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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5月中国新疆对中亚五国进出口总值超千亿元
占全国近四成

据新疆日报乌鲁木齐6月 18日
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陈蔷薇从
乌鲁木齐海关获悉：得益于政策驱动
与区域合作深化，作为“一带一路”核
心区的中国新疆，前5月对中亚五国进
出口总值超千亿元，占我国对中亚五
国进出口总值的39.4%，占新疆外贸进
出口总值的 49.5%。中国新疆与中亚
地区经贸往来持续深化，双边贸易规
模稳步扩大。

今年以来，新疆各口岸持续加大
开放力度，不断深化与中亚地区经贸
往来。前5月，伊尔克什坦海关监管进
出口货运量98.2万吨，同比增长66%；
吐尔尕特海关监管进出口货运量70万
吨，同比增长 53.4%；卡拉苏海关监管
进出口货运量 19.46 万吨，同比增长
41.2%……

“口岸公路条件越来越好，口岸数
字化转型大幅提升了通关效率。现在

我们每天能出口500多车货物，贸易体
量是两年前的2倍以上。”长期从事物
流行业的新疆帕米尔国际物流有限公
司经理杨巨涛说。

前 5 月，新疆口岸进出口农产品
156.2 亿元，同比增长 38.4%，再创新
高。其中，新疆对中亚五国出口农产
品44.7亿元，同比增长100.1%，出口的
干鲜瓜果及坚果、粮食、蔬菜及食用
菌、酒类及饮料增长显著。

绿色发展 绿色生活
眼下，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于田县

迎来一年中最绚烂的时节——向日葵竞
相绽放，金色花海在绿洲与沙丘间奔涌，
如一幅巨幅油画铺展在大漠边缘。

6 月 18 日，笔者走进于田县阿日希
乡阿日希村，3000亩向日葵正迎来盛放
期。湛蓝天空下，一朵朵向日葵随风涌
动，荡起层层金色波浪，与水塘、田埂
及新修建的旅游步道交相辉映。微风拂
来，向日葵摇曳着动人的身姿，引得蝴
蝶和蜜蜂翩跹起舞，绘就出一幅生机勃
勃的夏日田园画卷。不少游客穿梭花海
拍照打卡，阵阵欢声笑语打破了沙漠边
缘的宁静。

“阿日希乡的向日葵开花啦！我今天
来到这儿，看到如此大规模的向日葵，心
里特别高兴。打算周末带家人来这儿好
好玩一玩。”游客热沙来提汗·买吐地告诉
笔者。

阿日希乡利用独特的地理和光热条
件，积极引进企业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
展向日葵种植。向日葵从播种、减苗、浇
灌，到采粉、授粉、摘葵花头，再到脱粒葵
花籽，每一个种植环节都需要大量劳动
力。这不仅让农户实现了土地流转收益，
还能在家门口打工挣钱，实现了土地增效

与“家门口经济”的双赢。
“向日葵正值花期，许多人带着家人

前来游玩，有效带动了旅游业发展。我们
计划进一步完善旅游设施，打造更丰富的
旅游体验，让大家玩得开心、舒心。”阿日
希乡宣传委员海里且木·吾布力说。

近年来，于田县立足乡村特色，深耕

乡村休闲观光与生态旅游产业，因地制宜
发展“一村一品”特色产业，玫瑰花、向日
葵、蔬菜、葡萄等果蔬种植多点开花。如
今，于田县已逐步构建起集观赏采摘、农
耕体验、研学拓展于一体的多元化旅游产
业链，以农促旅、以旅兴农，为乡村振兴注
入强劲动力。

中国工程院院士邹学校一行到墨玉县调研

聚焦辣椒产业高质量发展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乌

卜力阿西木）6月17日，中国工程
院院士、湖南农业大学校长邹学
校率队来到墨玉县，对当地辣椒
产业进行深度调研。湖南农业大
学园艺学院专家、四川翠宏食品
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负责人随
行，与墨玉县共同探讨辣椒产业
高质量发展路径。

