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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黑鹳在和田筑巢“安家”

地区融媒讯 （记者 许晓龙）近日，
新疆观鸟爱好者在和田县朗如乡桃花村
悬崖峭壁上发现了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
生鸟类黑鹳的繁殖巢穴及3只黑鹳幼鸟，
继 2024 年地区越冬水鸟同步监测以来，
这一发现进一步证明在和田确有黑鹳越
冬繁殖，为新疆鸟类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科
学证据。

新疆观鸟爱好者陈文杰根据鸟友提
供的讯息驱车 50 余公里，在和田县朗如
乡桃花村悬崖峭壁上惊喜地发现了这处
黑鹳繁殖点。已有十几年观鸟经验的陈
文杰介绍，虽然黑鹳是和田境内一年四季
都能看到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
之一，但是繁殖巢却是很少见到。在和田
玉龙喀什河、喀拉喀什河、策勒县达玛沟
国家湿地公园、和田县东方红水库等地，

每年都能记录到黑鹳觅食画面，多则二三
十只。夏季则有很长一段时间只能看见
一两只觅食，到9月底10月初，又开始有
成鸟带领亚成鸟出现在河流湿地滩涂。

通过多年的观察，陈文杰坚信黑鹳在
和田有繁殖，属本地留鸟。因此，一直致
力于寻找黑鹳繁殖场所，这次发现是多年
寻觅的结果，印证了他的观点。

据了解，2024年1月地区越冬水鸟同
步监测调查时，在和田县英艾日克水库
附近鱼塘记录到3只黑鹳 （2只成体、1
只亚成体），证明了黑鹳在和田越冬。近
年来，和田生态保护建设成效显著，群
众爱鸟护鸟意识提高，得天独厚的自然
环境和良好的社会氛围，吸引了黑鹳、
普通鸬鹚等不少鸟类“安家”落户、稳
定越冬或繁殖。

墨玉县南坪水库上空的黑鹳（2020
年9月19日摄）。

⇧ 4月22日，和田县朗如乡山体上黑鹳正在孵蛋。

⇨ 6月1日，和田县朗如乡山体上的黑鹳幼鸟。 地区融媒通讯员 陈文杰摄

6月15日至19日

和田县接待国内游客14.68万人次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罗英）据和
田县文旅局统计数据显示，6月15日至
19 日，和田县累计接待国内游客 14.68
万人次，同比增长 5.9%；实现旅游收入
0.98亿元，同比增长61.52%。旅游市场
的繁荣不仅带动了经济发展，也展示了
和田独特的文化和自然景观的魅力。

节日期间，和田县推出了多种旅游
线路和体验活动，包括探访约特干故城、
非遗民俗文化游、乡村度假游、夜游和田
夜市以及特色美食游等，吸引了众多游
客前来体验。特别是约特干故城，其独
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价值成为吸引游客
的重要因素。

还有周边的昆仑山沿路、边境自驾

游路线、喀拉喀什河沿线等自然景观和
景区，以其壮丽的山水、生物丰富多样
性吸引了众多摄影爱好者和游客。

和田县文旅局旅游发展中心主任胡
平说：“我们着力在提升旅游服务质量上
下功夫，在假日游客高峰时段，加强市场
监管力度，保障旅游市场有序运行。此

外，还增加了对酒店、餐厅等旅游服务设
施的卫生和安全检查，为游客提供健康、
卫生场所。”

旅游热不仅促进了经济发展，也为
当地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许多
居民通过参与旅游相关的服务行业，如
导游、餐饮服务、手工艺品销售等，得以

分享旅游市场带来的经济红利。
“和田县将开发更多的旅游资源，进

一步提升旅游基础设施，通过提供多样
化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吸引更多国内外
游客，为地方经济发展增加更强动力。
同时，也将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促
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胡平说。

“地毯织造技艺”名扬天下
作为和田古三宝之一的

和田地毯，是使用本地羊毛
纺织而成，粗细均匀、经久耐
用、富有光泽、柔软舒适，不褪
色。从色泽上可分为彩色和
本色两种，主产地为洛浦县、
和田市、和田县、墨玉县等地，
是一种集绘画、雕刻、编织、刺
绣、印染等手工技艺于一体的
传统手工艺品。

和田地毯从原材料的选
择到成品，要经过多道复杂
的工序。和田地毯或悬挂于
厅堂之壁，或展铺于室内走
廊，毯面光泽平滑，毯板挺实
柔和，美观大方，经久耐用，
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2008 年，国务院将“地
毯织造技艺”列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年
来，和田地区加大对手工地
毯业的保护、传承、发展力
度，促进当地群众增收致
富。地区融媒记者 许晓龙
整理 地毯织机。 图片由地区文化馆提供

