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漠徒步89公里

他们用脚步延续先辈故事
“75 年前，父辈们穿越沙漠，来到 47

团，屯垦戍边，他们扎根在这里，开辟出一
片片良田、绿洲，他们的精神值得一代一
代传承下去。”10 月 19 日—22 日，兵团第
十三届沙海老兵节开幕式暨“重走沙海老
兵路”——首届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徒步
挑战赛在昆玉市开赛，在开幕式上为参赛
队授旗的兵团老兵子女代表张彩云说。

自2012年以来，老兵节已连续举办了
十三届，成为兵团红色旅游重要品牌，此
次以“重走沙海老兵路”为主题的沙漠徒
步挑战赛就是老兵节系列活动之一。

“我想通过体验先辈们走过的路，感
悟‘扎根新疆、热爱新疆、屯垦戍边’的老
兵精神，提升自身素质，成为合格的沙海
新兵。”224团电商协会代表队队员张银银
边说边和队员们一起迈步向前。

活动当日，来自全国各地的专业徒步
选手、企事业单位、援疆部门等27支队伍
177名选手，满怀对老兵的敬意相聚在比
赛起点——墨玉县亚勒古孜托格拉克村，
并在随后的4天3夜、89公里的沙漠徒步
挑战赛中，比拼体力，赛出风采，结下友
谊，踏入沙海，切身感受先辈垦荒戍边、艰
苦奋斗、建设家园的艰辛与伟大。

刚走进沙漠，选手们轻松惬意，看到
洒满金色阳光的胡杨，感叹它“千年不死，
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能忍受饥
渴、抵抗风沙，在大漠里扎根生长。胡杨
如此，兵团先辈亦是如此。

烈日当空，沙路难行，落脚处都是一
眼望不到边的沙海，清晨穿的肥厚衣服成
了累赘，选手们开始步履蹒跚起来，沙漠
徒步的艰辛和枯燥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
考验。

“虽然这次沙漠徒步比赛强度大，但
是好在有伴同行，每个小队还配备了专业
的导航员，一队8人，各有分工，有领队扛
旗的、背驮物资的、负责急救医护的。”昆
玉城市建设投资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代表队队长郭林生介绍，比赛过程中，大
家团结互助，途中有人体力不支，会彼此
鼓励搀扶着前行，有时还会唱革命歌曲，
互相鼓劲打气。

在首日徒步比赛中，郭林生的小队挺
进前三名。第二日徒步比赛中，郭林生小
队中唯一的女队员李春花取得人气冠军
的成绩。

李春花今年51岁了，平时她就酷爱徒
步、骑行等运动，身体素质非常好。这次
徒步比赛每天行进20多公里，又是沙漠地
形，她的脚底起了血泡。

“我不打算放弃，队员对我非常照顾，
抢着帮我背包，食物先让我挑，他们的脚
也起了血泡，却都在坚持，我不想半途而
废。尤其是想到曾经的先辈老兵们，他们
当时的情况更恶劣，当时连一口水都很难
喝上，我这点困难不算什么，一定要走到
终点。”李春花坚定地说。

夜色沉沉，沙漠里昼夜温差大。选手

们在沙漠中扎好营地，围坐在篝火旁烤着
羊肉，一起唱着歌，欣赏“打铁花”表演和
歌舞表演，周边乡镇的村民也聚集过来看
表演，有的还带了自家种的葡萄、苹果邀
请参赛队员品尝。

“全国各地的朋友相聚在此，其乐融
融，共度良宵。”墨玉县文工团演员张小燕
开心地说，她和队友为大家准备了民族舞
蹈《阳光下的舞步》，热情的舞蹈，一开场
就引来阵阵喝彩。

有不少选手是第一次在沙漠中露营，
他们也被现场欢乐气氛所感染。

“看到赛事的报名通知，就很感兴趣，
重走先辈走过的路，感受他们所经历的艰
难困苦，警示自己珍惜如今的美好生活。”
来自北京的选手余建明说，在这次沙漠徒
步比赛中，他感受到了新疆人民的热情好
客，感受到了新疆不一样的魅力。

