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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丰县萨勒吾则克乡乌塘村

8户农民承包860亩沙地“掘金”
地区融媒讯 （记者 努尔古

再丽 实习生 艾克热木）今年以
来，民丰县萨勒吾则克乡乌塘村 8
户村民陆续承包 860 亩沙地，种植
甘草、西瓜、甜瓜等实现增收。

6 月 16 日，记者走进民丰县后
河坝沙漠阻击区，映入眼帘的是一
排排在风沙中顽强生长的红柳，宛
如绿色卫士，扎根沙漠，与风沙展开
不屈抗争。

“看，这些红柳，迎着风沙，顽强
地生长。”萨勒吾则克乡乌塘村党支
部书记麦合木提·麦麦提自豪地
说。这看似简单的话语，背后却是
乌塘村探索沙漠治理与经济发展协
同共进之路的生动写照。

去年，当众人还对在沙漠发展特
色林果业犹豫不决时，麦合木提带头
承包100亩沙地种植红柳。他不仅用
实际行动表明决心，还积极向村民宣
传相关政策，耐心讲解沙漠种植的潜
力与前景。在他的带动下，8 户村民
陆续承包860亩沙地种植红柳。

乌塘村村民图尔荪尼亚孜·多来
提便是其中一员，他承包了111亩沙地

种植红柳。“政府还给了补贴，要是今
年秋季红柳长大了，我们就开始种植
甘草、西瓜、甜瓜等，发展林果业实现
增收。”图尔荪尼亚孜对未来充满期
待，言语间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在沙漠里
“掘金”。目前，乌塘村已有30余户农
民报名，计划明年承包2800亩沙地扩
大红柳种植规模，一场沙漠里的绿色
奇迹正在悄然兴起。

为保障红柳种植顺利推进，助力
村民增收，萨勒吾则克乡积极作为，
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沙漠，为村民
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指导。

“今年我们在试验田种植了20余
种中药材，一旦试验成功，这些中药
材种植技术将在全乡推广，为村民开
辟新的增收渠道，进一步推动乡村经
济发展。”萨勒吾则克乡干部图尔荪
江·麦提图尔荪说。

红柳的成活不仅改善了沙漠生
态环境，更激发了村民的种植热情。
通过“党建引领+政策扶持+科技助
力”模式，后河坝沙漠阻击区正将曾
经的荒芜之地转变为绿色财富之源。 种植户查看红柳长势。 地区融媒记者 努尔古再丽摄

安徽援疆教师

用 艺 术 点 亮 和 田 学 子 梦 想
地区融媒记者 古丽阿亚提 杨祝

在新疆和田学院，一位来自安徽的援
疆教师正用艺术之笔，在和田教育的沃土
上勾勒着希望的图景。他叫郭延龙，是安
徽大学教师。2024年8月，他跨越4000公
里，从安徽来到和田，任新疆和田学院艺
术学院副院长。他以“艺”启智，用行动诠
释教育援疆的使命与担当。

“胡杨能在沙漠扎根，教育者亦能在
此播种希望。”这是郭延龙初到新疆和田
学院时写下的肺腑之言。

彼时，新疆和田学院新校区尚在建
设，教学楼在风沙中若隐若现，教学设施
也有待完善。但他没有丝毫退缩，安顿好
行李的次日，就迅速投入工作，与青年教
师研讨课程设置，精心撰写教案。

作为安徽大学硕士生导师、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哲学博士，郭延龙有着耀眼的学
术履历，教育部评估专家、安徽省“百青”
人才，还主持了10余项省部级项目。在新
疆和田学院，他放下“专家”的光环，以一名
普通一线教师的身份走上讲台。他主讲的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巧妙融入和田历史
文化特色，将艺术设计与就业创业案例紧密
结合，课堂上讨论热烈，气氛活跃。

“郭老师总说，艺术不是束之高阁的阳
春白雪，而是能扎根生活、改变命运的力
量。”学生古丽皮亚·麦麦提深有感触地说。

除了教学，郭延龙更扛起学科建设的
重担。从逐字逐句打磨本科专业申报材
料，到筹建“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
心”，他都亲力亲为。他带领教师团队走
访和田市文旅局、和田博物馆，深入挖掘
尼雅遗址、和田玉等文化元素，并将其融
入科研规划。功夫不负有心人，2024 年
底，该中心成功获批校级科研平台，成为
艺术学院首个专注边疆文化创新的学术
阵地。

