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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和鸣 奏响“诗和远方”新乐章
——和田文旅产业厚积薄发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地区融媒记者 古丽阿亚提 阿卜力克木

初冬的和田，暖阳高照。在和田，每
处景区景点游客络绎不绝。“吃住行游娱
购”全要素旅游业态，推动文旅项目从观
光型向多元化、体验型转变，游客从单纯
的观景融入到了文化体验活动，让他们流
连忘返。

从和田团城古韵悠长的街巷，到约特
干故城繁华热闹的盛景，恍若穿越时空，
人间烟火气与历史厚重感相互交融。再
看巍峨壮美的昆仑山大峡谷，高山深谷、
绝壁对峙，尽显雄浑壮阔……一条条亮丽
的风景线，架起文旅产业“筋骨”，带动和
田旅游业蓬勃发展。

数据显示，今年1—10月，和田地区累
计接待游客 2661.0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8.70%；实现旅游收入 172.29 亿元，同比
增长29.57%。其中，乡村旅游868.68万人
次，同比增长26.72%；实现乡村旅游收入
26.13亿元，同比增长29.68%。

和田团城：
文旅融合焕新彩

漫步和田团城街巷，古色古香的建筑
风格极具特色，纵横交错的市井街巷热闹
非凡，香气四溢的美食抓住了人们的味
蕾，种类丰富的商品留住了游客的脚步，
文艺演出、民俗表演、手工艺品展示等文
化活动更是夺人眼球，让游客在赏美景、
品美食、购好物的同时，深入了解和田历
史文化和民俗风情。

“这里的建筑太有特色了，每一处细
节都透露着传统的韵味，感觉像是走进了
一幅民俗画卷中。”天津游客李先生对团
城赞叹道。

以前的团城，被人们称为“鸽子巷”。
从2016年开始，和田市按照“一街一规划、
一户一设计”改造理念，启动团城改造工

程，改造建筑面积42万平方米，涉及3500
户居民。如今的团城，已成功转型为特色
突出、文化魅力独特，集商业居住、民宿餐
饮、旅游休闲、购物娱乐等多功能于一体
的综合性旅游街区。

今年，和田市更是以“烟火团城”为品
牌核心，大力发展夜间经济，推出了夜间
演艺、夜间游玩、夜间骑行等一系列精彩
纷呈的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

“晚上的团城太热闹了，到处灯光闪

烁，音乐响起，观看精彩的演艺节目，感受
独特的文化氛围，真是太棒了。”游客张女
士兴奋地说。

为进一步提升旅游吸引力，团城还设
立了多处网红打卡点，引得游客纷纷驻足
拍照留念。据统计，今年1—9月，团城接
待 游 客 122.31 万 人 次 ，实 现 旅 游 收 入
6819.69万元。

凭借着在夜间文旅消费方面的突出
表现，今年，和田团城景区成功入选自治

区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这一
荣誉不仅是对团城文旅发展的肯定，更激
励着和田市继续在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道
路上大步迈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
源不断的活力，持续带动周边商户及群众
增收致富。

随着夜幕降临，团城灯光璀璨，游客
的欢声笑语回荡在街头巷尾，一幅文旅繁
荣、百姓富足的美好画卷正徐徐展开。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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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让这片沙漠穿上‘绿装’”
地区融媒记者 朱红杰 申金和

11 月 23 日，天刚蒙蒙亮，
策勒县策勒乡托帕艾日克村红
柳大芸种植大户麦提努日·迪
敏就和工人动身前往新承包的
450亩沙地。今天的主要任务
是铺设滴灌设施、移平剩余的
沙丘，为种植沙枣做好充分准
备。

“月底前，要完成滴灌管
道安装、光伏板架设，调试好
水井。下个月，要把沙枣苗种
下去，不然时间误了，会影响成
活……”麦提努日对记者说。

以前，麦提努日家收入主
要靠种小麦、玉米，养羊，打零
工，日子过得一般。2012 年，
他看到种植红柳大芸见效快、
成本低、前景好，在家人的支持
下，他开始种植红柳大芸。还
有重要的一点，麦提努日自小
就听父亲说，村子曾经被沙漠
侵袭，日子都过不下去，只有把
沙漠固定住，日子才有奔头。