在篝火晚会上，选手奥斯曼江·图尔
荪的妻子祖丽皮耶·艾力特地赶过来为他
加油鼓劲。今年，夫妻俩曾从于田县出发
徒步前往北京，观看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
升国旗仪式。

“今年徒步前往北京看升国旗，让我
拥有了很多粉丝，比赛中粉丝们给了我很
多鼓励和支持，这次比赛中我也在直播，
想通过自己的一点努力，让更多的人知道
兵团老兵故事和老兵精神。”奥斯曼江·图
尔荪说。

比赛过程中，共有400多名工作人员

参与保障服务，赛事每日行进路线上均设
有10个补给点，充分保证选手物资供应和
必要的紧急救援，在整个比赛中共出动17
辆巡逻车、14辆沙漠摩托救援车、5辆救护
车以及电力、消防救援、应急等各类保障
车80余辆，解除了选手的后顾之忧。

10 月 22 日下午，选手们陆续抵达比
赛终点——兵团十四师47团中心广场。

“我心情非常激动，不仅是团队获得
比赛的第一名，更因为抵达终点后，第一
眼看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
碑。”十一师建设铁军代表队队长付宏伟
表示，此次沙漠之行真正体会到沙漠行军
的不易，感怀先辈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
精神，让他对老兵精神有了更深刻领悟。

抵达终点后，选手们分批次参观了中
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馆，在老兵陵
园举行敬献花篮仪式，并前往老兵驿站，
开展公益植树活动。

“89公里的沙漠徒步之行，不仅是一
个终点的抵达，更是成长、蜕变以及传承
弘扬老兵精神的颂歌。”十四师47团党委
书记谭君文表示，将持续用好老兵精神这
一宝贵财富，充分发挥先进文化示范区作
用，不断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和职工群众在
新时代新征程中夯基垒土、守正创新、汇
聚力量、再立新功，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
效和发展成果告慰老兵。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司路路 通
讯员 马春燕

北 京 市 妇 联 向 和 田 市 第 三 中 学
“石榴花”青少年女子足球队捐赠足球服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汪
瀚冰 艾则孜）10 月 21 日，北京
市妇联向和田市第三中学“石榴
花”青少年女子足球队捐赠价值
1万元的20套足球服。

捐赠仪式上，地区妇联领导
勉励受助学子，要不懈努力，立志
成才，珍惜时光，勤奋学习。同时
希望“石榴花”青少年女子足球队

能够成为和田市一张亮丽名片，
为地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和文
化交流作出积极贡献。

和田市第三中学“石榴花”青
少年女子足球队队员苏比努尔·买
买提乃比说：“这份捐赠让我们感受
到了社会各界对我们的支持和关
爱，我们会更加努力训练，在球场上
展现风采，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和田市第三中学“石榴花”青少年女子足球队合影。
地区融媒通讯员 汪瀚冰摄

皮山县科克铁热克镇

多 元 化 发 展 助 力 农 牧 民 增 收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艾

则孜）近年来，皮山县科克铁热克
镇通过林果提质增效、发展特色
种植、加强畜牧养殖和转移就业
等一系列举措，有效拓宽农牧民
增收渠道，促进乡村振兴。

10月20日，笔者来到科克铁
热克镇阿热库木村村民阿卜拉·
阿卜杜喀迪尔家。院子里，堆放
着刚刚收获的藿香，葫芦和南瓜
整齐地码放在一旁。

今年，阿卜拉积极响应政府
号召，依托当地资源优势，大力发
展特色种植和养殖业，取得了良
好的经济效益。

在特色种植方面，阿卜拉不
仅种植了传统的农作物，还大胆尝
试种植了藿香、葫芦等市场前景广
阔的经济作物。这些特色作物为
他带来了可观的收益。同时，他还
利用庭院发展起了养殖业，通过科
学养殖，提高了畜牧产品的产量和

