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石
一凡 马伊尔江 布再那甫）眼
下，民丰县6000余亩番茄陆续进
入采收期，红彤彤的果实在阳光
下格外耀眼，一辆辆大型番茄采
收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一车车
采收的番茄被运往和田北纬三十
八度八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加
工。

“我们种植的4500亩番茄目
前正处于采收旺季，为了采收进
度，全部采用机械采收，采收的番
茄当天就会运到加工厂进行加
工。今年预计每亩产量 8 吨左
右，年产值达1980万元。”民丰县
润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经理沈红
安说。

9月3日，笔者在位于民丰县
工业园区的和田北纬三十八度八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区看到，
番茄经过喷淋清洗和选别拣杂
后，再经过机器预热、榨汁、离心
除沙、浓缩、杀菌、保温和冷却等
一系列工序，最终制成成品后出
口海外。

“以前都是人工采摘，现在改

成机采，极大缩短了采收时间，我
们公司今年共签订番茄种植合同
面积6000亩。番茄酱厂8月底开
始投入生产，吸纳本地 260 余名
群众就近就地就业，预计今年的
番茄酱产量可达到6000吨左右，
主要出口欧洲、南美、东南亚等国
家和地区。”和田北纬三十八度八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汤元勋
说。

2022年至2023年，和田北纬
三十八度八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分
别在叶亦克乡和萨勒吾则克乡进
行了千亩加工番茄实验示范。
2024 年，公司采取龙头企业+基
地+农户的模式，建立番茄酱加
工原料基地6000亩，投资建设年
生产加工 7000 吨番茄的生产线
一条。目前，日处理鲜番茄 900
吨，年产值预计可达4500万元。

“我来公司上班已经 7 个月
了，每月工资 7000 元，而且公司
离我家很近，在家门口有一份稳
定的收入我很高兴。”和田北纬三
十八度八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员工
若柯耶姆罕·亚森说。

策勒县文工团紧张排练

只为“放歌中国·策马昆仑”完美绽放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米
日古丽 张晓艳 约尔柯孜）9
月 2 日下午，在策勒县文工团的
排练现场，来自央视的导演团队
正在与当地文工团成员紧密合
作，为在昆仑山景区举办的“放歌
中国·策马昆仑”系列文化活动加
紧排练。

排练厅内，气氛紧张而热
烈。来自央视的导演以其丰富的
经验和敏锐的艺术洞察力，对每
一个节目都进行了细致指导。她
们不仅注重节目的艺术表现力和
舞台效果，更深入挖掘节目的文
化内涵，力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与现代审美完美融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导演团
队指导了来自援疆干部的朗诵节
目《我们的心声》，援疆干部无私
奉献、心系策勒人民的精神令人
动容。援疆干部通过深情的朗诵
和生动的演绎，展现了昆仑山的
壮丽景色和新疆人民对这片土地
的深厚情感。

“放歌中国·策马昆仑”系列
活动总导演李焱说：“我们将在昆
仑山景区举办‘放歌中国·策马昆

仑’特别演出，旨在推动文化润
疆，发扬和传承昆仑文化。同时，
结合当地文旅资源、历史底蕴及
文化特色，共同打造了这台节
目。在给县文工团演员指导过程
中，演员们精益求精，细琢舞蹈每
一个细节，从动作到走位，从眼神
到笑容，力求演出完美无瑕，让我
非常敬佩。”

据悉，此次活动内容丰富多
彩，包括“放歌中国·策马昆仑”文
艺演出、“文化润疆”主题活动、民
俗比赛、美食巴扎、非遗集市以及
摄影书画展等多个板块。这些活
动旨在通过文艺的形式，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之
间的交流与融合，同时展示新疆
的魅力和繁荣发展。

为确保活动顺利进行，策勒
县文工团和相关部门已经做了大
量的准备工作。为给观众呈现一
场精彩纷呈、难忘的文化盛宴，从
节目编排到舞台搭建，从演员的选
拔到后勤保障，每一个环节都力求
做到精益求精。演员们纷纷表示，
会全力以赴投入到排练中，以最好
的状态开展好此次活动。

民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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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沙漠现新绿焕发勃勃生机
8月20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

地区于田县阗东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放
眼望去，连绵起伏的沙丘被整理成一层层
梯田。梯田边缘，治沙工人正在精心管理
红柳、梭梭等植被，建起一道道绿色防线。