洛浦县组织学生代表赴京

开 展 研 学 实 践 活 动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阿不力

米提）近日，洛浦县召开“京和一家
亲 共铸中华情”研学实践系列活动
动员会。

会议指出，在洛浦县委和北京
市援疆和田指挥部洛浦县工作队的
大力支持下，组织学生代表赴北京
开展此次研学实践活动。北京与洛
浦虽相距千里，但两地通过援疆这
一纽带，往来更加便利、关系更加

紧密、感情更加浓厚。参与活动的
学生要珍惜这次研学机会，感受祖
国的壮美，将书本知识和实践相结
合，增长见识，拓宽视野，增强爱
国情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此次研学活动，学生代表于 6
月16日出发，6月25日返回，计划
前往天安门广场、长城、抗日战争
纪念馆、故宫、清华大学、科技馆
等地参观。

守 住 群 众“ 钱 袋 子 ”
护 好 和 谐“ 幸 福 家 ”
地区融媒讯 （记者 许晓龙

通讯员 赵福）近日，地区中级人民
法院组织干警在和田市团结广场开
展防范非法集资系列宣传活动，提高
公众对非法集资风险的认知和防范
意识。

活动现场，通过设置法律咨询
台、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资料等
形式，组织干警向过往群众详细介绍
非法集资的严重危害、常见手段及识
别方法，并结合真实案例进行了深入
浅出的讲解。

活动期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利
用线上线下平台，通过广场电子屏、
楼宇电视、微信公众号、抖音等多渠

道发布防范非法集资的警示信息和
知识要点，强化风险预警。同时，组
织干警积极参与全国防范和处置非
法集资线上知识答题赛，以竞赛形式
提升干警对非法集资相关法律知识
的掌握程度。

近年来，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坚持
打防结合，依法严厉打击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电信网络诈骗等涉众型经济
犯罪活动，为守护群众“钱袋子”和

“幸福家”作出积极贡献。下一步，将
继续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持续加大对
非法集资犯罪的打击力度，并通过常
态化普法宣传活动提高公众的法律
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

游客出游遇困 交警暖心救助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姚亚

龙 许科文）6月17日下午，洛浦县
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在巡逻时，行驶
至国道 G580 沙漠公路 593 公里处，
发现一辆旅游大巴车陷在路边的沙
土内无法脱困。

民警立即上前了解情况，经询
问得知旅游大巴车准备前往和田景
区游玩，路过此地时，游客看到广
袤的沙漠戈壁想拍照留念，于是将
车开下路基。没想到沙地松软，车
开进去后轮胎就陷入沙中动弹不
得，尝试了多种方法车辆反而越陷
越深，路边也没有车辆经过，司机
和游客焦急万分。

救援中，民警发现被困车辆前轮

深深陷在沙子里底盘紧贴地面。民
警先将车轮附近的沙土清理干净，随
后尝试众人合力推车，在发现效果不
理想后，民警联系拖车进行拖拽，经
过30分钟的努力终于将被困车辆拉
出。临行前，车上游客对民警的暖心
救助连连道谢，民警嘱咐驾驶员驾车
时一定要仔细观察道路情况，切不可
盲目将车辆开进沙地，做到安全驾
驶。

洛浦公安民警提示，驾驶人在戈
壁路行驶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谨慎驾驶，切勿贸然驾车进入戈壁、
荒漠等情况不明区域，如车辆发生故
障无法行驶，要及时拨打救助电话，
做好自身安全防护。

墨玉县民警救助呆萌红隼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陈继

红 谢立）6月18日上午，墨玉县公
安局食药环大队民警成功将一只精
心救治的红隼放飞自然。

近日，墨玉县公安局民警在日常
巡逻时看见一只鸟从天而降不能动
弹，该鸟羽毛淡褐色、胸腹部浅黄色，
民警将其送往县公安局食药环大队
进行专业救助和确认。

经过食药环大队民警仔细查
看，确认这只鸟为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红隼，这只红隼未发现明显的
外伤。经推测，红隼可能是因为体力
不支，在飞行过程中意外掉落。为了
确保红隼能够得到及时恢复，民警决
定将其留在食药环大队进行观察和

照顾。
在民警的精心照料下，红隼的身

体状况逐渐好转，体力也得到了恢
复。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护理，民
警确认红隼已经具备独立生存能力，
于6月18日上午将其放归自然。

墨玉县公安局食药环大队负责
人表示，野生动物是生态环境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对于维护生态平衡具
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民警将继续加
大野生动物保护宣传力度，共同营造
保护野生动物的良好氛围。同时，也
将加强巡查力度，严厉打击违反野生
动物保护法及其他法律的犯罪行为，
用实际行动守护“绿水青山”，共同守
护美丽家园。