质量，进一步增加了收入。
阿卜拉说：“我家今年养殖山

羊 56 只，出栏 20 余只，收入 1.8 万
元；销售藿香收入8000元；种植葡
萄收入 1.4 万元；种植南瓜和葫芦
收入 8000 元。儿子在乌鲁木齐市
务工，月工资3500元；孙女在安徽
省务工，月工资3000元。今年我们
家人均收入超过3万元。”

谈起现在的生活和今后的发
展，阿卜拉说：“过上富裕生活得
益于国家的好政策，今后要继续
努力，发展好种植和养殖业，同时
要发挥大户带动作用，帮助乡亲
们一起增收致富。”

下一步，科克铁热克镇将继续
坚持多元化发展道路，不断创新工
作思路和方法，进一步完善农村基
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同时
加强对农牧民的技能培训和技术
指导，帮助农牧民提高生产能力和
市场竞争力，实现持续增收。

国网和田供电公司

举 办 插 花 活 动
据新疆日报讯 为弘扬尊老

敬老的优良传统，表达对退休老
同志的关怀与敬意，近日，国网和
田供电公司举办了“温馨电力情·
花漾重阳节”插花活动，该公司共
计73名老同志参加活动。

花艺师为大家讲解了插花的
基本知识和技巧，包括花卉的选
择、色彩搭配、造型设计等，让
参与者对插花艺术有了初步的了
解。在花艺师的指导下，大家纷
纷动手实践，或修剪枝叶，或巧
妙布局，或精心点缀，按照各自
喜好经过修剪、层次搭配、点缀
修整，用一朵朵不同品种、不同
色彩的鲜花制作成一个个美丽的
花篮。活动现场气氛活跃，退休
老同志们相互交流，欣赏彼此的
花艺作品，一起度过了愉快又充

实的时光。
此次插花活动不仅丰富了退

休老同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为
他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交流
感情的平台。通过插花这种艺术
形式，老同志们展现了自己的风
采和才艺，进一步增强了彼此之
间的联系、加深了友谊。

国网和田供电公司通过该活
动向所有退休老同志致以节日的
问候和美好的祝福，感谢他们为
公司的发展贡献力量。无论时代
如何变迁，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
永远不会过时。该公司也将继续
发扬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优
良传统，关心和照顾好退休老同
志，为他们创造更好的精神文化
生活，营造和谐、温馨的氛围，共
同推动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布再乃普·阿吾提

化 解 矛 盾 “ 有 一 套 ”

地区融媒讯 （通 讯 员
罗英）10 月 23 日，笔者从和田
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了解到，克州歌舞团原创歌舞
剧《玛纳斯》即将开启跨地州惠
民巡演，将于 11 月 1 日至 2 日
每天 18 时在和田县影剧院演
出。这部融合了传统与现代元
素的歌舞剧，具有独特的艺术
魅力和深刻的文化内涵，备受
期待。

歌舞剧《玛纳斯》是在整理
已有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民族史诗《玛纳
斯》资料基础上，通过融合加入
库姆孜、口弦、克雅克等多种民
族乐器及民族舞蹈展现柯尔克
孜族的历史、文化和精神风
貌。该剧自首演以来，受到观
众的热烈欢迎和广泛好评，成
为展示克州文化艺术魅力的重
要窗口。

据了解，歌舞剧《玛纳斯》
跨地州市巡演于 10 月 23 日启
动，计划在阜康市、吐鲁番市
及和田县 3 地完成 6 场演出。
巡演不仅是一次文化艺术的
交流盛会，也是一次民族团
结的生动实践，进一步推动
克州与和田的文化交流与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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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大姐，这事你给我们评评
理……”10 月 20 日，在皮山县木吉镇

