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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着力打好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尹素萍 罗

亚）今年以来，和田地区将塔克拉玛干沙
漠边缘阻击战视为“再造一个绿洲”的关
键路径、夯实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促
进富民增收和实现长治久安的重要平台，
全力以赴加以攻坚。

为落实常态运行管理机制，制定《和
田地区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实施
方案（试行）》，成立指挥部，完善阻击战联
席会议制度，明确县市及部门工作职责，
确保阻击战的连续性、系统性、整体性。
定期召开现场观摩推进会，统一思想认

识、查找问题差距、推广成功经验。
同时，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防沙治

沙，用足用好自治区《关于支持塔克拉玛
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的九条措施》，坚持

“政府引导、全民参与、主体多元、产业
可持续”原则，全面推广“于田模式”，
利用沙地种植红柳、梭梭、白刺、四翅
滨藜等沙生植物，大力发展肉苁蓉、锁
阳、玫瑰花、中草药等特色经济作物，
极大调动了群众参与防沙治沙积极性，
既解决当地人员稳定就业，又增加集体
经济收入，让群众成为打赢阻击战的主

力军。在土地申请、审查、审批、治
理、验收、办证等方面，规范农户、合
作社参与防沙治沙的流程，力争把阻击
战建成生态美、产业兴、农民富、基层
强的民生工程。截至目前，全地区已有
2520 户农户主动承包国有未利用土地
22.61万亩，计划发展沙产业。

发挥种苗的基础作用是打赢阻击战
的关键。和田地区以多种经营方式加快
苗圃基地建设，通过巩固提升、优化调
整，开展压茬育苗，牢牢掌握种苗建设
的主动权。在胡杨、红柳等种子成熟时

节，发动生态护林员、公益林管护员集
中及时采集种子。今年以来，共收集大
芸种子 55.38 吨、胡杨种子 13.63 吨、红
柳种子15.49吨、梭梭种子2.13吨、沙拐
枣种子 7.46 吨，为今秋明春育苗工作打
下坚实基础。

在全力打好阻击战中，汛期及时开展
胡杨林引洪灌溉工作，既减轻玉龙喀什
河、喀拉喀什河中下游防洪工作压力，又
解决胡杨林抽水灌溉难题。目前，全地区
完成胡杨林引洪灌溉 23.89 万亩，已超额
完成全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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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2×35万千瓦热电联产

项目2号汽轮机机组成功扣缸

地区融媒讯 （记者 许晓
龙 通讯员 赖德仙 霍婧雪）8
月6日，和田2×35万千瓦热电联
产项目 2 号汽轮机机组成功扣
缸，标志着该项目向投产目标迈
出了更加坚实的一步。

汽轮机作为发电厂的“心
脏”，其安装工作尤为重要且复
杂。本次扣缸工作的成功，不仅
彰显了项目团队在技术层面的精
湛技艺，也体现了他们对工作高
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该项目汽
轮机由哈尔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并成套供货，是一款超临界、
一次中间再热、单轴、两缸两排
汽、单抽、七级回热、间接空冷凝
汽式汽轮机，具有极高的技术含
量和精密度要求。

面对 8 月三伏天的高温酷
暑，和田能源公司精心策划、周密

部署，组织总包、监理、安装单位
等多方力量召开专题会议，深入
研讨并制定了详尽且科学合理的
施工方案。在施工过程中，安装
技术人员不惧高温，多次深入现
场进行实地勘察和测量，确保每
一个施工环节都精确无误。

扣缸现场，技术人员以精湛的
技艺和严谨的态度，精心操作每一
个步骤。从缸体起吊、调整到零部
件的精准装配，每一个环节都严格
遵循工艺标准和安全规范，确保了
扣缸工作的顺利进行。经过连续
多日的紧张施工，2 号汽轮机机组
扣缸工作取得了圆满成功。

