，这对没
有血缘关系的姐妹早已习惯了共度大小
节日。

知道李丽敏一定会来，再日帕和丈
夫牙生·依明早早煮好了羊肉。围坐在
一桌美食前，两家人再次回忆起往事。

1997年，李丽敏夫妇和再日帕夫妇
成为宁夏湾大院新楼房的第一批住户。
院子只有一栋楼房，邻居之间很快便熟
悉起来。年龄相差6岁的她俩常以姐妹
相称，退休后社区每次联谊活动她们也
总是相约共同参与，成为辖区公认的好
姐妹。两家人的人生大事，双方也从未
缺席。

2017 年 9 月的一天凌晨，李丽敏的
爱人突发心梗去世。“我当时觉得天要塌
下来了，大脑一片空白。”李丽敏回忆。

第二天一早，家中多位亲戚从外地
赶来乌鲁木齐吊唁，正当李丽敏为家中

有些拥挤，无法好好招待亲戚朋友感到
无助时，让她感动的一幕出现了：她家所
在楼栋所有住在1楼到3楼的邻居，全都
敞开家门，将她的亲戚朋友请到家中歇
脚。牙生和邻居们在院中支起一口大锅
做抓饭，一碗碗地端给远道而来的客人。

人群离去后，寂静的伤感涌来。再日
帕几乎天天都来陪伴李丽敏，开导她，邀请
她去家中吃饭，直到她走出这段阴霾。

再日帕的父亲去世时，李丽敏和邻居
们第一时间前往吊唁。两年前，再日帕在
家中做饭时烫伤了腿，李丽敏和邻居们闻
讯赶来探望。白天陪她聊天解闷，每到饭
点就将自家做好的饭给她端去。

“小时候，父亲就告诉我们‘买房子
要先看邻居’，那时候不懂这句话的意
义。”再日帕说，“直到这些年遇到各种困
难时都有邻居帮我撑腰，为我解忧，才明

白这句话的分量。”
去年夏天，得知再日帕装修房子，李

丽敏将自家钥匙交到这个妹妹手中：“我
这段时间在女儿家住，你和妹夫就搬来
住我家。”

几天前，在社区举办的百家宴联谊
活动上，有邻居问李丽敏：“古尔邦节和
谁过？”她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和我的
妹妹再日帕一起过！”

回忆着种种感动的往事，再日帕抓
起一把干果，塞进李丽敏孙子的手中，满
眼喜欢：“我们两家人认识的时候，这个
小家伙的妈妈还是个孩子，现在她儿子
都6岁了。”

李丽敏的女儿李玉婷告诉记者，小时
候每当放学早，爸妈还没回家时，邻居叔叔
阿姨总会热情地邀请她去家中，招待她吃
晚饭。“我结婚当天，再日帕阿姨和牙生叔
叔一同参加了我的婚礼。我生了宝宝后，
再日帕阿姨带着礼物来看望我们。”李玉婷
说，两家人早已从邻居变成亲人。

饭桌上，买了新车的牙生夫妇和李
丽敏商量，两家人开车去旅行。“旅行规
划咱们慢慢想，你有空了先帮我修修厕
所的水龙头。”听到李丽敏的话，牙生哈
哈大笑，他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个新水龙
头，“昨天听再日帕说李姐家的水龙头坏
了，我就把新的水龙头买来了。走，咱们
现在就去换上！”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余梦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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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强迫劳动”说事，美国可谓自取其辱。
日前，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表声明，以所谓的涉嫌“强

迫维吾尔族人劳动”为由，将三家中国企业列入“强迫劳
动清单”，禁止进口它们的产品。而大量事实表明，美国
才是强迫劳动的始作俑者。

在历史长河中，奴隶制是美国强迫劳动铁的罪证，这
项罪恶制度极其丑陋，时至今日，其遗毒依旧深深扎根于
美国社会。历史不会骗人，无论怎么掩饰，美国历史原罪
永远洗涮不掉。

据“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数据库”统计，1514年至1866
年间至少有3.6万个“贩奴远征队”。德国斯塔蒂斯塔调
查公司数据显示，1860 年，美国有超过 395 万名黑人奴
隶。这些黑人奴隶，被迫在严苛的工作条件下从事社会
底层劳动，遭受惨无人道的压榨，甚至许多人被折磨至
死。

在奴隶主的严酷逼迫下，到1860年，美国的棉花产
量达到了1800年的130倍。美国棉花飞速增产的背后是
黑人奴隶的血与泪。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好莱坞经典影
片《为奴十二年》里，有这样一个片断：一个年轻的女性黑
奴被捆绑在柱子上，后背被鞭打得皮开肉绽。这个可怜
的姑娘白天是采棉能手，晚上却被奴隶主强暴。据相关
史料记载，在当时的社会里，这样的片段绝非虚构，而是
真实发生过很多次。

还有，在美华工的血泪史，也是美国强迫劳动的直接
罪证。19世纪60年代末，数十万华人在白人监工的皮鞭
下，只用了7年，修建了原计划14年完工的铁路。史学家
形容“每一块枕木下都埋着一具华人的尸骨”。

试问，还有比这更残酷的强迫劳动吗？有臭名昭著
的奴隶制，以及对包括华工在内的各国劳动力的残酷压
榨，在强迫劳动这个问题上，美国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伤
痛和灾难，这是永远无法洗刷更无法粉饰的罪孽。

就是这样一个在强迫劳动问题上有着黑暗历史的国
家，这样一个靠奴隶制发家的国家，非但不充分吸取历史
教训，今天还依然纵容强迫劳动这一顽瘴痼疾，在美国社
会上悄无声息且广泛地存在着。从农业领域残忍剥削童
工，到私营监狱疯狂压榨囚徒，这些恶行已是天下皆知。
但荒唐的是，美国对此一直掩耳盗铃。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美国在自身劣迹斑斑的情况
下，却还无耻地炮制新疆“强迫劳动”的世纪谎言。毫无
疑问，这是他们心怀鬼胎把自己的残暴罪行强加于别人
头上的栽赃行径，客气地说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若探究深层原因，是他们将深藏于血脉中的阴暗思维方
式，用于污蔑抹黑别国的虚假叙事逻辑中。

强迫劳动，美国有历史罪证、现实污点，从过去到现
在从未停止。美国炮制的新疆“强迫劳动”不过是项庄舞
剑，意在沛公，其根本目的是“围剿”新疆的优势产业，企图破坏新疆繁荣发展
的大好局面。

因此，所有人都应该看清真相，更要识破美国“以疆制华”的险恶用心，绝
不能让劣迹斑斑的美国，戴着“裁定者”的伪善面具，蓄意破坏新疆各族人民来
之不易的稳定与团结。

据新疆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