起初，麦提努日承包了
400亩沙地，种上红柳，第二年
接种了大芸。当年他的大芸卖
了 7 万元，这是他在沙漠中

“掘”到的“第一桶金”。
由于缺乏种植管理技术，

麦提努日种的大芸产量一般。
2013年底，麦提努日利用农闲
时间到处学习红柳大芸种植技
术。2014年，他种的大芸迎来

大丰收，“年底一算账，卖了30
万元，家里人高兴坏了。”麦提
努日说，“这下信心更足了。”

到了2021年，麦提努日在
洛浦县拜什托格拉克乡承包了
700亩沙地种植大芸。忙不过
来，直接委托给好友管理，自己
又在托帕艾日克村承包了586
亩沙地，继续扩大种植面积。

随着种植面积的增加，麦
提努日用积蓄相继购买了大马
力拖拉机、挖掘机，今年还买了
一台推土机，带动 6 人稳定就
业，农忙时吸纳30余人季节性
就业，平均每人月工资 4500
元。

“这些年，虽然没有攒下
钱，但种植面积越来越大、经验
越来越丰富，最让我高兴的是
绿地面积逐渐扩大。村庄被绿
色包围，风沙越来越小，环境越
来越好。还要继续努力，让这
片沙漠都穿上‘绿装’，这是我
的梦想。”看着眼前正在推平、
完善基础设施的沙漠，麦提努
日也在谋划着下一步发展。

聚焦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

候鸟从“过客”变“常客”
地区融媒讯 （记者 阿

巴拜科日 阿布都米吉提）冬
季来临，墨玉县南坪水库迎来
新“住户”。近日，记者在南坪
水库看到，成群候鸟时而翱翔
蓝天，时而低头觅食，时而水
中嬉戏，与周边的自然环境融
为一体，在一动一静间形成完
美的组合，增添了生机与灵
动。

行走其中，大家不由得
放慢脚步，大自然的气息让
人感到格外舒适。更为舒适
的还是这些候鸟，适宜的环
境为它们提供了良好的栖息
地。

近年来，和田深入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不断加大生态保护力度，
通过防沙治沙、植树造林、水
污染防治、恢复湿地生态等务
实举措，和田天更蓝、地更绿、
水更清，每年来和田越冬的候
鸟数量和种群越来越多。观
鸟，成为和田旅游的又一新业
态。

在南坪水库，记者拍到了
灰雁、绿头鸭等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它们从以前的“过客”
变成了现在的“常客”，在这里

安家落户。
湿地是候鸟的重要栖息

地，也是自然界中最为宝贵的
生态系统之一。墨玉县在湿
地保护方面下足了功夫，通过
建立湿地保护区、加强湿地监
测和巡护等措施，有效保护了
湿地的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
性。同时，墨玉县还积极恢复
自然植被，通过防沙治沙、植
树造林、退耕还林等方式，增
加了绿色植被覆盖面，为鸟类
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栖息和觅
食空间。

“随着生态环境不断改
善，越来越多的鸟类选择在和
田栖息生活。目前，我们在南
坪水库观察到的鸟类有红胸
黑雁、豆雁、绿头鸭、灰雁
等数十种。接下来，我们将
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的原则，加强生态保
护力度，推动环境质量进一
步提升。同时，也将积极推
广生态旅游和观鸟活动，让
更多的人了解、关注和参与
到生态保护中来，共同守护
这份来之不易的生态财富。”
墨玉县喀瓦克乡党委委员阿
不力米提·艾力说。

绿色发展 绿色生活

墨玉县南坪水库稻田拍摄到的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灰鹤。 地区融媒通讯员 陈文杰摄

2024年女性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交流展示大会在和田闭幕
地区融媒讯 （记者 努尔古再丽

阿卜杜米吉提）11月24日，2024年女性社
会体育指导员技能交流展示大会闭幕式
在地区文化体育场馆服务中心举行。涵
盖健身操舞类、民族传统项目类及科学健
身创新奖、优秀宣讲员奖等十几个奖项逐
一揭晓颁发。其中，和田地区代表队凭借
出色发挥，分获科学健身创新项目第三名

和最佳服装奖。
此次活动吸引210余名来自全疆各地

州市的女性社会体育指导员参与，通过技
能交流充分展示新时代女性魅力。活动
期间，健身操舞活力满满、民族传统项目
底蕴深厚、科学健身创新项目新颖实用，
充分彰显了体育指导员们扎实的专业功
底与积极创新精神。