“艺术+实践”是郭延龙在援疆教学中
探索出的独特模式。面对学生实践资源
匮乏的难题，他带着馕驱车数百公里，走
访20余家单位，最终促成校企共建实训基
地。

为了拓宽学生的视野，郭延龙积极牵
线搭桥，推动新疆和田学院艺术学院与四
川美术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高校建
立交流机制。

在郭延龙的悉心指导下，今年初，学
生阿迪力的作品《丝路新韵》代表学校参
加全国大学生艺术设计大赛，以艾德莱斯
绸与沙漠胡杨为创意元素，斩获铜奖。阿
迪力感激地说：“郭老师帮我们修改设计
稿时，连纹样的弧度都反复斟酌，他说这
是‘让边疆文化站上全国舞台的第一
步’。”

从江淮学者转变为边疆园丁，郭延龙
在昆仑山脚下用心用情用力书写着教育
援疆的精彩篇章。他以知识为火种，照亮
学子前行的道路；以文化为纽带，促进各
民族的交融与发展。

援疆工作进行时援疆工作进行时

郭延龙指导学生绘画。 地区融媒记者 古丽阿亚提摄

地区举办技能大赛

提 升 工 会 工 作 者 能 力

地区融媒讯 （记者 惠
丰蕾 阿巴拜科日 实习生
艾克热木）6月18日，由地区工
会主办的社会化工会工作者业
务技能大赛在地区融媒体中心
演播大厅举行。来自地区及各
县市的9支参赛队伍、27名选手
参赛，围绕工会核心业务展开激
烈角逐，展现出新时代工会工作
者的专业素养与服务风采。

本次大赛以“强技能、优服
务、促发展”为主题，旨在通过
竞赛的形式，提升工会工作者
的业务能力，强化服务职工的
水平，为地区工会事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大赛分笔试和现场竞答两
个环节。笔试环节中，选手认
真审题、沉着作答，展现出扎实
的理论功底；现场竞答则将比
赛推向高潮，必答题环节选手
对答如流，彰显出对业务知识
的熟悉程度；抢答题阶段，各队
选手反应敏捷、分秒必争，现场
气氛紧张热烈；风险题环节更
是考验选手的策略与胆识，扣
人心弦的答题过程赢得观众阵
阵掌声。

经过多轮激烈比拼，大赛
最终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及优
秀组织奖。获奖选手表示，此
次竞赛不仅是一次技能的较
量，更是学习交流的宝贵机
会。和田县总工会参赛选手古
力洁米莱·克热木拉说：“今天
的比赛，我收获很多。今后我
会把竞赛中的收获转化为工作
动力，不断提升服务群众的能
力。”

“以赛促学、以赛促干、以
赛促练的模式，有效调动了广
大工会工作者钻研业务、提升
本领的积极性。地区工会将持
续搭建‘学、练、比、用’一体化
平台，推动竞赛成果转化，切实
发挥工会‘娘家人’作用，为构
建和谐劳动关系、推动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地区
工会社会化工会工作者蒋宏博
说。

地 区 两 级 法 院

以 法 之 力 护 企 发 展
新疆法治报和田讯 （石榴云/新疆

法治报记者 张蕾 通讯员 张海燕）近
日，一起工程款纠纷在和田县人民法院法
官的调解下化解。

2020年4月1日，原告陈某、刘某与被
告四川某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建
设有限公司”)签订《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协
议书》。基础工程完工后，某建设有限公
司出具结算清单，支付部分款项。去年
底，陈某、刘某诉至法院，要求某建设有限

公司支付剩余工程款和违约金。某建设
有限公司称资金周转困难，暂时无力支
付。

和田县法院考虑到某建设有限公司
的实际情况，组织双方调解，让双方充分
表达诉求。最终，陈某、刘某放弃主张违
约金，某建设有限公司承诺在两年内分四
期付清欠款。

这一案例是和田地区两级法院优化
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近年来，

该地区两级法院立足审判职能，将服务
保障和田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为
工作着眼点。2024年，和田地区两级法
院审结涉企纠纷11651件，执行到位金额
999.02 万元，对 95 家企业采取“活封”
措施。