此次2号汽轮机机组扣缸的
成功，不仅为和田能源 2 号机组
的后续调试和运行创造了有利条
件，也为保障地区能源供应注入
了强大动力。

地区融媒讯 （记者 古
哈尔尼沙）8 月 6 日，记者在洛
浦县兰干调节池工程建设现场
看到，工程车辆来往穿梭，工人
有序忙碌着。记者获悉，该工
程已完成整体工程的80%。

洛浦县兰干调节池工程是
自治区“十四五”规划重点水利
项目，项目总库容 995 万立方
米，主要有引水工程、沉沙调节
池工程两个建设项目，是一项
以生态输水、灌溉补水及工业
用水相结合的重点小型水库工
程。

“目前正在进行库盘土工
膜防渗以及坝坡混凝土施工作
业，这两项作业均已完成总工
程量的85%。”中国水利水电第
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EPC 项目
经理乔春光说。

该工程位于洛浦县阿其克
河渠首及和田昆冈经济技术开
发区（有色金属产业园）之间，
工程于 2023 年 7 月 26 日开工
建设。工程在动工之前，施工
单位就制定了周密的施工计
划，工程整体坝体填筑工作已
于 2023 年 10 月 24 日完成，相
较于原计划提前了64天。

“工程建成后，改善了洛浦
县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由农
业用水为主转向工农用水并
重，对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具
有重要意义，同时为洛浦县拜
什托格拉克乡农业灌溉及昆冈
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用水作出
贡献。”乔春光说。

和 田 县

盐碱地养殖螃蟹迎来黄金生长期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韩

丽）随着秋季到来，和田县养殖户
养殖的螃蟹迎来了生长周期中的
黄金时期，这不仅是它们最后一
次脱壳的关键时期，也是决定其
产量与品质的重要阶段。养殖户
正积极采取一系列科学管理措
施，全力保障螃蟹顺利度过这一
关键期，确保今年螃蟹丰收。

近日，笔者在和田县英艾日
克乡托勒干吉村生态水产养殖基
地看到，工人正为螃蟹投喂饵料，
同时加强水体补钙，以助力螃蟹
顺利完成脱壳过程。“这段时间是
螃蟹丰产丰收的关键。我们主要
采取给螃蟹投喂高蛋白饵料、加
大水体微生物调控力度等措施，
以满足其生长需求，确保水质清
新和维持水质的稳定，为螃蟹创
造最优的脱壳环境。”新疆昆仑优
品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技术总

监陈辉说。此外，养殖基地还注
重螃蟹的疾病预防工作，建立了
完善的疾病防控体系，定期对养
殖环境进行消毒和监测，确保螃
蟹能够健康成长。科学的管理措
施不仅提高了螃蟹的存活率和品
质，也保障了养殖收益。

近年来，和田县充分利用本
地资源优势，通过招商引资，成功
引进了新疆昆仑优品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该公司不仅带来了
新一代的养殖技术，还吸引了专
业技术人员入驻，从2023年开始
尝试在盐碱地养殖部分海产品，
取得了显著成效。

据了解，目前，英艾日克乡托
勒干吉村生态水产养殖基地二期
73.71亩的规整工作已全部完工，
并计划于近日投放南美白对虾，
为水域生态注入新活力，进一步
提升养殖效益。

绿色发展 绿色生活

上半年新疆电网完成新能源项目评审规模达5396万千瓦
同比增长131.63% 创历史同期新高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8月7日讯 石
榴云/新疆日报记者陈蔷薇从国网新疆
电力有限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获悉：上
半年，新疆电网完成新能源项目评审规
模达5396万千瓦，同比增长131.63%，这
是新能源上半年评审规模首次突破5000
万千瓦大关，创历史同期新高。

作为国家规划建设的大型清洁能
源基地，新疆持续加快以新能源为主
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新能源保持
快速发展势头。上半年，新疆电网完