“布大姐”调解室，当事人麦某和阿某
找布再乃普·阿吾提主持公道。

49岁的布再乃普是皮山县司法局木
吉司法所干部、“布大姐”调解室专职人
民调解员。在镇里工作近30年，布再乃
普善于做群众工作，且有自己的调解方
法，大家亲切地称她“布大姐”。

麦某是皮山县皮亚勒玛乡乌堂村村
民，与木吉镇尕孜恰喀村村民阿某是朋
友。今年 6 月的一天，阿某问麦某借了
500元，约定隔天还钱。第二天，阿某称
没钱，再后来连麦某的电话都不接了。

见两人都承认借款一事，布再乃普
对阿某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规定，债权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
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请求人民法
院判决债务人偿还债务，承担违约责任。

学习了法律知识后，阿某将500元还
给了麦某。

布再乃普翻开调解日记本，写下
这个案例。她说：“我这个本子里记的
案例，都是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小事，这
一件件小事如果解决不好，就会造成

大隐患。”
记者看到，调解日记本里除了调解

案例，群众家停水、停电、缺少劳动力等
困难诉求也占了一半，每一个诉求都有
反馈和回访的记录，群众回复都是满意。

“提到布再乃普，镇上的群众都竖起
大拇指。我们想让她发挥人熟、地熟、情
况熟的优势，参与到人民调解工作中，为
群众解忧。”皮山县司法局木吉司法所党
支部书记何登辉说，去年6月，木吉司法
所成立“布大姐”品牌调解室，让群众在
家门口化解矛盾纠纷。

布再乃普充分运用“早发现、巧调
解、快化解”工作法，在调解中进行政策
引导、心理疏导、普法宣传等，为群众答疑
解惑。布再乃普还总结了备课、选人、调
解、回访“四步”工作流程，根据纠纷案件
的具体情况提前备课，做好调解前准备工
作，再邀请相关人民调解员或者专业领域
的调解员联合调解，提高调解成功率。

今年6月，结婚3年多的木吉镇阿亚
格巴格拉村村民布某和丈夫米某闹离
婚，布某想争取2岁孩子的抚养权，于是
向布再乃普求助。

了解情况后，布再乃普联系了木吉

镇妇联工作人员和阿亚格巴格拉村村委
会主任，联合调解这起纠纷。调解中，布
再乃普像朋友一样和米某夫妇拉家常、
谈感情;妇联工作人员结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婚姻编中夫妻需要承担的
责任给夫妻俩普法，布某表示丈夫不管
家里的事，两人经常吵架，早就没有感情
了，坚决要离婚。随后，布再乃普采取

“背对背”调解的方式，让村委会主任给
米某做工作。

最终，在大家的劝说下，米某承诺今
后一定会多承担家庭责任，并让布某再
给他一次机会，共同经营好以后的生活，
布某表示同意。

此后，布再乃普经常到布某家中走
访，询问有没有其他困难。“多亏了你的
帮助，我和丈夫的感情慢慢好了，日子也
越过越好了。”布某对布再乃普说。

今年以来，布再乃普参与调处矛盾
纠纷百余起，调解成功率达98%以上。近
年来，因工作突出，布再乃普先后获得皮
山县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和
田地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石 榴 云/新 疆 法 治 报 记 者 张蕾
通讯员 吴政源

于 田 县 推 进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怕

提古力）今年以来，于田县科克亚
乡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和碎片化
治理，推进相关项目建设，促进了
农业发展。

据悉，科克亚乡今年计划建
设高标准农田5200亩，经过积极
申报，该项目于今年 6 月正式启
动。截至目前，科克亚乡已获批
5200亩高标准农田，达成了预期
目标。同时，开展高效节水面积

