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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 野 斑 斓 尽 丰 景
—— 写在第七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

金秋九月，叠翠流金，天山南北迎来
丰收季。

95%的杂交玉米种子外调黑龙江、山
东等省份，为全国农业生产用种安全作出
了新疆贡献；“百亩攻关、千亩创建、万亩
示范”，全疆粮食大面积均衡增产；林果、
畜牧、渔业结构调整增长稳定，新疆“海
鲜”成为全国消费者“新宠”；一望无垠的
整齐条田里，先进的智能化农机装备在大
地上描画新疆农业的“几何美学”……

沃野五彩斑斓，农民笑脸绽放。今
年，我区立足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
供给基地定位，锚定建设农业强区目标，
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农业
农村现代化迈上新台阶，农业高质高效、
乡村宜居宜业、农民收入增长，丰收的新
疆大地舒展美丽画卷。

粮油“贡献全国”，丰收成色足

“测产面积112.407亩，重量90560公
斤，水分含量 13.8%，杂质含量 0.27%，折
合成 13%标准含水量，实际亩产 796.1 公
斤。”9月13日，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河
北省农林科学院、石河子大学等7所科研
院所、高校的小麦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对
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综合试验站联合创
建的春小麦高产示范田进行实打验收。
专家组宣布，此次测得春小麦百亩方平均
单产达796.1公斤，创造了全国优质春小
麦百亩方单产最高纪录。

“确保粮食产得出、供得上、供得优。”
自治区党委农办主任、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党组书记谢映周介绍，以种业为基，新疆
深入开展“百亩攻关、千亩创建、万亩示

范”，农业农村部门制定小麦、玉米高产栽
培技术方案，明确主导品种，集成推广关键
技术。新疆专门成立了小麦、玉米、大豆、油
料4个粮油类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遴选
一批优秀专家组建专家团深入生产一线开
展服务，推进粮油产业科技创新取得实效。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今年新疆冬小
麦百亩、千亩、万亩集中连片的产量也分
别以 795.8 公斤/亩、756.2 公斤/亩、720.4
公斤/亩，蝉联全国大面积冬小麦单产最
高纪录。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新疆方
案’获农业农村部高度肯定。”谢映周说，
此外，全疆95%的杂交玉米种子外调黑龙
江、山东等省份，为全国农业生产用种安
全作出了新疆贡献。

数据显示，今年新疆夏粮总产量
693.48万吨，保持历史第三高位。全区粮
食、油料种植均超额完成年度生产任务，
生产形势整体好于往年，在后期不发生大
的自然灾害情况下，粮食生产将再获丰
收，新增100万吨以上粮食产能目标有望
实现。全区葵花、油菜、大豆等油料作物
播种面积 200 万亩左右，较上年略有增
长，预计棉籽产量 640 万吨，棉籽油产量
60万吨，成为国家“油瓶子”重要供应源。

增收渠道拓宽，惠农更有效

今年，新疆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大强农
惠农富农力度，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致
富渠道，扎实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让农
民增收更加稳定。

带着农民干，全疆各地的合作社成为
小农户与大市场有效衔接的桥梁纽带。

“我们正在抓紧检修农机，为即将开

始的棉花采收做准备。今年我们合作社
的粮食、棉花、果蔬产量都比去年高。”9
月20 日，阿瓦提县一家合作社负责人扎
依尔·艾合麦提说。

这家合作社主要从事小麦、棉花、果
蔬等种植、收购、加工，每年带动300多户
农户增收，2021 年被评为国家农民合作
社示范社。

乡村工厂，也是农民就业增收的“主
阵地”。

走进玛纳斯县包家店镇冬麦地村滴
灌带厂生产车间，生产线上机声隆隆，一
条条滴灌带、一卷卷农用地膜承载着村民
们增收致富的期望。

“滴灌带厂年产滴灌带、水带 10 万
卷，加厚地膜 800 吨，总产值超 2200 万
元。”冬麦地村党总支书记程付海说，村民
在厂里务工，包吃包住，一个月工资7000
多元，在生产高峰期，滴灌带厂可吸纳冬
麦地村和附近村庄80人就业。

