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要不是你们，我的这些羊真不
知道该怎么办了。”3 月 19 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和
田垦区公安局巴什吐格派出所
里，牧民伊敏·毛拉紧紧握住民
警的手，连声道谢。

眼 下 正 值 牧 区 转 场 时
节，伊敏的妻子生病住院，子
女在外务工，家中几十只羊
的转场成了难题。巴什吐格

派出所民警辅警了解到情况
后，立即联系了经验丰富的
老牧民，一起帮助伊敏家完
成羊群转场，解决了他的燃
眉之急。

每年开春，巴什吐格派
出所辖区的牧民都会赶着几
万只牲畜，翻越3座平均海拔
3000多米的高山，穿过4条河
流，浩浩荡荡地向春季牧场
进发。对于像伊敏这样遇到
困难的牧民，民警辅警总是
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伊萨木丁·麦提库尔班
大叔身体不好，经常拄着拐
杖放牧。他家羊多，天气不

好时，转场困难重重。今年，
巴什吐格派出所民警辅警早
早来到伊萨木丁大叔家，帮他
赶羊转场，这已经是民警辅警
帮他家转场的第五个年头了。

“从冬牧场到春牧场，步
行要走两天一夜，民警辅警要
协助牧民转场，还要做好安全
工作。”巴什吐格派出所民警
牛喜刚介绍，他们会提前深入
牧区，详细了解转场的时间、

休息点和路线，查明沿途路
况，提醒牧民做好安全防护。

转场途中，民警辅警化身
“牧羊人”，帮助牧民赶羊，提
供补给，还与牧民聊家常，了
解他们的急难愁盼问题，想方
设法帮助解决。

用心用情为群众做好服
务，方不负人民警察的职责使
命，巴什吐格派出所民警辅警
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这句话。
他们用责任和担当，守护着牧
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温暖了
牧民的心。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司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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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需要‘落地生根’的实干家”
3月20日一早，和田地区工业和信息

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亮舟直奔新疆火
烧云铅锌矿有限责任公司矿区，实地了解
企业铅锌矿山建设情况以及为新疆昆仑
锌业有限责任公司保供情况。

每月的20日至月底，何亮舟都会与同
事一起深入企业“把脉问诊”。自他调到
地区工信局的第3个月起，就建立了这一
机制。

从何亮舟的口音能听出，他不是新疆
人。1998年，作为教师的他响应国家号召
从湖南来到新疆工作。

“我是党员，申请去最艰苦的地方。”
分配工作地点时，何亮舟要求。

何亮舟被分配到离乌鲁木齐市很远
的和田。“当时以为很远的地方就是200公
里，没想到和田离乌鲁木齐1000多公里，
真正认识到了新疆的广袤。”何亮舟笑着
说。

和田的春天多是沙尘天气，干燥的气
候加上高原反应与水土不服，何亮舟喉咙
灼痛，拉面都难以下咽，一周时间瘦了 5

斤，但他很乐观：“就当这是新疆的见面
礼，既然选择了，就不能轻言放弃。”

带着这份信念，何亮舟扎根昆仑山脚
下，从教育系统起步，后转至经济领域。
其间，他在文秘、纪检、组织等多个岗位工
作，积累了丰富经验。

昆玉市从无到有，何亮舟是首批建设
者，也是见证者，亲历了“戈壁变绿洲”的
奇迹。“当时，有1年时间都在无人的戈壁
滩扎帐篷搞开发建设。”回忆往日，他言语
中带着自豪。

大学时，何亮舟学的是工业经济管理
专业，到新疆后，他也没有放弃专业提升
和知识积累，2001年获得国家工商管理经
济师职称，2024年考取了中国电子学会的
数字化转型规划师（高级）证书。

2022 年，何亮舟调至和田地区工信
局。“和田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少，如何
扭转局面，压力很大。”他说。

调任第二天，没有看一眼新办公室，
何亮舟就带队深入园区、企业摸底调研，8
个县市的园区和企业，他整整调研了 20

天，对和田地区工业企业有了基本了解。
“心里有谱了，也找到了工作方向和

重点突破口。”何亮舟先从帮助企业解决
融资难题着手，邀请3家银行和信用社一
个县一个县地跑、一个园区一个园区地召
开政银企现场洽谈会，让企业与银行和信
用社面对面对接。当年，有50多家中小微
企业获得了贷款，银行放贷力度前所未
有。

