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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融媒讯 （记者 阿巴拜科日）11
月24日，在第十八届新疆冬季旅游产业交
易博览会（以下简称“冬博会”）暨2024新
疆热雪节上，和田地区的特色产品成为展
会亮点，尤其是和田阳光沙漠玫瑰系列产
品和新疆昆仑山景区推介备受关注。

在和田约特干故城、新疆昆仑山景区宣
传栏前，许多市民和游客驻足了解景点景区
相关情况和相关优惠政策。昆仑山有“万山
之祖”之美誉，其壮丽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历
史文化内涵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游客。冬博会
上，和田文旅推介官详细介绍了景区的自然
风光和历史文化，发布了特色旅游线路和优
惠活动，吸引大家到和田一探究竟。

“冬博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希望通
过参展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展示我们昆仑山
景区的独特魅力和丰富的旅游资源。我们
将继续完善基础设施，努力提升服务水平，
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旅游体验和感受。”新疆
昆仑山景区管委会旅游推介员图玛日斯·
麦麦提伊卜拉伊木说。

玫瑰精油、玫瑰花茶等和田阳光沙漠
玫瑰系列产品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品质，吸
引了众多游客和业内人士的目光。和田地
区玫瑰花种植历史悠久，品质优良。系列
产品采用传统制作工艺，保留了玫瑰花的
天然香气和营养成分，在口感和品质上都
有出色的表现。许多游客品尝过和田玫瑰
花茶后，对其特别的口感和浓郁的香气印
象深刻，纷纷购买带回家与家人分享。

“作为和田本土企业，非常荣幸参加本
届冬博会。我们企业是专业从事玫瑰精油
提取、玫瑰化妆品及玫瑰花系列食品的农
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这次带来的
玫瑰精油、玫瑰花水、玫瑰花茶、玫瑰花酱
等产品涵盖了食品和化妆品，展会上非常
受关注，对接了很多经销商，正在进一步洽
谈相关事宜，现场销售情况也非常可观。
我们将持续努力研发更多产品，擦亮和田
品牌。”新疆和田阳光沙漠玫瑰有限公司运
营主管丁丽君说。

第十八届新疆“冬博会”

和田展馆备受瞩目

地区融媒讯 （记者 阿巴
拜科日）11月23日，第十八届新
疆冬季旅游产业交易博览会暨
2024新疆热雪节开幕第二天，和
田展馆成为了博览会上的焦点
之一，和田玉、玫瑰系列以及和
田药茶等特色产品吸引游客前
来参观和购买，现场热闹非凡。

在和田展馆，和田玉以其温
润细腻的质地和精美的工艺赢
得游客青睐，许多游客被这些玉
石雕刻品所吸引，纷纷驻足欣赏
交流购买。

“非常喜欢和田的展厅，里
面有很多的玉石雕刻品，还有一

些金丝绣的纺织品及手工艺制
品，看到这些就能体会到和田人
民的智慧与勤劳，所以就想买一
些带回去。”青海游客韩丽美说。

和田玉作为中国传统文化
的瑰宝，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和文
化底蕴。工作人员为游客讲解
和田玉文化，从玉石的产地、开
采、加工到鉴赏等方面进行详细
介绍，让游客对和田玉有更深入
的了解。

“本着推广和田玉的目的，
我们商行每年都参加冬博会，大
力推广玉文化，让大家对和田玉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参展商、和

田老城墙玉器商行老板杨丽说。
除了和田玉之外，和田展馆

的玫瑰花系列产品也备受游客
喜爱。这些产品以玫瑰为原料，
经过精心加工制作，呈现出了独
特的魅力和韵味。无论是玫瑰
花茶、玫瑰精油还是玫瑰饰品，
都散发着迷人的香气和优雅的
气质。游客纷纷表示，这些玫瑰
系列产品不仅具有实用价值，更
是一种文化和艺术的体现。

“今天我来到和田展馆，看
到展览的玫瑰精油，觉得挺好用
的，味道也很浓郁，我想给家人
带回去几瓶。”四川游客彭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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枇杷在策勒成功引种栽培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李