当日上午，在墨玉县相关领
导陪同下，邹学校院士一行来到
普恰克其镇、喀尔赛镇、雅瓦乡等

“特色辣椒种植基地”调研。在种
植基地，3.86万亩辣椒长势喜人，
朝天椒、色素辣椒等品种分布有
序。其中，新疆天椒红玉种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在雅瓦乡通过土
地流转与合作种植模式，发展
2.07万亩辣椒种植，带动2400户
农户发展庭院经济；新疆金源农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则以“订
单+供苗+技术+收购”全链条服

务，在普恰克其镇、喀尔赛镇推广
种植0.8万亩色素辣椒与工业辣
椒，助力4500户农户增收。邹学
校院士边走边看，仔细询问辣椒
品种选择、种植技术要点及病虫
害防治情况，不时与企业负责人、
乡镇干部交流，针对田间管理细
节提出专业建议。

当日下午，墨玉县与湖南农
业大学召开专题座谈会。县政府
相关领导、部门负责人与调研团
队，围绕墨玉县辣椒产业发展深
入研讨。会上，双方从辣椒品种
培优、种植技术创新、产业链延伸
等维度交换意见，明确将通过校
地合作引入先进科研成果，探索

“科研+企业+农户”协同发展新
模式。同时，双方就加大政策扶
持、优化产业营商环境、打造辣椒
产业资源聚集高地等方面达成共
识，致力于将墨玉县辣椒产业打
造成乡村振兴的特色名片。

民丰县安迪尔水库建设稳步推进
今年底竣工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艾
姆拉罕 伊萨克）6月17日，笔者
在民丰县安迪尔水库施工现场看
到，工人穿梭忙碌，搬运建材、捆
扎钢筋、搭建架子，工程建设如火
如荼。

据了解，安迪尔水库工程目
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65%，工程
建设高峰期用工量达 300 余人，
水库于今年底竣工。

作为地区重点水利工程之一，
安迪尔水库于 2024 年 8 月破土动
工，总投资3.5亿元，采用设计采购
施工总承包（EPC）方式，水库设计
总库容 576.10 万立方米，坝顶宽 6
米，最大坝高 11.3 米；水库放水管
自放水廊道后的阀门井起始，延伸

1.19千米接入安迪尔东干渠；水厂
供水管道全长1.65千米，设计流量
0.015 立方米/秒，终点连接安迪尔
水厂清水池。

安迪尔水库工程项目副经理
唐天保介绍，安迪尔水库工程主
要建设内容包括引水工程、安迪
尔水库主体工程及安迪尔水库放
水管、人饮供水管等部分组成。
安迪尔水库投入使用后能为安迪
尔乡2.43万亩耕地筑牢可靠的水
源保障根基，同时为0.25万居民
提供稳定的生活用水。此外，通
过水库的科学调节，还能有效降
低灌区泥沙淤积，显著提升农业
生产能力，为当地农业可持续发
展注入强劲动力。

让高质量党建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
□ 牟林

当 19 名党员选手在总决赛
舞台上讲述身边的坚守与奉献，
第三届和田地区“党旗映天山·党
员争先锋”最美党员榜样力量主
题讲故事大赛早已超越竞赛本
身。这场从 4 月启动、历经层层
选拔的赛事，正以最朴素的传播

方式，成为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的生动注脚。

“讲述”是人类文明最古老的
传承方式，而党员故事则是具象
化的党课教材。从妇科医生马小
慧15年的无影灯坚守，到媒体记
者赵渤21年的镜头记录；从党校
副校长边月群带病工作的案头灯
火，到“白发书记”曹杰武扎根基
层的税务身影——这些未被修饰
的真实故事，让党性教育摆脱了
文件说教，化作可触摸的身边榜
样。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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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融媒讯 （记者 阿卜杜拉）6月17日，
地区在策勒县召开经营性帮扶项目资产管理现场
推进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讲话
精神，对经营性帮扶项目资产管理工作进行安
排。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马合木提·吾买尔江出
席，地委副书记、行署副专员张彤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各县市、有关部门要提高思想认
识，压实工作责任，增强管好用好经营性帮扶资产
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摸清底数，担当作为，更好发
挥资产效益，带动产业发展，实现群众增收，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

