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区融媒讯 （记者 许晓龙）
8月26日，在乌鲁木齐市举办的首届

“打起手鼓唱起歌”中国新疆民间艺
术季非物质文化遗产集市上，和田展
区人声鼎沸，药茶销售异常火爆。

在和田一直流传着“三日无粮可
忍，一日无茶难熬”的谚语。尽管和
田并非茶叶产地，但独特的“药茶”
却成为了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元素。
无论是乡间小院的热情款待，还是餐

馆餐桌上的必备饮品，药茶以其独有
的草药与香料交织的香气，成为除美
食外，令人难以忘怀的饮品。

和田药茶的制作工艺融入了人们
对抗干旱炎热环境的智慧，不依赖传
统茶叶，而是精选丁香、枸杞、生
姜、陈皮、玫瑰花、小茴香、藿香等
30 余种兼具药用与食用价值的天然
原料，经过碾碎后炮制而成。药茶的

配方不仅随季节变换而调整，更针对
不同人群的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展
现了和田人民对自然与健康的深刻理
解与尊重。

药茶色泽金黄诱人，香气清新，
入口后更是回味无穷，其具备健脾
胃、消食化积、祛风散寒、活血通络
等多重功效，在当地深受喜爱，成为
家家户户的常备饮品。2021 年，和
田药茶制作技艺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推荐名单。
“药茶作为和田的独特饮品，是

我们珍贵的文化瑰宝。药茶蕴含着和
田人民对自然的敬畏、对健康的追
求和对生活的热爱。我们希望通过
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让更多人了
解和田药茶，感受它带来的健康。”
和田地区文化馆馆长阿迪力·那的
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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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各中小学校迎来开学季
地区融媒讯 （记者 古哈尔尼沙）

金秋脚步悄然临近，地区各中小学校陆
续拉开新学期的序幕。校园内再次洋溢
着欢声笑语，师生们满怀期待与憧憬，共
同开启了一个充满希望与挑战的新学
期。

8 月 27 日一早，洛浦县纳瓦乡中心
小学巴什喀拉克尔村分校的学生以饱满
的精神状态返回校园，开启了新的学习
生活。学校还通过花式祝福、拍照留念
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学生们在欢声笑
语中迎来新学期。

“今天是开学第一天，看到老师和同
学特别开心！”学生凯迪日耶·阿卜来海
提兴奋地说，“老师还给我们准备了棒棒
糖、贺卡，让我感受到了满满的关怀和温
暖。”

在纳瓦乡中心小学教室内，一股清
新的学习氛围扑面而来。桌椅摆放得整
整齐齐，每一张课桌上都摆放着崭新的
教材和五颜六色的祝福气球。老师精心
设计的黑板报，更是为教室增添了几分
温馨与活力。学生们坐在座位上，眼神
中闪烁着对新知识的渴望。

据了解，按照新学期开学工作计划，
全地区中小学已完成开学报到、校园安
全风险排查、校园卫生整治等工作，教材
和生活需要物资全部到位，确保新学期
教育教学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这两天，教师对刚配送到校的教材
和教辅资料进行搬运、清点、整理，并按
年级分发到班，确保新学期师生第一时
间领到教材，保证教学工作正常开展。”
纳瓦乡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丁炜说，开
学第一课将进一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让学生从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开学第一天，和田市第一小学的老师
早早守候在校门口，迎接同学们的到来，
同时各班级精心布置，学生满怀期待。

五年级（7）班教室内，师生围绕“新
学期新起点”热烈讨论，学生们纷纷举
手，争先恐后分享自己的新学期目标和
愿望，稚嫩的声音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无
限憧憬。

五年级（7）班班主任、自治区特级教
师安秋影对学生寄予了厚望。她说：“新
学期新起点，希望同学们能够珍惜时光、
努力学习、锻炼身体，做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她还鼓励学生要
勇于追求梦想、敢于面对挑战，用实际行
动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开学第一天，学生们精神饱满地进入校园。 地区融媒记者 古哈尔尼沙摄

学生坐姿标准、认真听讲，迎接新学期的到来。学生积极分享自己新学期的目标和愿望。

墨玉县 40.66 万亩核桃喜获丰收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乃比江）日前，墨玉县 40.66
万亩核桃迎来丰收。

近日，笔者走进墨玉县
各乡镇的核桃园，只见翠绿
的核桃挂满枝头，三颗一簇、
五颗一团，十分诱人。村民
正抢抓农时，忙碌在核桃树
下，采摘着这大自然赐予的
宝贵财富。

