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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融媒讯 （记者 萨伊普乃再尔 通讯
员 韩丽 阿卜力米提 日孜完古丽）“六一”国
际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国少年
先锋队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封饱含深情
的贺信在和田地区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及工
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总书记在信中强调“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为和田少先队
工作指明方向。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中华
文脉和奋斗精神，高举队旗跟党走，努力成为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和田县塔瓦库勒乡小学生努尔古再丽·阿卜
来提说：“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少年，我要听老师的
教导，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
各项活动，让自己变得更加出色，为胸前的红领巾
增添光彩。”

“我会刻苦学习，全面提升自己，成为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强
国建设时刻准备着！”洛浦县山普鲁镇中心小学少
先队员苏麦热·麦麦提图如普表示，要牢记嘱托，
积极接受红色教育，学习革命先辈事迹，传承红色
基因。在学习生活中勇于面对困难，挑战自我，传
承奋斗精神。

孩子们的话语，展现了和田地区少年儿童积极
向上的精神风貌和为实现中国梦努力奋斗的决心。

在教育一线，洛浦县山普鲁镇中心小学少先
队辅导员宋婷婷说：“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鼓舞人
心。作为少先队工作者，我们肩负着培育祖国未
来栋梁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
党建带团建、队建要求。通过开展丰富多样的活
动，引导队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助力他
们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
代好少年。”

洛浦县第一小学少先队总队辅导员于静表
示，今后学校将依托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引
领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努力培养爱党爱国、全面发
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和田县塔瓦库勒乡第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
王锦瑞介绍，为丰富少年儿童的学校生活，学校开
展了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组织学生参
与剪纸、诗歌朗诵、红歌比赛、知识竞赛、运动会以
及亲子活动等，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今后，学校将不断开展各类活动，为
培养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而努力。”王锦瑞说。

值得关注的是，墨玉县在 2025 年全国优秀少先队评选中斩获佳绩：
墨玉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主任、少先队校外辅导员吾买尔江·买买提明
评选为“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喀拉喀什镇中心小学少先队大队获评

“全国优秀少先队集体”。获奖者表示，将持续以实践育人创新活动为载
体，通过红色主题教育、民族团结实践、科普创新活动等，引导青少年厚植
爱党、爱国情怀。积极推进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努力让农村孩子享受到
优质的校外教育资源。

王鲁军在于田策勒洛浦县调研

发挥好传帮带 扎根和田 奉献和田
地区融媒讯 （记者 张亚辉）6月2

日，地委书记王鲁军深入于田县、策勒县、
洛浦县，调研教育、基层党组织建设等工
作。

王鲁军来到于田县第一高级中学、策
勒县第一小学、洛浦县高级技工学校、洛
浦县第二中学，看到2024届学子光荣榜上
成绩斐然，给予充分肯定。随后，他走进
学校校史馆、校园访谈室、书画课堂、非遗
技艺课堂，详细了解师资队伍建设、教育
教学质量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等
情况，同援疆教师、支教教师、西部计划志
愿者亲切交谈，向他们送上节日祝福。王
鲁军说，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为和田培养
出了一批又一批可用之才，非常了不起。
希望大家继续发挥援疆教师、支教教师优
势，帮带好本地教师，把好的教学理念、教
学经验传承下去，进一步提升教育教学质
量。在与银龄教师交流时，他叮嘱有关部
门要保障好老教师的工作生活，让老教师
在和田安心愉快教学。他还鼓励西部计
划志愿者、支教大学生在服务期结束后能
够留在和田、扎根和田、奉献和田。

在参观策勒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主题教育馆时，石榴籽村党支部书记
麦麦提热伊木·买买提明讲述了自己两次
与习近平总书记见面的激动人心的场
景。他勉励麦麦提热伊木·买买提明，要
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落到实处，把
总书记的关怀、恩情讲给各族群众听。要
发挥好人大代表作用，用群众听得懂的语
言讲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故事，
把群众团结好、引导好。

在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驻策勒县
策勒镇津南新村工作队、国家电投新疆能
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驻策勒县策勒乡托
帕艾日克村工作队，他与乡村干部、工作
队员交谈，认真听取基层干部意见建议。
他希望工作队践行国企使命担当，争取更
多资源支持和田，造福和田各族群众。工
作队要发挥“传帮带”作用，支持鼓励村

“两委”班子主动开展工作，多为群众办实
事、解难事、做好事，让群众有事就找基层
党组织。

地区领导曾冠军、陈冰耘、董燕军一
同调研。

绿“锁”塔克拉玛干

于田县沙漠玫瑰竞相绽放

“ 花 海 经 济 ”成 富 民 强 力 引 擎
地区融媒讯 （记者 赵渤

惠丰蕾 阿巴拜科日）玫瑰花采摘
季，记者来到于田县玫瑰花种植基
地，看到农户穿梭在花丛间，忙着
采摘玫瑰花。如今，玫瑰花已成为
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之
一。