利富 赵宴斌）近年来，一种南
方果树——枇杷在策勒县策勒镇
津南新村成功引种栽培。

枇杷原产于南方温暖湿润的
地区，通常在长江流域及南方省
份广泛种植。然而，策勒县津南
新村农业创新基地大胆挑战传
统，尝试将这一水果引入西北内
陆干燥沙漠气候环境中进行种
植。通过精心挑选适合本地土壤
和气候的枇杷品种，并采用先进
的温室栽培技术与精准灌溉系
统，科研人员为枇杷在策勒县的
生长创造了适宜的小气候。

据策勒镇津南新村党支部书
记古丽拜合热姆·艾克木介绍，在
策勒种植枇杷并非一帆风顺。冬
季严寒和昼夜温差大是需要解决
的两大难题。为此，基地采用了
特制的保温棚膜升温设施，确保

枇杷树在寒冷的季节能够安全越
冬。同时，利用自动化灌溉设备，
根据枇杷生长的不同阶段精准控
制土壤湿度，模拟南方的湿润环
境。经过两年的试验，目前，大棚
里的枇杷树即将挂果，枇杷树长
势与南方原产地枇杷树相比毫不
逊色。这一成功不仅证明了科技
在农业生产中的强大力量，也为
策勒特色农业发展注入了新活
力。

古丽拜合热姆说：“津南新村
2022年从四川引进了五星枇杷，
枇杷具有促进消化、润肺止咳、防
治呕吐等功效，是一种冬天开花、
春天结果的药用和食用果树。”

随着种植技术的进一步完善
和推广，枇杷有望成为策勒县农
业的一张新名片，在丰富当地水
果市场的同时，也为果农开辟出
一条增收致富的新途径。

精心管理枇杷树。 地区融媒通讯员 李利富摄

“法律明白人”成乡村治理生力军
“大家要管好孩子，未满16周岁的未成

年人不能骑电动车，否则发生事故造成损
害，家长作为监护人要承担赔偿责任。”11月
8日，在和田市玉龙喀什镇提尼齐力克村村
委会会议室，村党支部书记、“法律明白人”
阿布里克木·阿不来提结合村里不久前发生
的一起交通事故，给村民们上法治课。

在提尼齐力克村，这样的法治课每周
都有。“法律明白人”带头讲，从解读《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到宣传反诈知识，从
调家长里短到解矛盾纠纷，村民们逐渐养
成了学法用法的好习惯。

目前，和田地区有7213名“法律明白
人”活跃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他们在普
法宣传、化解纠纷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
的作用，成为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推进乡
村振兴的生力军。

10月中旬，和田县巴格其镇喀斯皮村
“法律明白人”古丽艾塔尔·多来提尼亚孜化

解了一起借贷纠纷。3年前，村民阿某向邻
居麦某借了5000元钱，之后一直拖着不还，
两人因此反目。古丽艾塔尔上门调解，先说
邻里情，再算信用账，阿某当场还了钱。

“‘法律明白人’扎根基层，具有人熟、
地熟、事熟的优势，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着

‘和事佬’的重要角色，化解矛盾纠纷不仅
有‘法味’，还多了人情味。”和田地区司法
局普法依法治理科科长张春梅告诉记者。

在普法、解纷的同时，“法律明白人”
还通过各类民主协商途径，参与村民小组
与村集体的议事决策。

今年以来，和田地区大力推动“法律
明白人”与村(居)法律顾问结对，一起参与

起草、审查村规民约和村级事务管理，从
源头上提升基层组织依法办事水平。

排日迪古丽·阿卜杜瓦柯是新疆丝都
律师事务所律师，也是和田市伊里其乡纳
瓦格村的法律顾问。今年年初，排日迪古
丽与该村“法律明白人”阿依古丽·伊敏托
合提结对，一个耐心教，一个认真学，“我
跟着老师学到了很多法律知识和调解技
巧，现在为村民们普法、化解纠纷，底气足
足的。”阿依古丽笑着说。