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壮大，“土特产”带
火乡亲好日子。

拜城县黑英山乡亚吐尔村的“油鸡”
是特产，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名录。

“我从一家油鸡养殖公司买回鸡苗，
养大后公司再买回去，一进一出，我能挣
不少钱。”村民达吾提·阿木提说，一年下
来，光靠养油鸡就挣了3万多元。

目前，黑英山乡13个村都开始发展油
鸡产业，不仅解决了100多名农村富余劳动
力就业，而且带动了餐饮业的快速发展。

打造美丽乡村，家园更和美

“我把房子旁边长期没用的羊圈、草

棚都拆掉了，改成了果园、菜园、花园。你
看，我家的院子是不是美得很。”9 月 17
日，阿克苏市拜什吐格曼乡托万克阿布来
西艾日克村村民帕提古丽·阿吾提对前来
参观的邻居说。

今年，阿克苏市持续深入推进乡村
“美丽庭院”创建工作，市妇联引导乡村妇
女积极参与。帕提古丽家的美丽庭院正
是阿克苏市“美丽庭院”创建工作的一个
生动缩影。

近年来，新疆各地各有关部门扎实开
展乡村建设行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广袤乡村的面貌日新月异，展现着新
疆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提高基础设施完备度，乡村宜居又宜
业。

9月15日，博湖县环博斯腾湖公路正
式通车。路上车流如织，人们驾车或前往
蔬菜采摘园采摘，或到农家乐吃顿饭，这
条公路是沿线农民的增收致富路。

“以前路况不好，我们的农家乐生意
比较淡。”博湖县塔温觉肯乡克日木哈尔
村村民买买提·艾比布拉说，环湖公路通
车短短几天，农家乐里游客大增，自己忙
个不停，准备明年扩大规模。

“村子美了，日子好了。”尼勒克县尼
勒克镇多尔布津村文化广场，村民们每天
唱歌跳舞，热闹非凡。

乡村振兴，不仅要让农民腰包越来越
鼓，还要让生活越来越美好。这几年，尼
勒克县加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
乡村广场、乡村文化活动中心成为农牧民
休闲时的好去处。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魏永贵

新疆新型储能装机位居全国前列
据新疆日报乌鲁木齐9月21

日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石鑫）截至今年 8 月，新疆电网累
计 储 能 装 机 643.05 万 千 瓦/
2131.85 万千瓦时，规模位居全国
第一。业内专家认为，随着以新能
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
设，新疆新型储能发展空间巨大。

9 月 20 日至 21 日，第九届储
能西部论坛暨新疆储能科技创新
体系化建设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
行。论坛聚焦新疆、宁夏、甘肃、青
海等西部地区储能发展技术创新、
市场机制、应用模式等问题，深入
探讨以新疆为代表的西部地区新
能源与储能融合发展新思路。

新疆地域辽阔，区位独特，资
源富集，是国家能源资源战略基
地。特别是在新能源方面，新疆具
有突出的风光资源优势。数据显
示，今年1至8月，新疆电网储能新
增247.85万千瓦/913.4万千瓦时。

与此同时，疆企也在加速向储
能产业链纵深布局。

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响应

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号召，2023 年
实现达坂城、木垒、塔城、哈密及若
羌五大产业基地的投资建设，形成
年1000万千瓦主机生产能力。其
全资子公司北京金风零碳能源有
限公司主要进行智慧储能和能碳
服务业务，目前在新疆达坂城、塔
城、图木舒克等多地累计交付储能
项目近20个，项目规模2100兆瓦
时。

“继续加快新型储能电站投资
开发业务，确保新疆绿电供应稳定
性的同时，计划建立全球性储能电
力装备产业基地，服务新疆本地和
中亚地区。”北京金风零碳能源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孙悦介绍。

中国能源研究会理事长史玉
波表示，西部地区是国家能源战略
保障基地，为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
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深入探
讨以新疆为代表的西部地区新能
源与储能融合发展新思路，对于服
务我国西部新能源高质量发展，支
撑中国式能源现代化建设具有重
要意义。

（上接第 1 版）协商民主是实
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有事好
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
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
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新时代
新征程，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
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全面发展