“我们在民族传统项目中获得了第二
名。大家来自不同地州市，带来多元健身
理念与技巧，一路比拼、一路学习，取长补
短，收获满满。今后，我们会把经验和收
获带到工作岗位上，带动更多姐妹科学健
身。”乌鲁木齐市代表队领队张淑珍说。

此次活动意义深远，旨在夯实全民健
身基础，激发女性健身热情，提升妇女健

康水平，破解群众科学健身瓶颈。不仅是
一次体育技能的切磋盛会，更为推动全民
健身事业注入“她力量”，助力更多女性科
学健身、拥抱健康生活，让社会体育指导
工作发挥更大效能，造福广大群众。

“看到各位女性社会体育指导员全情
投入、施展才华，深感欣慰。她们是全民
健身的‘排头兵’。此次女性社会体育指
导员技能交流展示大会不仅是技艺切磋，
更是为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发力。希望借
此活动，激发全社会女性健身热情，攻克
群众科学健身难题，在未来持续发挥作
用，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地区文化体育场
馆服务中心主任苟军凯说。

生态持续向好

珍稀野生鸟类频现和田
地区融媒讯 （记者 朱

红杰）“灰鹤来这里过冬已经
有很多年了，今年来的数量比
往年都多。”11 月 20 日，和田
县英艾日克水库，和田观鸟爱
好者陈文杰边把相机安装到
三脚架上边对记者说，“就在
一个多星期前，我在墨玉县南
坪水库拍到了珍稀鸟类红胸
黑雁，这是新疆第二次记录到
该珍稀鸟类，属南疆首次拍
到。”

和田地区被沙漠戈壁分
割成大小不等的 300 多块绿
洲，风沙危害严重。近年来，
和田地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
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决战
沙海，坚决打赢塔克拉玛干沙
漠边缘阻击战，实施锁边固沙
工程，走绿色发展之路，科学
防沙治沙，累计完成沙化土地
治理 762.99 万亩，通过建设

“三道”生态安全屏障，实现了
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
绿洲生态得到很大改善。

“近几年，随着生态环境
向好发展，和田野生鸟类已达
300 余种，其中，国家级和自
治区级重点保护鸟类约70余
种。”陈文杰介绍，“这几年，我
发现有黑鹳、白肩雕、白尾海
雕、白额雁、彩鹮等国家级保
护动物来和田越冬、栖息，还
拍到过侏鸬鹚、斑头雁、火烈
鸟等珍稀鸟类。”

黑鹳属于世界濒危鸟类、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数量稀少，有着“鸟中大熊猫”

之称。今年 10 月，陈文杰在
和田县附近湿地拍摄到成群
黑鹳，这种数十只黑鹳聚集一
起的情况十分罕见。

多项生态修复工程效果
显现。如中广核洛浦万亩沙
漠治理项目，采用自主研发的

“沙膜”技术，通过防风固沙、
改良土壤提升地力、牧草种
植，实现了连片沙地防沙固沙
与绿化覆盖，为当地带来生物
多样性和生态景观的持续改
善；策勒县建设“三大生态屏
障、三条绿色长廊”，利用植树
和工程固沙的方式，建设约
12 万亩绿色生态屏障；于田
县阗东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
通过在沙丘上开辟梯田式平
地，种植红柳、梭梭等植被，推
动沙漠边缘阻击战落地见效。

“和田生态环境得到改
善，绿洲森林覆盖率达32%以
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
物种红色名录》中的红嘴鸥和
黑水鸡，国家一、二级保护动
物白天鹅、灰鹤等成群结队迁
徙到和田，珍稀野生鸟类从少
到多，意味着生态系统的生物
多样性更加丰富。”和田地区
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物保护
站站长阿不来提·买买提说，

“鸟类是湿地生态环境变化的
晴雨表。和田不断加大环境
保护力度，通过防沙治沙、植
树造林、水污染物防治、恢复
湿地生态等工作，每年来和田
越冬的候鸟数量和种群越来
越多，说明和田生态环境持续
向好发展。”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阿拉伯文版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 中共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
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一书
阿拉伯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

编》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
收录了习近平同志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发
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该书阿拉伯文版
和此前出版的英文、法文、俄文版，对于
国外读者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
体系和实践要求，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成功走出的中国式现
代化新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展
现的现代化新图景，增强国际社会携手
同行现代化之路，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
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的共同认识，
具有重要意义。

11月23日，工人在搬运埋设滴灌主管道，为种植沙枣做准备。 地区融媒记者 朱红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