走进于田县玫瑰花交易市场，
浓郁的玫瑰花香扑鼻而来。此起彼
伏的吆喝声、交易声，一幅热闹非凡
的交易场景，分拣、过称、装车等环
节井然有序，日均交易量 30 吨左
右。

于田县玫瑰花交易市场负责人
吴旭亮欣喜地表示，今年玫瑰花行
情格外好，价格比往年都高，有多少
收多少，现场交易、现场结算。

27岁的木娜为·买提如孜是阿
热勒乡也台克孜勒村村民，家中种

植了 3 亩玫瑰花。今年，玫瑰花花
蕾价格每公斤比去年上涨10元，花
朵每公斤上涨5元。

“ 一 共 14.2 公 斤 ，给 你 440.2
元。”拿着刚卖完两袋玫瑰花朵换来
的 400 多元钱，木娜为脸上洋溢着
幸福的笑容：“趁着价格好，我得抓
紧采摘。今年收入预计能超万元。
我打算明年再扩种，买辆小汽车。”

在于田县，像木娜为这样的种
植户多达2000余户。

为了让玫瑰花的价值得到充分
挖掘，于田县成立3家合作社，围绕
玫瑰花开发出玫瑰花馕、纯露等特
色产品，为4000余人提供了就业岗
位。同时，采用“合作社+电商+农
户”的创新模式，不断拓宽销售渠
道。

“通过玫瑰花产业，今年预计村

民人均增收200到300元。”阿热勒
乡也台克孜勒村第一书记、工作队
长邱凯亮说。

此外，于田县还大力引进精深
加工企业，花瓣被加工成玫瑰花酱、
精油，干花蕾摇身一变成为养生产
品。如今，已研发生产70余款涉及
食品和护肤品领域的产品，产业结
构逐步从粗加工迈向精深加工。

文旅部门充分发挥玫瑰产业优
势，推出玫瑰花种植、采摘体验，摄
影、绘画采风等一系列文旅活动，推
动“农业+生态+旅游”深度融合。

于田县文旅局副局长陈璐璐
说：“我们将继续延伸玫瑰产业链，
通过‘文旅+’模式，打造更多采摘、
体验、美食等特色旅游业态，把玫瑰
产业做大做强，成为富民强县的支
柱产业。”

我们的节日我们的节日··端午端午

游客必打卡的和田“唐粽子”。 地区融媒记者 萨伊普乃再尔摄

村
民
采
摘
玫
瑰
花
。

地
区
融
媒
记
者

许
晓
龙
摄

端午假期新疆接待游客624.74万人次 增长9.88%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6月 2日讯 石榴

云/新疆日报记者姚刚从自治区文化和旅游
厅获悉：今年端午假期，全区累计接待游客
624.74 万人次，同比增长 9.88%；游客花费
61.9亿元，同比增长7.52%。亮眼数据背后，
是全疆各地通过文旅融合激发新业态活力，
以非遗展演、民俗体验、特色美食为媒介，全
力助推假日文旅市场消费的生动实践。

文旅活动呈现传统与创新交融的特色。
5月31日，喀什市东湖公园内，16支专业龙舟
队与22支体验组队伍在湖面上激烈角逐，

（下转第3版）

文化味满满的端午节

全地区累计接待国内游客75.58万人次
地区融媒讯 （记者 萨伊

普乃再尔）艾叶飘香，龙舟竞渡。
端午节期间，和田地区以“非遗+
民俗”“传统+创新”为主线，开展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使各族群
众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围。

在和田团城景区，“舌尖上的
非遗”活动吸引众多游客驻足，现
场免费供应的和田“唐粽子”和烤
全骆驼让游客大饱口福。尤其是
独具特色的“唐粽子”，雪白粽子
晶莹绵密，琥珀糖丝垂落成帘，这
一饮食文化使游客深切感受到了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在洛浦县昆冈夜市，“唐粽
子·赛龙舟”双节同庆活动精彩纷
呈。活动设置了非遗展示区、书
法美术区、特色农产品展销区等
主题区域，游客们既能现场书写
端午诗词，又能近距离观赏铜器
制作等非遗技艺，品尝红枣馅、豆
沙馅等各式粽子，感受“舌尖上的
和田味道”。

在和田地区文化馆亲子活动
现场，孩子们通过制作艾草锤、缝
制香囊、体验钟馗布贴画等非遗
项目，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
力。“我制作的艾草锤既能驱蚊又
能养生，我要把它带回家给爷爷
奶奶用。”学生满心怡举着自制的
艾草锤兴奋地说。

此外，节日期间，各县市活动
各具特色，墨玉县老城区的包粽
子体验与烤全驼展演人气爆棚。
雅瓦乡拉里昆湿地公园的龙舟竞
渡上演水上“速度与激情”；皮山
县乔达乡将端午与“石榴花开”旅
游节相结合，民俗活动吸引群众
热情参与。皮亚勒玛乡的“轮式
龙舟”赛别出心裁，非遗舞狮表演
与新疆歌舞同台献艺，让游客感
叹既传统又新潮。