在和田县英艾日克乡红柳大芸种植
基地，也能看见相同场景。基地内，成片
的红柳色彩艳丽、生机盎然，这片曾经的
沙漠在红柳的点缀下如今焕发出勃勃生
机。

近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
深刻理解发展与保护的关系，明确“要生
存、先防沙，要发展、必治沙”的理念，大力
发展沙产业。从最初的一棵树、一株草，
到肉苁蓉等沙产业不断壮大、“光伏+治
沙”项目陆续投产，和田地区各级各部门
在荒漠化防治实践中不断探索、向绿而
行，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人沙和谐”的
梦想。

茫茫沙漠，涌现新绿。每年七八月，
行走在和田大地，广袤的田野麦浪滚滚、
瓜果飘香，场景令人无比神往。

探索防沙治沙的“于田模式”

于田县充分发挥当地农户喜欢种植肉
苁蓉、玫瑰花的优势，坚持防沙治沙产业
化，通过政府引导、搭台，吸引群众参与防
沙治沙，实现防沙治沙可持续发展，有力
推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于田模
式”落地见效。

政府负责修建治沙配套水、电、路等
基础设施，以及高大沙包的工程固沙项目
建设，通过分布式光伏提供电能，抽取地
下水开展生物治沙，分布式光伏建设由乡
村振兴衔接资金支持，每 150 亩按 3 万元
标准支持分布式光伏建设。同时，出台优
惠扶持政策，动员当地农户参与种植，负
责平整土地、苗木种植、简易滴灌和后续
管护。

按照“谁投资、谁种植、谁受益”的原则，
将国有未利用沙地划转村集体管理，由村里
从实际出发，与有意愿发展沙产业的农户签
订治沙土地租赁合同，造林治沙、发展沙产
业，让群众、合作社在治沙中致富，在致富中

治沙。目前，共有 5517 户农民申请参与治
沙，共划拨土地27.79万亩。

和田县英艾日克乡恰木古鲁克村种植
户阿卜力克木·艾比布拉是政策红利的受益
者。“红柳大芸种植让我们告别了‘沙进人
退’的困境，尝到了‘绿色经济’的甜头。以
前，我们这里都是沙地，现在种上了红柳大
芸。风沙少了，收入也多了，生活也越来越
好。”他说。

目前，英艾日克乡辖区群众自发种植红
柳大芸面积达2.2万亩、涉及农户500余户。
群众自发成立专业种植合作社1家、种植面
积3500亩，合作社通过科学种植，亩产可达
650公斤左右。去年全乡大芸总产值4061万
元，今年预计可达6070万元以上。

和田地委还组织发改、水利、自然资源、
文旅、林草、国资等部门，制定《农户、合作社
参与防沙治沙活动流程》，推广于田县调动
农户参与防沙治沙的模式。从农户申请开
始，一直到自然资源部门审查、县市人民政
府审批、农户参与治理、林草部门验收、不动
产登记中心办证等环节，全程规范。

在于田县阿热勒乡夏玛勒巴格村，一片
曾经的荒芜沙漠如今焕发出勃勃生机。村
民米吉提·阿吾提一边忙碌着收割管花肉苁
蓉种子，一边忙碌着更换滴管、补种补栽。

广袤的沙地，闪动着忙碌的身影。一簇
簇、一排排苁蓉花暗香浮动，铺就了“绿色”
致富路。“刚开始种植时，没经验，也不懂技
术，只承包了50亩土地种植肉苁蓉。现在，
面积已扩大至130亩，去年纯收入17万元。”
米吉提·阿吾提高兴地说。

针对距离县城10公里以外、开发难度较
大的地块，于田县加强与企业配合，引进于
田瑰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
投资种植肉苁蓉、玫瑰花等兼具生态和经济
效益的植物。同时，采取“企业+基地+合作
社+农户”模式，带动没条件、有劳动能力的
农户通过打工增收。

自于田瑰觅生物公司投产以来，已带动
周边8个乡镇5400余户农户种植玫瑰花，每
年解决当地临时用工23万人次，带动周边2
万余名农户人均增收3000元以上。全县10
万亩肉苁蓉防沙治沙示范基地，带动本地

2600 余人稳定就业，人均月工资 3000 元以
上，季节性用工2800余人，有效促进了群众
增收致富。

此外，于田县在无水源条件的沙漠空白
带，引进企业开展光伏锁边治沙，还创新“梯
田治沙”模式，将高大沙丘从高到低整理成
梯田，采取“工程治沙+生物治沙”模式，大大
降低了农户投入。

引洪灌溉恢复自然生态

7月以来，墨玉县积极联系塔里木河流
域和田管理局，成功引入1400万立方生态用
水，大规模引洪灌溉全县5万亩天然胡杨林，
并撒播350公斤胡杨种子，在提升防沙治沙
效果的同时，开辟了当地生态保护新路径。