成的新能源项目评审规模是2023年全
年总评审规模的 88.82%，进一步显示
了新疆新能源项目快速发展态势。

上半年，新疆电网完成评审的新
能源项目有昌吉东部协鑫源网荷储一
体化项目接入系统及220千伏升压汇
集站工程、塔里木油田上库高新区低
碳转型130万千瓦光伏项目接入系统
及220千伏升压汇集站工程、新华乌什
构网型储能接入系统及220千伏升压
汇集站工程等项目。

在评审过程中，各专业评审专家
主要针对工程建设必要性、建设规模、
新能源送出及消纳分析、接入系统方
案等方面对各工程进行多角度、全方
位的分析和研讨，并提出相应的优化
整改措施及建议，为新能源工程的顺
利实施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面对新能源项目持续上涨的评审
需求，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经济技术
研究院今年开始进行“随报随审”，简化
评审流程，确保新能源项目快速开工。

地区启动Ⅲ级防汛应急响应

全力以赴防汛抗洪 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地区融媒讯 （记者 艾克甫江）连
日来，和田多条河道来水量明显增加，防
汛抗洪形势严峻。相关部门发布洪水预
警：8月5日，玉龙喀什河渠首出现822立
方米/秒洪峰流量，接近警戒流量（900 立
方米/秒）、玉龙喀什河中游出现968立方

米/秒洪峰流量，超过警戒流量（930 立方
米/秒）；8月6日，喀拉喀什河出现781立
方米/秒洪峰流量，接近警戒流量（850 立
方米/秒）。和田市、和田县、洛浦县、墨玉
县同时发生洪水，地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决
定，自8月6日起，地区启动Ⅲ级防汛应急

响应。面对这一情况，水利部门及沿线干
部群众迅速行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洪工
作，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月 7 日，玉龙喀什河和田县吾宗肖
乡段库木巴格村防洪点，吾宗肖乡发动全
乡党员干部及群众防洪抗灾，确保防汛抗

灾制度、措施、预案、物资、人员等落实到
位。党员干部冲锋在防洪一线，捆扎树枝
放置在河堤边，放置的树枝一部分由装载
机挖土覆盖，一部分用横木覆盖再用沙袋
压实，有效防止洪水对堤岸的冲刷，减少
了水土流失。吾宗肖乡辖区内共有23个
防洪点位，全乡干部群众齐心协力清理隐
患，确保河坝安全。

“截至目前，全乡共调配 8 台大型机
械，500个铁丝笼、600公斤铁丝、18000个
编织袋进行抢险救灾，目前相关物资比较
充足。”吾宗肖乡乡长努尔夏提·阿力甫
说。

此次玉龙喀什河和喀拉喀什河等多
个河道来水量增加给全地区的防汛工作
带来了巨大压力。各县市水利部门紧急
启动应急预案，加强了对河道水情的监测
和预警，安排专人24小时值班，密切关注
水位变化，及时发布水情信息。各县市加
强组织领导，扎实开展隐患排查，认真对
照和田河 21 处堤防、山区 19 处重点山洪
沟及44座中小型水库清单，把问题找全、
把根源找准，采取强有力措施，从根源上
防范险情发生。为增强抗洪能力，全地区
已成立抢险队伍160支，提前储备了充足
的防汛物资，包括沙袋、石料、救生设备
等。同时，对河道堤坝进行了全面排查，
对存在隐患的地段及时进行加固和修复，
确保堤坝稳固。

地区水利局四级调研员、水旱灾害防
治中心负责人吾买尔江·吾吉斯依提告诉
记者，当前正处于防汛抗洪“七下八上”关
键期，近日天气持续高温，河道来水量日
益增多，水利部门与乡村相关部门形成合
力，做好值班、巡河、物资储备、险段加固
等各项工作。目前，和田河流域21处险工
险段已基本加固，能够安全行洪，暂无风
险隐患。下一步，水利部门将继续密切关
注天气和水情变化，多措并举全力以赴做
好防汛抗洪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8月7日，和田县吾宗肖乡库木巴格村党员群众齐心协力加固堤坝。 地区融媒记者 艾克甫江摄