2023 年，在总结前一年经验的基础
上，何亮舟邀请了更多家银行和信用社到
园区开展金融服务，举办了18场次政银企
洽谈会，协调银行和信用社为当地119家
企业发放贷款，支持企业、项目健康发展。

“以前，我以为算账是会计的事，何局
长却手把手教我算产值账、利润账，还用

‘生产法’和‘收入法’拆解数据逻辑，让我
找到了企业成长的路径。”一位企业负责
人感慨道。

凡事，何亮舟喜欢亲力亲为。“做任何
工作，不能流于形式，也不是下个文件就
能解决的。”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一再表示，

边疆建设需要实干者。他始终践行一句
话——撸起袖子扑下身子，做好企业服
务。

3年来，和田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从不足百家增至141家，专精特新企业实
现“零的突破”，达到8家。和田地区工业
增加值三年实现“负转正”，2024年增速达
28.9%，排名跃居全疆第二……想到这些
成绩的背后有自己的一份贡献，何亮舟目
光灼灼。

扎根新疆27年，何亮舟早已与这片土
地血脉相连。他把自己在新疆的青春写
成文学作品《昆仑恋曲》，书中有“既然选
择你，狂风吹不散我的柔情”的铿锵誓言；
有“将我有限的生命，融入无限地、默默地
为边疆人民服务中去，这或许是最有意
义、最有价值的活法”的坚守。

对新一代西部建设者，何亮舟寄予厚
望：“边疆需要‘落地生根’的实干家。带
着信念来，带着本事干，沙漠里也能长出
春天。”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范琼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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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韩丽 玛依热）在快节奏的生活中，
鲜花消费正以一种蓬勃的态势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多的
人喜欢在家中摆放精致的盆栽花卉，为生活增添亮色。

3月23日，笔者走进和田县罕艾日克镇吉格代艾日克村“绿
叶花业”种植园，只见一座座大棚内各类花卉在精心调控的环境
中生机盎然。娇艳的玫瑰、三角梅等十余种特色花卉花香四溢，
工人正忙着施肥、浇水、除杂草。

种植园负责人阿不力孜·麦麦提欣喜地说：“以前，我村基
本以传统农作物种植为主，收入不高且不稳定。在乡村两级工
作人员的引导下，前几年我就种起了大棚花卉，现在花卉市场
火热，我家的花还没上市就被预定完了，每月收入达 1 万多
元。”

为推动大棚花卉产业可持续发展，阿不力孜在农技人员支持
下，不仅培育本地特色花卉，还积极引进新品种、新技术，以满足
花卉市场需求。他说：“我计划扩大花卉种植规模，吸纳更多村民
就业，助力大家增收。”

近年来，和田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大棚花卉产业，让村民尝
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通过农技人员送技下乡指导村民科学种
植，花卉种类和品质不断提升，市场销路愈发好，种植户收入增
加，生活水平得以提升。同时，花卉从种植、养护到采摘、包装等
环节都需人工，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就近就业机会。“我在这里工作
2年了，既有稳定的收入还能照顾家庭，我对这份工作很满意。”
村民布苏迪·麦麦提说。

吉格代艾日克村党支部书记阿不力克木·艾合买提说：“村
‘两委’会进一步整合资源，在政策扶持、技术指导等方面全力支
持特色种植、养殖业发展，带领村民增收。”

大棚花卉产业还带动了乡村旅游业发展，游客在这里赏花、
体验采摘乐趣、品尝农家美食，感受别样的乡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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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阿卜力孜 阿不来提）春耕正当时，
田间农事忙。3月26日清晨，皮山县木奎拉乡吐孜鲁克村的蔬菜
拱棚里一派繁忙，数十名村民分工协作，整地、施肥、撒种、覆土、
盖膜……随着一株株嫩绿的“三保金黄糯”玉米苗移栽入棚，全乡
早熟糯玉米规模化种植拉开序幕。