排日迪古丽定期到村里的公共法律
服务室值班，每次值班，她都会召集“法律
明白人”开碰头会、看普法视频、分析典型
案例，对他们进行培训指导。

为不断提升“法律明白人”的能力素
质，和田地区深入推进“法律明白人”培养
工程，制作推送普法微视频，编发《民法典
百姓普法读本》《“法律明白人”普法读本》

《“八五”普法150问》等工具书，推动“法律
明白人”指尖学、掌上学、随时学，引导“法
律明白人”参与普法宣传、矛盾纠纷化解、
法律服务，做到学以致用。

今年 1 至 11 月，和田地区“法律明白
人”参与法律法规宣讲3.1万余场次、调解
矛盾纠纷1.2 万余起、参与村级事务管理
7400余次。

石榴云/新疆法治报记者 张蕾 通
讯员 朱军锋 李啸川

洛浦县50万千瓦光伏治沙示范项目加速推进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迪力亚尔 古丽比耶）

洛浦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是沙漠阻击战的
关键主战场之一。洛浦县推行的“光伏 + 农业”
治沙项目，将防风固沙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目前该项
目施工正处于紧张而有序的推进阶段，工地上一片
繁忙景象。

11 月 21 日，笔者走进中广核洛浦县 50 万千瓦
光伏治沙示范项目施工现场，数十台大型机械轰鸣
声不断，工作人员穿梭在工地上，各项工作有条不紊
地进行着。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达10多亿元，占
地面积2.2万余亩，主要建设光伏装机规模50万千
瓦并配套建设5万千瓦/10万千瓦时储能设施及1座
220千伏升压站。光伏板高度在4.5米左右，底座水泥
桩部分1.5米左右，倾斜角度33度。项目设计之初，就
为农业种植预留空间，两组光伏板之间预留很大的间
距，每块光伏板下面也留足了农作物生长的空间。主
要种植作物为狼尾草、苜蓿、骆驼刺等，实现大面积的
生态覆绿。做到发电、农业增收、治沙三合一，预计今
年12月底前建成投运。

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项
目副经理谢雄介绍说：“项目目前桩基础施工已完成
80%，支架及组件安装工作已完成50%，计划年底完
成全容量并网发电工作，希望项目如期顺利完成，沙
漠早日覆绿，助力当地生态改善。”

⬅ 11月21日，在洛浦县50万千瓦光伏治沙示
范项目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操作大型机械正在施
工。 地区融媒通讯员 迪力亚尔摄

自治区人民医院巡回医疗服务队民丰县义诊

让优质医疗资源惠及更多群众
地 区 融 媒 讯 （通 讯 员

图拉罕 孜拉莱）11 月 22 日，自
治区人民医院 2024 年度巡回医
疗服务队在民丰县祥民街道开展
义诊活动。

此次义诊覆盖呼吸、心血管
内科、胸外科、超声科、创伤骨科、
口腔科等 10 余个专业。专家仔
细分析每位患者的病情，制定个
性化治疗方案。还根据患者的实
际需求发放了相应的药物，确保
治疗的延续性与有效性。专家不
仅义诊，还向基层医务人员传授
先进诊疗技术与经验，提升基层
医疗整体水平，深受当地群众与
医务人员好评。

自治区人民医院巡回医疗队

队长杜亮说，巡回医疗队于11月
20日到达民丰县，计划巡回医疗
服务 5 个乡镇、24 个村级单位。
针对地方常见慢性病建立疾病档
案，指导用药，同时对乡镇卫生院
医务人员展开培训，交流经验，提
升基层医务人员的医疗技能和服
务水平。

祥民街道团结社区居民何平
德说：“专家来到团结社区，给我们
免费看病、发药，非常感谢专家。”

据悉，该医疗队还将赴尼雅
乡、若克雅乡、萨勒吾则克乡等乡
镇开展义诊活动，为更多基层群
众送去健康与关怀，切实增强群
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让优质医
疗资源惠及更多群众。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罗英）“自从有
了这些门面房，我们的生活有了很大变化，
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工作，还能自己开店做生
意，收入比以前稳定多了。”11月24日，和田
县百和镇沙田社区商铺老板吐孙托合提·艾
合买提托合提说。