扣缸现场，技术人员以精湛的技艺和严谨的态度，精心操作每一个
步骤。 地区融媒通讯员 赖德仙摄

墨 玉 县 万 余 亩 鲜 桃 上 市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乃比江）

眼下，在墨玉县各乡镇桃树种植园
内，一个个色泽红润的桃子挂满枝
头，为夏天增添了甜蜜滋味。

8 月 5 日，笔者走进墨玉县托胡
拉乡明珠蟠桃采摘园，游客正在采摘
鲜桃。该桃园总面积40亩，目前，一
亩地的产量已达到 1.5 吨，桃子品种
多样，从 5 月底的“五月红”开始，一
直持续到国庆节的黄金蟠桃，可满足
不同时间段的市场需求。其中，“五
月红”作为和田最早上市的桃子品
种，以其独特的口感赢得了市场青
睐。而到了6月底至7月中旬，则是
蟠桃和水蜜桃的上市高峰期，这些桃
子个大、色泽鲜艳、味美香甜，深受消
费者喜爱。特别是进入8月初，大个
头的水蜜桃更是成为园中的明星产
品，有些单果重量可达1公斤。

河南游客童秋云说：“早就听说
新疆是瓜果之乡，今天朋友带我来桃
园，这儿的桃子又大又圆，水分特别
足，口感脆甜，吃了好几个都觉得不
过瘾。新疆真是个好地方。”

在吐外特乡琼库勒村一片30亩
地的果园里，果农吾布力·乌吉正带
着游客品尝果园里的油桃。果园里
挂满枝头的不止油桃，还有水蜜桃、
樱桃等，去年这片果园为他增加家庭
收入6.5万元，今年有望达到7万元。

目前，墨玉县的蟠桃、油桃、水蜜
桃、土桃大面积成熟。近年来，墨玉
县持续引进新品种，实行集约化、品
牌化、科技化的种植模式，鲜桃的产
量和品质不断提升，桃农实现了从数
量盈利到品质盈利的转型。

据了解，墨玉县桃树面积1.16万
亩，瓜果面积 1.03 万亩，桃子产量
0.84万吨左右，主要销往和田市及喀

什、阿克苏、乌鲁木齐等。为保证桃
子的品质和产量，墨玉县林草局不断
加强各乡镇林果业种植管理指导，从
修剪、施肥、病虫害防治到采摘等环
节，都提供了相应的技术指导，并不
断整合技术、信息、资源等要素，在调
优产业结构上下功夫，充分结合各乡
镇实际，因地制宜扶持壮大特色林果
业。

8月5日，在墨玉县吐外特乡琼库勒村的果园里，果农带着游客品尝油桃。
地区融媒通讯员 乃比江摄

和 田 市

首批109名民族团结模范赴京参访交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地区融媒讯 （记者 阿的
拉） 8月6日，和田市109名民族
团结模范赴京开展参访交流，标
志着和田市 2024 年度民族团结
模范赴京交流项目正式启动。

此次交流项目计划组织和田
市210名干部、工人、农（居）民等
不同群体的民族团结模范赴京交
流学习。

参访团将参观中国电影博物
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北京
奥林匹克公园等地，深入了解中国
的历史文化、体育事业和现代化发
展。同时，他们还将前往天安门广
场、毛主席纪念堂等地参观学习，

参观卢沟桥、宛平城以及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纪念馆，感受中华民族在
抗日战争中的英勇与坚韧，进一步
激发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

此次和田市民族团结模范赴
京交流项目的启动，对促进和田
市与北京市的文化交流、增进民
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参观
学习，参访团成员将更加深入了
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增强对中
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同
时，他们也将成为和田市与北京
市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为推
动和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
积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