今年在各级林果技术人
员的指导下，奎牙镇阿其克
乌依村加大了核桃的嫁接、
疏密、水肥投入等提质增效
力度，预计今年该村每亩核
桃产量可达 240 公斤左右，
每亩收入相比去年有明显提
升。

为促进核桃产业提质增
效，墨玉县积极引导核桃种

植户进行品种改良，将部分
核桃品种换成了市场销量
好、经济效益高的 185、扎
343、新丰等品种。同时，还
加强了核桃的修剪、追肥、病
虫害防治等工作，提高了核
桃的产量和品质。

在核桃的收购和销售环
节，墨玉县也采取了有效措
施。奎牙镇喀克勒克村的绿
森坚果食品合作社就是一个
典型的例子。该合作社自
2019年成立以来，一直与农
户签订收购协议，为农户提
供稳定的销售渠道。合作社
负责人阿卜杜喀哈尔·图尔
荪麦麦提说：“今年我们计划
收购核桃 300 吨左右，目前
已经收购了 40 多吨青皮核
桃。我们用脱皮机进行脱皮

处理后，再进行晾晒、破壳、
取仁、分级和精深加工，最后
送到核桃交易市场销售，预
计今年收入可达 30 万元左
右。”

墨玉县的核桃以其皮
薄、肉美、味香而著称，是地
理标志产品“和田薄皮核桃”
的核心产区之一。近年来，
该县把核桃产业作为优势产
业和农民致富的支柱产业来
抓，全面落实核桃果园规范
化综合管护措施，核桃产业
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目
前，全县核桃种植面积已达
40.66万亩，良种覆盖率高达
98.3%，2024年预计总产量达
到 8.8 万吨。核桃已经成为
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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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云/新疆日报讯 （记者 刘毅）记者
从8月27日在和田召开的自治区农村集体“三
资”管理问题集中整治（南疆片区）现场观摩推
进会上获悉：新疆开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
题集中整治以来，自治区纪委监委、自治区农业
农村厅等单位会同各地有关部门，纵深推进集
中整治重点工作。截至目前，新疆99.7%的有农
村集体“三资”的行政村（社区）已完成摸底工
作，摸清了“三资”底数，基本实现村集体账、财、
物、债“四清”。

农村集体“三资”指农村集体经济中的资
金、资产、资源。 在“三资”摸底过程中，各地聚
焦重点任务和关键区域，不断完善“三资”管理
制度账，积极制定修订“三资”管理的操作流程
文件，实现“三资”管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堵住

“三资”管理风险漏洞。同时，农村集体“三资”
管理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中，区地县三级部门加
强联动，排查了一批“三资”管理不规范问题，查
实了一批侵害村集体和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
题线索，一批“蝇贪蚁腐”得到有力惩治，一批群
众关心的急难愁盼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办好了

“三资”管理的“实事账”。
“重点是构建农村集体‘三资’长效监管机

制。”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政策改革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做好“三资”管理，对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
经营制度、夯实党在基层执政根基意义重大。
当前集中整治的重点是核查农村集体“三资”漏
登、漏记、错登、错记等情况，将各类信息准确无
误录入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平台，并有序推动
国家平台、自治区平台和各地自建平台的信息
互通，做到“三资”常态化动态化管理。

同时，各地将紧盯资金监管不到位等突出
问题，加强实地抽查和问题回访，进一步规范管理行为，完善监管制度，
健全监管体系，确保基层人员懂政策、职能不落空，工作不断档，实现农
村集体“三资”管理“有人管”“有人干”“干得好”。

“引客入和”文旅推介走进喀什
地区融媒喀什讯 （特派记

者 阿布都米吉提）“和田的美，
在于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古丝
绸之路在这里留下了辉煌的足
迹，精美的和田玉闻名遐迩……”
8月26日，“引客入和”和田地区
文化旅游推介会在喀什举行，和
田地区文旅局三级调研员权鹏飞
热情洋溢地向大家推介和田。

推介活动邀请了喀什地区喀
什西域经典国旅、喀什华安国旅、
喀什南疆国旅、疆之谜国旅等32
家旅行社及当地媒体参加。

喀什地区文旅局旅游促进科
科长宋桂蓉在推介会上表示，和
田是古丝绸之路重镇，文旅资源
丰富。希望以此次文旅推介会为
契机，架起喀什与和田之间合作
发展的桥梁，搭建更好、更多协作
联动平台，推动两地旅游业繁荣
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
美好愿景。