协商民主，坚持有事多协商、遇事
多协商、做事多协商，发挥人民政
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在协
商中加强团结、凝聚智慧、汇聚力
量，就一定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
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上接第 1 版）而且需要投入大量
的劳动力。今年，我们把 10 亩玉
米都做成青贮饲料，这样既节省
了劳动力，又非常便捷。”科克亚
乡托万艾日克村村民买日旦·阿
布都卡迪尔说。

据了解，全株玉米青贮具有
投入成本低、营养价值高、饲喂牛
羊适口性好、饲草利用率高等优
点，可以有效降低牛、羊等牲畜的
养殖成本。通过全株玉米青贮，
不仅可解决牲畜的饲料问题，又
减少了因焚烧玉米秸秆带来的环
境污染，同时增加了农牧民收入。

“科克亚乡青贮饲料玉米的
种植面积有1.25万亩，当前正是玉
米青贮收割的关键时期。我们提
前筹备了 17 台青贮收割机，并积
极调配人力与机械，迅速投入到青
贮玉米的收割工作中。我们将及时
收割每一亩青贮玉米，做到应收尽

收。”科克亚乡党委副书记买吐地·
卡地尔说。

近年来，于田县按照“以草养
畜、种养结合、草企结合”的思路，
以发展规模养殖为依托，以推广
全株青贮玉米为重点，紧抓“种、管、
收、贮、用”等关键环节，扎实推进

“粮改饲”工作。这一举措有力促进
了农牧民持续增收，实现了种养互
促、草畜两旺的生态循环发展体系，
为牛羊全产业链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饲草料基础，推动了全县畜牧业健
康高质量发展。

“今年，于田县共种植了4.2万
亩青贮玉米，当前已进入收割阶
段。我们紧密把握这一关键时
期，主动提供服务，旨在促进农牧
民增收。预计全县青贮饲料工作
将在9月25日之前完成。”于田县
农业农村局党委副书记、局长亚
森·阿不都外力说。

丰收赞歌也是乡村振兴奋斗曲
□ 高娃

瓜果飘香，稻谷归仓，又是一年好
“丰”景。秋分时节，我们满怀喜悦迎来了
第七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从伊犁河谷
挂满枝头的苹果到天山南麓响彻田野的机
器轰鸣，再到农家宴上引人垂涎的螃蟹抓
饭、小龙虾烤包子，丰收的喜悦洋溢在各族
儿女脸上，丰收的赞歌唱响天山南北。

丰收赞歌也是乡村振兴奋斗曲。一
幅幅丰收的景象，是农民用勤劳的双手描

绘出来的最美画卷，我们欢庆丰收，就是
致敬农民，礼赞他们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
精神品质，进而更好汇聚起重农强农的力
量，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更多活力。

农稳社稷，粮安天下。新疆是农业大
区，是全国重要的粮食、棉花、林果、畜牧
业生产基地，肩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
重大责任。无论是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
品重要供给基地，还是加快“九大产业集
群”建设，都需要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
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促
进农业持续增效、农民稳步增收。

每一次丰收背后，都有我区奋力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坚实步伐，都映照着新
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的生动实践。近年来，新疆聚焦建设
农业强区战略任务，坚定信心、铆足干劲，
奋力书写了“三农”工作的亮眼答卷。

如今，冬小麦大面积单产水平蝉联全
国第一，全年粮食生产将再获丰收，新增
100万吨以上粮食产能目标有望实现；种
业振兴行动深入实施，棉花、玉米制种量
居全国首位，95%的杂交玉米种子外调黑
龙江、山东等省份，为全国农业生产用种
安全作出了新疆贡献……丰收的捷报是
对广大农民辛苦劳作的最好回报，也激荡

着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铿锵旋律，奏响了乡
村振兴奋斗曲。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新疆
的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宜居宜业的和美
乡村如繁星点点，农村的环境更加优美，基
础设施更加完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加速推
进，农民的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丰收节的举办，不仅是对丰收的庆祝，
更是对新疆乡村振兴成果的展示，让我们看
见了乡村振兴的势头、现代农业的奔头，共
享了农业农村发展的成果。

最美秋韵是丰收。在这个丰收时节，
让我们以丰收节为载体，共话丰收、同享
喜悦，在全社会营造更加关注农业、关心
农村、关爱农民的浓厚氛围，调动农民重
农务农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共同建
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

天山天山 时评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