为落实《支持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
战的九条措施》要求，和田地区积极做好洪
水资源化利用等工作，与自治区水利厅、塔
里木河流域和田管理局主动对接，减轻了玉
龙喀什河、喀拉喀什河中下游防洪工作压
力，全力做好汛期引洪灌溉天然生态林工
作。经协调，在完成向塔里木河下游输水任
务的基础上，从河道直接引用洪水用于天然
林生态补水。目前，已完成胡杨林引洪灌溉
51.68万亩，荒漠“喝”上免费生态水。

引洪灌溉期间，在墨玉县喀瓦克乡国家
级公益林保护区内，护林员骑着摩托车巡
林，并将水引向灌溉区域，争取让每一棵胡
杨和植被都能“喝”上水。喀斯木·萨迪尔今
年 48 岁，是墨玉县吐祖鲁吾塔格管护站站
长，扎根荒漠戈壁近20年来，一直默默守护
辖区近10万亩胡杨林和红柳林。

近年来，国家和自治区对生态原始林保
护力度加大，向公益林保护区引洪灌溉，吐
祖鲁吾塔格管护站的胡杨林面积不断扩大，
生态环境得以改善。自2019年以来，墨玉县
持续开展胡杨林引洪补水工作，新建拦洪
坝、地下水监测井，渠道修复清淤，撒播胡杨
种子，提高胡杨林森林质量和林草覆盖面，
极大减轻了林地沙漠化和荒漠化程度。

“墨玉县国家级公益林总面积112万亩，
其中可以灌溉面积67万亩，2019年以来已灌
溉 49 万亩。目前，有 90 名国家级公益林管
护人员奋战在一线，在河道巡护，引洪灌溉，

记录进水量，确保引洪灌溉工作安全、平稳、
有序。”墨玉县林草局湿地办主任、国有林场
管理站站长麦合穆提·麦麦提尼亚孜说。

企业参与丰富治沙模式

今年，塔克拉玛干沙漠出现了新变
化。

由中广核承建的洛浦县万亩光伏治
沙项目实现了全面覆绿，放眼望去，成片
的狼尾草破土而出，曾经的不毛之地变为
万亩绿洲。

为啃下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
这块“硬骨头”，和田地区发挥合作社和国
有企业参与打头阵的作用，推行“国有企
业+企业”“社会资本全额投资+运维”防
沙治沙项目建设运营模式，加快与县市、
社会资本等防沙治沙合作，共同编织生态
保护网。

目前，共有 6 个合作社、18 家企业申
请承包国有未利用土地，向企业划拨土地
31.1万亩，完成土地平整15.17万亩，已打
井208眼，修建道路389.31公里，架设输电
线路186.5公里。

洛浦县中广核采用的正是“荒漠化土
壤治理+农光互补”治沙模式，建设洛浦县
万亩沙漠土壤化改造试验示范项目，已种
植1万亩狼尾草，为生态修复提供了新思
路。通过创新性利用沙漠地区极为丰富
的绿色光能和热能，利用“沙漠土壤化”生
态修复技术，在水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
下，创新种植模式，对项目区进行生态覆
绿，实现防风固沙的目标。

同时，根据不同植物品种，对有限的
水资源进行科学合理分配，既实现生态效
益，对覆绿植物进行种子采收，又种植部
分高产优质饲草，建成一个兼具生态草种
生产、优质饲草生产和光伏自发自用等多
种功能的农光互补综合体，提升光伏基地
自身造血能力，打造光伏治沙的新模式、
新样板。

在一代代和田人的不懈努力下，曾经
漫漫的黄沙被牢牢锁住。取而代之的，是
一片片充满生机的绿洲。

据中国绿色时报

“歌声祝福您”歌手选拔决赛在夜市举行
地区融媒讯 （记者 艾克甫江）9月

3 日晚的和田夜市，灯光璀璨，热闹非凡，
和田地区“歌声祝福您”歌手选拔赛决赛在
这里隆重举行。经过层层选拔，来自各县
市、各行各业的10名选手参加决赛。

决赛现场，气氛热烈。选手们依次登
台，用激昂的歌声、饱满的热情，唱响了
一首首经典歌曲。有的选手歌声嘹亮，如
冲锋的号角，让人热血沸腾；有的选手歌
声婉转，如潺潺的流水，诉说着对祖国的
深情。

“为参加这次比赛，我每天利用空闲时
间观看视频练声，通过自己的努力，我获得
了歌手选拔赛冠军。我觉得只要用心唱，
每一首歌都可以唱好。我祝福祖国繁荣昌
盛，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参赛选手、和
田县罕艾日克镇第二中心小学教师甘雨轩
激动地说。