会议强调，各县市要主动作为，对资产收益使
用情况开展梳理排查，盘活闲置资产，提升资产效
益。要精准实施资金项目、技术人才、市场营销等
帮扶措施，妥善解决问题，促进经营性帮扶项目良
性发展。要加强组织领导，扛起经营性帮扶资产
后续管理主体责任。相关部门要强化协调，配齐
工作力量，从群众利益出发，转变工作作风，确保
经营性帮扶资产管理举措落地见效。

会议要求，要充分考虑收益村发展现状，明确
资产权属，严把资产属性，将所有经营性帮扶资产
规范录入相关平台。要坚持分类施策，落实监管
举措，对经营性帮扶资产逐一评估研判，做到巩固
一批、升级一批、盘活一批、调整一批，严防国有资
产、村集体资产损失流失。

会前，与会人员前往策勒县策勒镇亚博依村、
策勒乡托帕艾日克村、固拉合玛镇拉依喀片区工
厂等实地观摩。

行署副专员杨关勇出席会议。

地区考察团赴阿克苏考察交流
地区融媒阿克苏讯 （特派记者 张亚辉）6月17日至

18日，地委书记王鲁军带领地区考察团赴阿克苏地区、兵
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就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稳岗就业、文
旅融合等进行考察交流。

在库车经济技术开发区，考察团成员参观了种子化
肥企业，看到企业搭建的数字化农业平台可以精准获悉
农田用水、用肥等数据后，大家表示，要学习引进现代化
农业管理技术，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提升种子自给能力，
以更高水准建设高标准农田，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在库车市伊西哈拉镇库木艾日克村“龟兹小镇”，
只见街道干净整洁，街边新改造的两层楼房已投入使
用，原本“老破小”村庄如今变成干净整洁的新家园。考
察团成员表示，要学习借鉴“龟兹小镇”改造经验，因地
制宜改善和田城乡面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建设生态宜
居美丽乡村。

17日至18日，地区考察团分别与阿克苏地区、阿拉尔
市举行座谈。阿克苏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阿迪力·艾力
对地区考察团一行表示欢迎。他说，阿克苏与和田地缘
相近、人文相亲、产业相连，经济互补性强，合作前景广
阔。双方应围绕自治区“十大产业集群”和环塔里木经济
带建设，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加强产业合作，携手打通贯
穿两地的特色旅游线路，提升文旅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促进互利共赢。

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党委书记、一师政委丁翊强表
示，师市将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南疆高质量发展工作推
进会精神，继续深化与和田的务实合作，强化服务保障，
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加大培训力度，确保务工人员稳
得住、留得下、融得进，推动两地资源优势互补、合作共
赢、共同发展。

王鲁军代表地委、行署对阿克苏地区、阿拉尔市给予和
田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阿克苏地
区、阿拉尔市建成多个国家级园区，产业链齐全，发展势头强

劲，形成了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好经验、好做法。和田
将认真学习，取长补短，扎实推进优势互补、区域协同发展，
切实把这些经验做法运用到和田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中
去，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田劳动力、文旅等资源优势明显，希
望双方在纺织服装、现代农业、文旅融合等方面加强协作，优
化产业布局和结构，精准对接在阿企业用工需求和劳动力供

给，促进两地互利共赢，助力南疆环塔里木经济带建设。
座谈会上，地区与阿克苏、阿拉尔市分别签订转移就

业人员服务相关协议。
地区领导张磊、曾冠军、于海峰、董燕军，阿克苏地

区、阿拉尔市有关领导，地区县市委书记及地直有关单位
负责同志等参加考察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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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田县描绘乡村旅游新图景

3000 亩 向 日 葵 绽 放 大 漠
地区融媒通讯员 买提努日 司热皮力

6月16日，2025年第二趟“皖和号”旅游援疆专列驶入和田火车站，496名安徽游客开启为期两天的
和田探秘之旅。6月17日，搭载着460名北京游客的“京和号”旅游专列驶入和田火车站，开启为期三天
的深度体验之旅。安徽游客和北京游客畅游大美和田，架起了交往交流交融的桥梁。

北京游客在和田团城和演员合影。 地区融媒记者 许晓龙摄 北京游客在和田团城拍照购物。 地区融媒记者 许晓龙摄

安徽游客在艾德莱斯绸手工作坊参观。
地区融媒记者 阿卜杜拉摄

旅游专列到玉都 交流交融写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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