6160亩，进一步提升了农田的灌
溉效率。

科克亚乡对农田进行了科学
规划和平整，修建了沉砂池，铺设
了灌溉管道，改善了农田基础设
施。目前，小麦种植工作已顺利
完成，农田面貌焕然一新。

科克亚乡开展高标准农田建
设，提升了农田的产出效益，促进
了农业可持续发展，为农民增收
致富提供了有力支撑。

网络交易额同比增长11.6%

电商助农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

地区融媒讯 （记者 阿卜杜拉）
“大家请看，我手上的是新疆和田特产灰
枣……”10 月 23 日，在位于洛浦县北京
工业园区的洛浦县追梦优品电子商务有
限责任公司直播间里，主播凯丽比努尔·
奥布力排则与她的伙伴正热情地向网友
推介和田优质农产品。

“最多的时候，一天有1万人进入我
们的直播间。一场直播，会有500至700
个订单。”凯丽比努尔介绍，直播的产品
包括和田的红枣、核桃，以及果酱等农副
产品和手工产品，客户对这些产品的评
价都很好。

近年来，和田结合资源禀赋、区位优
势和产业基础，持续加强电商主体培育，
不断拓宽优质农产品网销渠道，依托直
播带货、内容营销等电商业态新模式，助
力优质农产品卖好卖响。同时，电子商
务吸引了大批人才返乡创业，为农村产
业升级与转型注入了新活力。

由返乡大学生合作创办的洛浦县追
梦优品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自2021
年注册成立以来，享受到了政府的见习
补贴、电商运费补贴、电商销量补贴和
人才培养等一系列优惠政策，规模不断
壮大。公司不仅有专业人才团队，仓库
从800平方米增加到5000余平方米，商
品种类也从 1000 多种增加到 3000 多
种，日销量3000至5000单、销售额5万
至 10 万元，带动 50 人参与打包、装运
等工作。

“目前，公司已拥有注册品牌8个，自
主研发‘追梦优枣’等13个产品。”公司经
理屈俊毅说，公司还将扩充专业团队，规
范电商平台，增加新部门和新商品，预计
在明年底，整个团队将增加到200人，销
售额超过3600万元。

洛浦县借助北京市对口援疆资金支
持，全面落实电商扶持政策。邀请“石榴
熟了”等专业团队，通过举办电商人才培
训、一对一帮扶指导等方式，培育了一批
本地电商企业。同时，洛浦县依托优质
农产品，举办移动直播带货、红枣采摘、
平洛大桃品鉴会等活动，提升农产品知

名度。目前，洛浦县从事电商业务的企
业有34家，1至9月，电子商务交易额同
比增长14.2%。

“目前已邀请第三方对20家电商企
业开展一对一帮扶指导，累计培训1000
人次。今年，全县电子商务交易额已达

3.9亿元。”洛浦县商务和信息化局电商
办负责人王粉粉表示，洛浦县将重点关
注和支持本地电商企业，进一步细化和
完善电商扶持政策，加强电商与传统农
业深度融合，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

据了解，1 至 9 月，地区实现网络交
易额同比增长 11.61%，其中农产品网络
零售额同比增长 18.16%。目前，全地区
网商已达6493家，规模持续扩容，市场主
体持续活跃，电商带动就业1.88万人，为
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10月23日，在洛浦县追梦优品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电商从业人员正在设计产品封面。 地区融媒记者 阿卜杜拉摄

民 丰 县 尼 雅 镇 兰 帕 村 变 美 了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古

拉因木 布再那甫）近日，笔者在
尼雅镇兰帕村采访，道路两旁是
一座座漂亮的农家小院，小院外
种着葡萄、各种花，院内种着蔬
菜，呈现出一幅和谐美丽的乡村
画卷。

近年来，民丰县统筹推进乡
村振兴示范村创建、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全力推
动乡村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

经过多年努力，兰帕村相继完

成了全村道路硬化和村庄绿化、美
化等基础设施及民生建设工程，村
庄越来越美丽，村民生活更幸福。

村民齐娜罕·阿西木说：“我们
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越来越
美丽了，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尼雅镇通过加大技术培训力
度，为农户提供专业的种植技术
指导，不断鼓励农户因地制宜发
展特色化、多元化的庭院经济，不
仅为农民增收致富开辟了新途
径，更美化了乡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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