此次木奎拉乡早熟糯玉米种植覆盖吐孜鲁克村、托万买里村
等5个村，共启用151座拱棚。由新疆和佳强农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与和佳新村联合培育的54万株优质玉米苗，全部免费发放给
种植户。据乡农业负责人介绍，本次种植采取“企业+村集体+农
户”联农带农模式，其中48座拱棚由村集体经营，103座拱棚由48
户村民承包，每棚移栽2000株，预计5月下旬鲜食玉米即可上市，
单棚收益可达2500元以上。

“三保金黄糯”作为新型鲜食玉米品种，兼具口感香甜、营养
丰富、抗病性强等优势，市场收购价较普通玉米高。为确保种植
效益，木奎拉乡组建专业技术服务队，由乡农村经济办联合农业
技术推广站，从选苗、移栽到田间管理实施全过程指导。农技人
员每日深入棚区，针对温度调控、水肥配比等关键环节开展培训，
同步建立病虫害预警机制，为特色种植保驾护航。

木奎拉乡副乡长热比古丽·阿不力孜说：“我们抢抓农时，组
织村民科学移栽‘三保金黄糯’玉米苗，乡里提供全程技术指导。”

村民阿迪力江·阿卜来提说：“我们在技术员的指导下移栽玉
米苗，我家两座拱棚栽植了‘三保金黄糯’玉米苗，苗子壮实，管理
也方便，5月底就能上市了，这比种普通作物强多了。”

近年来，木奎拉乡持续探索订单农业发展路径，通过企业保
底收购、村集体统筹资源、农户参与生产的三方联动机制，已带动
百余户农民实现“家门口就业”。本次糯玉米种植项目不仅盘活
了闲置拱棚资源，更通过统一技术标准、集中销售渠道，推动小农
户对接大市场。

种植户查看花卉长势情况。 地区融媒通讯员 韩丽摄 村民将嫩绿的“三保金黄糯”玉米苗运入大棚。 地区融媒通讯员 阿卜力孜摄

化 身“ 牧 羊 人 ”

护 航 牧 民 转 场 路

洛浦县洛浦镇为群众增收开“良方”

巴什恰帕勒村试种黄芩400亩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阿

不力米提）近年来，洛浦县积极调
整种植结构，通过试种黄芩等中
草药，探索出农业产业发展新路
径，成为群众的增收“良方”。

“黄芩适合新疆土质和气
候，公司计划在巴什恰帕勒村种
植400亩黄芩，从3月10日开始
平地，10 天左右完成了种植，
今年 10 月开始采收，将销往全
国各地。”洛浦镇巴什恰帕勒村
中草药种植项目负责人吕建平
说。

黄芩是一味耐旱耐寒的中草
药，具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等功
效，广泛用于中药配方和中成药
生产，市场需求量大，种植效益较
高。巴什恰帕勒村大力推进中草
药种植项目，采用“农户+公司+
订单”模式，试种黄芩。

吕建平说：“黄芩预计亩产量
700到800公斤，按照市场价格每
公斤8元至10元计算，每亩地收
入预计在8000元至10000元。下
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种植面积，
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暖警、减压、提士气……

文艺下基层活动受欢迎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张

曌静）为丰富基层民辅警文化生
活，落实暖警爱警措施，3 月 25
日，策勒县公安局“文艺小分队”
走进辖区各派出所，为民辅警及村
民送去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乌鲁克萨依乡麦先生说：“今
天的节目非常精彩，也很接地气，
尤其是通过交通手势操，让我在
愉快的氛围中学会了交通知识，
非常开心。”

演出之余，“文艺小分队”还
精心准备了心理健康团体辅导，
在活跃的氛围中，帮助民辅警愉
悦身心、调节心理、释放压力，以

更加饱满和坚定的信念投身公安
事业。“此次‘文艺小分队’下基层
活动不仅为基层一线民辅警传递
了关心和关爱，还进一步缓解了
工作压力。”博斯坦乡派出所所长
文泽东说。