“大家准备都很充分，表演也很有感染
力。作为评委，我深受感动，大家用真挚的
感情唱出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比赛评
委、新疆和田学院声乐教师张秋兰说。

此次歌手选拔赛决赛，不仅是一场音
乐的盛宴，更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
育。通过歌声，回顾了抗战历史，感受了祖
国强盛。同时，也激发了和田各族干部群
众的爱国热情，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
和凝聚力。歌手通过歌声表达爱国热情。 地区融媒记者 艾克甫江摄

地区开展2024年统计专项执法检查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杜

文涛）近日，地区统计局成立执法
监督检查组对各县市开展为期
12 天的覆盖式统计专项执法检
查，旨在坚决防范和惩治统计造
假、弄虚作假，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

执法监督检查组严格按照统
计执法规范流程，分三组对各县
市商贸和服务业领域进行交叉检
查。检查组通过实地走访，检查

企业营业收入、商品销售额等主
要指标数据，以及数据填报依据
和重点指标计算方法，仔细查阅
纳税申报表、利润表、原始凭证等
资料，核实比对上报数据与企业
实际数据是否一致、原始凭证是
否齐全、统计台账是否正确规范。

此次执法监督检查，进一步
提升了和田统计执法能力，提高
了统计数据质量，为和田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统计支撑。

加工厂内，番茄经过喷淋清洗和选别拣杂后，再经过机器预热等一
系列工序制成番茄酱。 地区融媒通讯员 石一凡摄

新疆残疾人特殊艺术巡演在和演出

展 现 生 命 顽 强 之 美
地区融媒讯 （通讯

员 凯丽比努尔 卓萍
萍）9 月 3 日，和田地区残
疾人文艺汇演暨新疆残疾
人特殊艺术演出下基层展
演在和田市团结广场举
行，为群众带来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文艺演出。

演出现场，自治区残
联双创基地的演员们带来
的《致自己》唱出了对美好
生活的渴望与追求；和田
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小朋友
们带来的集体舞《龙的传
人》，以矫健的身姿展现了
自信与风采；歌曲《我和我
的祖国》深情旋律中饱含
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祝
福。此外，传统乐器演奏
更是让观众感受到了对生
活的热爱与执着追求。

市民阿布来提·艾力
说：“看到这些残疾演员在
舞台上如此自信地展现自
己，我深受感动。他们的
表演让我看到了生命的顽
强和不屈，也让我更加坚

定了勇敢面对生活的信
心。”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
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主
办，新疆残疾人“双创”基
地与和田地、市残疾人联
合会共同承办，以“汇演+
艺术展”的多元融合模式，
将歌舞的韵律、艺术作品
的韵味等多种文化艺术精
髓巧妙交织，不仅为残疾
人群体搭建了一个闪耀自
我、交流思想的璀璨舞台，
还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
活。

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宣传文体部部长茹克娅·
阿布力米提说：“我们希望
通过这样的活动，为残疾
群众提供更多展示自我的
平台，让他们能够勇敢地
走出家门、融入社会、享受
生活。同时，我们也呼吁
社会各界给予残疾人更多
的关爱与支持，共同推动
残 疾 人 事 业 发 展 与 进
步。”

绿色发展 绿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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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练厅内，导演正在给演员指导。 地区融媒通讯员 米日古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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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融媒讯 （通 讯 员
穆拉提江 蔡佳杰）9 月 3 日，
西安市人民医院（西安市第四
医院）与和田新生医院医疗合
作签约授牌仪式在和田新生医
院举行。

仪式中，西安市人民医院
副院长与和田新生医院院长分
别代表双方签署了《医疗服务合
作协议书》《西部神经外科机器
人合作协议书》《西部神经内镜
联盟合作协议书》《西部微创泌
尿外科联盟合作协议书》。西安
市人民医院给和田新生医院捐
赠了先进的手术器械。

西安市人民医院脑科病院
院长、教授刘卫平表示：“这次
我们和和田新生医院签订这个
合作协议和授牌仪式，开启了
一个新的医疗模式。今后，我
们会开展深度合作，采取举办
培训班、讲座和邀请国内专家
进行新技术推广等方式，促进
和提高和田地区医疗技术的发
展。”

和田新生医院党支部书记
邵明华说：“通过技术交流和资
源共享，可以提升医院医疗技
术水平，特别是在一些疑难杂
症的诊疗上有望实现新突破。
同时，合作将促进医疗资源的
优化配置，使更多的患者能够
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