据了解，端午节期间，全地区
累计接待国内游客75.58万人次，
同比增长37.34%，文旅消费活力
得到持续释放。

新疆日报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
者 拍热扎提·阿不都）“和若铁路的运行
使南疆货物出疆路程缩短1000公里，若羌
红枣、且末硅石等货物的物流成本降低
40%。”5月27日，新疆和若铁路有限责任
公司综合管理部部长陈健说。

和若铁路西起和田地区和田市，东至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全长825公
里，是世界首条环沙漠铁路线。

在和田县布扎克乡思源产业园新疆

客来木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加工车间里，
工人正忙着分拣核桃仁，这些核桃仁经过
分级包装，便可发往国内外市场。“我们的
核桃‘坐’的是专列，速度很快。”面对客户
的询问，该公司负责人如则麦麦提·努日
总会这样回答。

铁路通了，市场更活了。核桃这个浑
身是宝的“金果果”已走出沙漠，走向更广
阔的市场。如则麦麦提告诉记者，目前，
公司客户遍布俄罗斯、土耳其、日本、加拿

大等18个国家和地区。
作为新疆“东联西出、西来东去”的便

捷通道，和若铁路与格库铁路组成东西向
交通大干线和国际货运大通道，与南疆铁
路构成环塔里木盆地铁路网，大大缩短了
南疆货物出疆路程。

陈健介绍，和若铁路开通运营以来，
货运列车实现规模化、常态化开行，直通
国内多个城市，运输货物品类也从开通初
期的十余种扩展至现在的百余种。

铁路通了，出行更便捷了。在和田市
经营服装店的巴哈尔古丽·买买提，每隔
数月就要去乌鲁木齐为店铺采购新品，和
若铁路的开通缩短了她的出行时间、降低
了出行成本。“每天都有固定车次，现在去
乌鲁木齐进货四五天就能回来，生意越做
越顺。”巴哈尔古丽说。

铁路开通后，极大方便了沿线居民出
行，火车出行已成为沿线居民首选。陈健
告诉记者，旅客列车由开通运营初期的每
日1对，增加到现在的每日2对。为更好
服务沿线旅客、提高列车通行效率，新疆
铁路部门多次调整列车运行图，并增加多
个停站。此外，和若铁路开行的环塔克拉
玛干沙漠旅游专列，让“坐着火车游新疆”
旅游品牌影响力大幅提升。

和若铁路让南疆货物出疆少走上千公里

便 捷 通 道 贯 穿 沙 海

6月2日，王鲁军在于田县第一高级中学调研教育工作，与教师亲切交谈。
地区融媒记者 张亚辉摄

地区融媒讯 （通 讯 员
韩丽 刘念冯）6 月 1 日，和田
县人社局组织的乡村振兴致富
带头人培训班在北京结束。在
为期 7 天的培训中，45 名学员
通过实地探访产业样板、对话
行业标杆，为乡村发展注入多
元思路。

培训期间，学员们分别前
往北京市密云区金叵罗农场、
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沉浸式
工坊、北京市大兴区首农集团
红星集体农庄、北京市密云区
巨各庄镇蔡家洼村等地进行实
地考察。

北京密云金叵罗农场，是
由上千村民共同建设的集生态
种植、休闲观光、农事体验于一
体的现代化农业园区。“他们把
普通的玉米地打造成了‘玉米
迷宫’，游客既能尽情游玩又能
购买农产品，这种模式太值得
我们学习了。”和田县巴格其镇
绿草园合作社负责人阿布力提
甫·阿布来提兴奋地说。

在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
沉浸式工坊，风格各异的主题
场景、新颖好玩的互动体验项
目，让学员们惊喜不已。和田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
阿卜力米提·喀斯木深受启发：

“我们和田的地毯编织、桑皮纸
工艺，完全可以借鉴这种模式，
打造出‘可体验、可带走’的文
化旅游招牌。”

在北京市大兴区首农集团
红星集体农庄，学员们参观了农
庄内的特色农产品加工区、文化
展览区以及休闲度假区，对农文

旅融合发展的路径与方法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北京市密云区巨各庄镇蔡家洼村，通过与企业

的紧密合作，整合资源、优势互补，走出了一条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之路。学员们
与当地村干部、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学习他们的成
功经验。

和田县绿地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麦提艾山·
图地麦麦提说：“通过学习农旅文融合发展的先进经
验，我想到我们和田的红枣要是也能进行这样的深
加工，开发枣酱、枣酒甚至红枣主题民宿，既可以解
决鲜枣滞销的问题，还能让游客来了就不想走。特
别是他们村集体和企业按股分红的机制，能让每户
村民每年多拿到几千元的分红，这对我们整合零散
枣农太有借鉴意义了。”

和
田
县

致
富
带
头
人
赴
京
学
习

为
乡
村
发
展
注
入
多
元
思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