歌舞声声传真情，关心关爱
凝警心。策勒县公安局将进一步
用警营文化“软实力”驱动提升公
安队伍“硬实力”，助力策勒县公
安工作高质量发展。

据悉，策勒县公安局“文艺小
分队”将走遍辖区各个派出所，预
计惠及民辅警及辖区群众 1100
余人次。

和田强沙尘暴天气来袭
最小能见度129米

地区融媒讯 （记者 阿卜
杜拉）3月26日下午，地区多地遭
遇强沙尘暴天气，最小能见度降
至129米。此次沙尘暴天气给市
民的日常生活和交通出行带来了
极大不便。

当天下午，和田气象部门将原
本的沙尘暴黄色预警升级为沙尘
暴橙色预警。面对如此恶劣的天
气状况，和田交警部门迅速启动了
极端天气应急预案。在和田市区
各主要路口，交警加强警力指挥交
通、疏导车辆，确保市民出行安全。

“沙尘暴导致能见度很低，很
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我们出动所

有警力，加强了指挥力度，在各路
口进行交通疏导和指挥，及时提
醒过往驾驶员注意安全，减速慢
行，开启雾灯，保持车距，确保安
全。”和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古勒巴格辖区中队长穆拉提·艾
合麦提说。

据气象部门预告，26日夜间
至27日，和田平原各地维持沙尘
暴天气，最小能见度降至1000米
以下，气温下降 10℃左右，并伴
有 5—6 级阵风。城区最高气温
降至17℃—19℃，最低气温降至
2℃—6℃。气象部门提醒相关部
门做好防范工作。

3月26日下午，市民在沙尘中出行。 地区融媒记者 阿卜杜拉摄

策勒县公安局“文艺小分队”走进辖区各派出所，为民辅警及村民
送上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 地区融媒通讯员 张曌静摄

和田市肖尔巴格乡合尼村开展联谊活动

光 影 传 情 促 团 结
地区融媒讯 （记者 努尔

古再丽 艾克甫江）3月25日晚，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驻和田市肖尔
巴格乡合尼村工作队携手天山电
影制片厂，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举办了一场以“光影天山 文化
润疆”为主题的“民族团结一家
亲”联谊活动。

活动现场，歌舞表演、乐器弹
唱等形式多样的节目，为大家带
来了一场精彩视听盛宴。

演出结束后，全体人员共同
观看了民族团结主题电影《小马

鞭》。该影片通过少年与马的故
事，生动展现了新疆壮美的自然
风光和各族群众和睦相处、共建
美好家园的生动画面。真挚的情
感和质朴的表达深深打动了在场
观众，让大家在光影艺术中感受
到民族团结的力量。

“今天的活动特别有意义，既
有欢乐的歌舞，又有好看的电
影。”村民古丽坚乃提·麦提图尔
荪说，“影片让我更加体会到中华
民族大家庭的温暖，我们要像石
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

造更美好的生活。”
“电影《小马鞭》用光影艺术

讲述新疆故事，传递民族团结正
能量。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
动，让光影艺术滋养文化土壤，深
入推进文化润疆取得实效。”天山
电影制片厂译制部负责人马木
提·司马义说。

“我们将继续发挥自身优势，
以文化为纽带，开展更多形式多
样的活动，让民族团结深入人
心。”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长刘俊
亭说。

村民试种黄芩等中草药。 地区融媒通讯员 阿不力米提摄

户籍警上门办证 服务贴心更暖心
地区融媒讯 （记者 萨伊

普乃再尔 通讯员 张新江）连
日来，针对辖区行动不便的老弱
病残孕等群体办证、领证问题，地
区公安局户籍民辅警提前梳理待
领证件清单，携带设备深入村（社
区）居民家中采集信息，并将办好
的居民身份证、户口簿等送到居
民家中。今年以来，已上门办证

152件，送证3519人次。
地区公安局聚焦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常态化开展上门办证服
务，为行动不便的群众送去便
利。地县（市）公安局建立动态服
务机制，联合基层派出所摸排特
殊群体办证需求，开辟绿色通道，
在农忙和偏远地区设“流动户籍
室”，节假日保证服务不断。送证

时兼顾业务咨询与法治宣讲，“一
站式”答疑户口迁移等问题，收集
意见，普及反诈知识。

地区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持续深化为民服务理念、创
新服务模式，推出更多惠民便民
举措，从群众最关心、最急切的事
情做起，做到用真情传递温暖、用
行动传递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