黑鹳是一种体态优美、体
色鲜明、活动敏捷、性情机警的
大型涉禽。嘴长而粗壮，头、
颈、脚均甚长，嘴和脚红色。身
上的羽毛除胸腹部为纯白色
外，其余都是黑色。在高树或
岩石上筑大型的巢，飞翔时头
颈伸直。

黑鹳以鱼为主食，也捕食
其它小动物。栖息于河流沿
岸、沼泽山区溪流附近，有沿用
旧巢的习性。繁殖期 4-7 月，
营巢于偏僻和人类干扰小的地
方。在中国的营巢环境基本上
可以分为3种，即森林、荒原和
荒山。

黑鹳性孤独，常单独或成
对活动在水边浅水处或沼泽地
上，有时也成小群活动和飞
翔。白天活动，晚上多成群栖
息在水边沙滩或水中沙洲上。
不善鸣叫，活动时悄然无声。
性机警而胆小，听觉、视觉均很
发达，当人还离得很远时就凌
空飞起，故人难以接近。

黑鹳大多数是迁徙鸟类，
只有在西班牙为留鸟，仅有少
数经过直布罗陀海峡到非洲西
部越冬，此外在南非繁殖的种
群也不迁徙，仅在繁殖期后向
周围地区扩散游荡。黑鹳是我
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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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融媒讯 （记者 牛斌
通讯员 吕阳阳）发展特色产业让
群众增收致富，是实现乡村振兴的
关键抓手。策勒县奴尔乡阿其玛村
按照“一村一特色”打造产业品牌，
探索出了一条林下养殖致富路，为
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

6 月 17 日，在阿其玛村林下生
态鸡养殖基地，成群的鸡苗，或追逐
嬉闹、或低头觅食、或树下小憩，阵
阵鸣叫使这片静谧的树林变得活跃
起来。

今年初，阿其玛村党支部积极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将养殖大户的
专业优势与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的资
源整合能力紧密结合起来，按照“村
集体+养殖大户+合作社”的发展模
式，建成了阿其玛村林下生态鸡养
殖基地，引进芦花鸡、三黄鸡等鸡苗
1.5 万只，由本村养殖大户负责饲
养，带动群众广泛参与，确保养殖高
效增收。

村党支部书记田文盛介绍，林
下经济投入少、见效快、易操作、潜
力大。鸡苗可以在林子里采食昆
虫、杂草等天然饲料，还可自由活
动。养的鸡体质健壮、肉质鲜美，鸡
粪与草渣、树叶发酵成为有机肥，进
一步补充土壤养分，促进林木生长，
实现经济与生态双赢。

“为保证鸡苗的成活率，一般
20 多天就放到林带让它们适应环
境，到 30 多天疫苗打完才开始出
售，目前已卖出 8000 多只鸡，主要
销往周围发展养殖的企业与合作
社，还有县城的餐馆直接来基地收
购。”饲养员如则麦麦提·夏吾敦说。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
下一步，村“两委”将大力发展富民
产业，通过不断探索与创新，进一步
扩大养殖规模，鼓励更多群众发展
林下养殖，让特色养殖成为本村的
一张靓丽名片。

民 丰 县 抢 收 抢 种 保 丰 收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古
拉因木）眼下是“三夏”关键期，为
实现夏收夏播同进度，连日来，民
丰县抢抓农时，在做好夏收工作
的同时，同步推进夏播工作，千方
百计保证全年粮食丰收丰产。

6 月 20 日，笔者走进尼雅乡
幸福村、托皮村看到，颗粒饱满的
麦穗随风摇曳。收割机来回穿梭
于麦浪间，伴随着一阵阵轰鸣声，

金黄的麦穗顺着传送带进入脱粒
箱。在收割完的麦地里，搂草机、
打捆机轮番作业，经过旋转、压
实，把地里麦收的秸秆打捆后，装
车离田。

为有效利用眼下晴好天气，
村民紧接着就驾驶着玉米播种机
在地里开展玉米播种。

“我家有 6 亩小麦，已收割
完，现在准备播种玉米。”尼雅乡

幸福村村民亚森·麦提图尔荪说。
民丰县尼雅乡托皮村党支部

书记艾则孜·奥斯曼说：“今年托
皮村种了1700亩小麦，麦收结束
后我们就开始种玉米，这样玉米
在94天左右就可以收获。”

据了解，今年民丰县计划种
植玉米21400亩，力争在6月底完
成种植计划，高标准高质量完成
夏种任务。

6月20日，收割机在麦田里作业。 地区融媒通讯员 古拉因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