推介会签约环节，喀什地区
文旅局与和田地区文旅局签订了
文旅合作协议，新疆欢心游国际
旅行社有限公司和田分社与喀什

西域经典国旅、和田玉都文化旅
游有限公司与喀什华安国旅签订
了互送游客合作协议。

和田地区文旅宣传片播放
时，大家纷纷拿起手机拍照记
录。活动现场，发布了旅游发展
奖励扶持政策，推出了 5 条特色
精品旅游线路。

“和田与喀什作为兄弟地州，
一直以来在文旅合作上都有密切
的互动。通过这次文旅推介会，
喀什的旅游企业对和田的旅游资
源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希望借助
此次旅游推介会，让两地的文旅
企业达成密切合作，共同推动南
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喀什地区
旅游协会秘书长李中义说。

此次“引客入和”文旅推介活
动，已先后在昌吉、乌鲁木齐、巴
州、喀什举行4场推介会，与4个
地州市签订文旅合作协议，与
103家旅行社和旅游企业签订互
送游客合作协议，收获颇丰，在向
外界推介和田文旅资源的同时，
对接旅游市场，形成优势互补，助
力和田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

和田市3157台农机具服务秋收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闫兆

霞 汪瀚冰）随着秋收冬播季节临
近，和田市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深
入田间地头，对各乡镇的农机具进
行全面检修与保养，确保各类农机
具正常运行，保障秋收以及冬小麦
播种工作顺利进行。

近日，和田市农业农村局农业
农村机械化发展中心技术人员在
吉亚乡苏亚兰干村开展农业机械
（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检修培训
会。现场，技术人员不仅详细讲解
了农机具的构造原理、注意事项及
常见故障排除方法，还现场示范了

农机具的检修流程，确保每位参训
的农机手都能掌握检修技能。

此次培训，不仅提升了农机
手的检修技能和安全意识，还促
进了农机具的规范化管理和使
用。今年，和田市将收割玉米面
积15.39万亩，参加秋收冬播农机
3157 台。其中，拖拉机 1489 台、
联合收割机64台、犁896台、播种
机479台、旋耕播种机128台、铡
草机91台、打包机10台。目前已
完成农机检修 685 台，培训农机
手389人，预计8月底全面完成农
机检修及保养工作。

8月22日，和田市农机技术人员为农机手详细讲解农机具的构造
原理。 地区融媒通讯员 闫兆霞摄

和田药茶在非遗集市走热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印发《关于组织开展
2024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的通知》
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印发《关于
组织开展2024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
动的通知》，要求以“依法开展国防教
育 提升全民国防素养”为主题，在9
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
动。

《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

三中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总
体国家安全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以“依法开展国防教育
提升全民国防素养”为主题，在全社会
广泛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特色鲜
明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教育引导
广大干部群众强化国防观念和忧患意
识，增强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

防、保卫国防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强大力量。

《通知》共作出7项活动安排。一
是开展国防教育法普法宣传活动。着
眼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引
向深入，通过组织刊发报道评论、刊发
宣传阐释文章、制作专题节目、开展基
层宣讲等形式，做好国防教育法律宣
传。 （下转第3版）

地区召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推进会

毫不放松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有 力 有 效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地区融媒讯 （记者 张亚辉）8月28

日，地区召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推进会，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刻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
论述，全面落实全国、自治区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会
议精神，分析研判形势，部署工作任务。

地委书记刘琛出席会议并讲话，地委副书
记、行署专员马合木提·吾买尔江主持会
议。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大
局意识，毫不放松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有力有效推进乡村振兴。要坚持产业
发展、稳岗就业“双轮驱动”，抓好就业政
策落实，千方百计促进群众持续稳定增

收。要持续巩固“三保障”成果，做好易地
搬迁后续帮扶。要科学谋划衔接资金项
目，强化帮扶资产后续管理，抓好国家、自
治区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

会议要求，严格落实“一把手”负责
制，县市委书记要当好“一线总指挥”，县
市分管负责同志抓具体、具体抓，推动任
务落实落细落地。选优配强乡村振兴工

作队伍，行业部门、帮扶单位明确具体负
责人，保持队伍总体稳定。强化乡村振兴
业务培训，着力提升干部队伍业务水平和
能力素质。加强作风建设，力戒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坚决防止出现工作简单化、

“一刀切”等问题。
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乡村一级。地

区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