沙田社区是和田县一个典型的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点。2019 年搬迁以来，社区通
过实施一系列扶贫产业项目，积极探索适合
当地实际的发展路径。建设66套扶贫产业
项目门面房就是举措之一，这些门面房不仅
为搬迁居民提供了就业和创业平台，还带动
了周边商业活动的发展，有效拓宽了群众增
收渠道，形成了良好的经济循环。

吐孙托合提就是其中的受益者。搬迁
的第二年，在社区帮助下，他开了一家手机
销售服务店，主要开展手机销售、维修及照
相、复印等业务。几年来，他的生意越来越
好，日子越过越红火。

扶贫产业项目门面房为居民提供了家
门口就能创业、出门就能就业的便利条件。
门面房每年产生的租赁资金收益，在扣除管
理运营费用后，全部用于社区居民分红和帮

助鳏寡孤独群体。这不仅成为了居民稳定
的经济来源，更让群众真切感受到了乡村振
兴带来的实惠和变化。5年来，社区群众已
分到门面房红利共计447.78万元。

今年4月，社区对门面房的老旧墙面进
行了统一改造。经过精心规划和施工，社区
的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居民纷纷表示，改造
后的门面房不仅更加美观，还提升了整个社
区的形象，让大家住得更舒心、更安心。“全
家人住进了以前梦想中的楼房，社区附近还
有超市、饭馆、服装店、夜市、学校、医院，住
在这里非常舒心，日子也越来越好。”社区居
民伊米尼亚孜·吾布力艾山说。

沙田社区第一书记刘铮说：“乡村振兴
是一项实实在在且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民生
工程。我们将不断探索和创新推动乡村振
兴向纵深发展，让更多的群众共享乡村振兴
带来的丰硕成果。”

洛浦县成功试种甘蔗

农民发展林果增收再添新选择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阿

不力米提 蔡文倩）11 月 22 日，
笔者走进洛浦县恰尔巴格镇古勒
巴格村种植户豆明昌的温室大
棚，棚内种植的甘蔗已经成熟。

今年 4 月，豆明昌凭借对土
壤、气候和水质条件的了解，大胆
尝试在两座大棚内试种甘蔗。尽
管在种植初期面临一些技术难
题，但凭借 30 年的农业生产经
验，豆明昌解决了这些问题，甘蔗
在大棚内茁壮成长。经过7个月
的精心管理，甘蔗喜获丰收。这
些甘蔗甘甜可口、松脆多汁、皮薄
杆长，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豆明昌成功试种甘蔗，为自
己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也为洛浦
县设施农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
力。他说：“每座大棚的甘蔗产量
可达3000根，两座大棚的甘蔗预
计收入6万元。明年计划种50座
大棚，扩大甘蔗种植面积的同时，

尝试种植菠菜及香菜等蔬菜，进
一步拓宽增收渠道，带动更多人
共同致富。”

近年来，洛浦县不断优化农
业产业结构，高度重视设施农业
发展，持续加大投入力度，不断完
善基础设施和技术服务体系，通
过深入实施专业技术干部包联制
度，加强田间管理和技术服务指
导，大力推广“双拱双膜”种植模
式，充分发挥拱棚“春提早，秋延
晚”的作用，有效提高设施农业效
益，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据了解，洛浦县目前有2500
余座温室大棚和近 4000 座大田
拱棚，主要种植甘蔗、草莓、黄瓜、
苦瓜、西红柿、茄子、韭菜、菠菜、
香菜、芦笋等作物。今年前三季
度，全县累计销售蔬菜 1.9 万余
吨，实现销售收入 6000 余万元，
为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有
力支撑。

11月22日，豆明昌在大棚内展示成熟的甘蔗。
地区融媒通讯员 阿不力米提摄

百和镇沙田社区分红总额超447万元

助 力 搬 迁 群 众 从 安 置 到 乐 业

聚焦第十八届新疆“冬博会”

搬入新家，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地区融媒通讯员 罗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