同时，和田地区两级法院强化一站式
多元解纷与诉讼服务体系建设，设立10个
涉企“绿色通道”，涉企案件简易程序适用
率达 48.08%，诉讼服务满意度达 98%，实

现涉企案件快立、快审、快调、快结。面对
2025 年第一季度涉企案件受理量增长
4.44%的趋势，该地区法院持续优化诉讼
服务流程，提升办案效率。

在产业优化升级方面，2024 年，和田
地区两级法院审结破产案件4件，让资不
抵债企业有序退出市场，实现资源合理配
置，为优势企业拓展空间。

在矛盾纠纷化解方面，和田地区两级
法院构建“法院+行业协会”联动解纷机
制。比如，和田市人民法院与建筑业协会
就建筑工程领域难点问题达成多项共识，
推动矛盾纠纷在诉前实质化解;基层法院
入驻综治中心、政务大厅，诉前调解分流
率达57.13%，新收民事一审案件调解结案
量占比54.25%。

和田警方跨省破获电信诈骗案
为群众挽回损失48万余元

地区融媒讯 （记者 古丽
阿亚提 通讯员 郭泽华）近日，
和田警方辗转 8 省市，破获一起
电信诈骗案，抓获多名犯罪嫌疑
人，成功为受害人宋某挽回经济
损失48万余元。

案件源于一通看似平常的陌
生来电。电话那头，“客服”语气
急促，称宋某在抖音开通了每月
自动扣费的会员服务，为避免损
失，需立即协助关闭。宋某在对
方诱导下，一步步下载诈骗 APP，
在所谓“专业指导”中，将毕生积蓄
转账。直到转账成功提示音响起，
宋某才意识到受骗，立即报警。

案发后，地县两级公安成立
专案组，抽调精锐力量展开侦
查。民警深知追赃刻不容缓，历
时1个多月辗转江苏、上海、河北
等 8 省市，在援疆省市支持下梳
理海量线索，成功锁定该案件背
后的专业洗钱团伙。据悉，犯罪
嫌疑人反侦察能力极强，但在警
方攻势下最终落网。

专案组成功抓获犯罪嫌疑
人，并将48.04万元被骗资金返还
宋某。目前案件已依法移送起
诉。

和田公安提醒公众：对陌生
电话、不明APP及转账要求保持
警惕，务必核实信息、谨慎操作。
如遇诈骗立即拨打报警电话，以
便及时止损。此次案件的侦破，
有力震慑了电诈犯罪，彰显公安
机关维护群众财产安全的坚定立
场。

特色产业助力玫瑰香飘全国
地区融媒讯 （记者 努尔

古再丽 实习生 艾克热木）6
月17日，记者走进于田县阿热勒
乡也台克孜勒村的花农特色农业
发展专业合作社，打包车间内一
派繁忙。“这批玫瑰花茶订单要加
急处理，上海客户正等着收货。”
合作社负责人阿布里孜·木沙说。

包装车间内，员工们手脚麻
利，将玫瑰花酱、玫瑰花茶等产品
装箱打包，生产线开足马力，确保
全国各地订单准时发出，线上线
下火爆的销售态势，呈现出合作
社蓬勃的发展活力。

合作社成立于 2020 年，以
“农户+合作社+龙头企业”创新
模式为引擎，深耕特色农产品领
域。从玫瑰花蕾、花瓣到花冠茶，
从特色干果到肉苁蓉，丰富多元
的产品矩阵，充分展现出强大的
产业整合能力。

在销售端，合作社积极拥抱
数字化浪潮，线上电商平台、线下
体验店、直播带货齐发力，凭借良
好的产品质量，迅速打开市场。
此外，合作社还代销40余款玫瑰
花护肤品，从面膜、眼膜到精油、

纯露，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升市
场竞争力。

“今年已收购本乡10吨玫瑰
花，每一款产品都采用新鲜原料
精心制作。”阿布里孜介绍，依托
于田县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合
作社引入先进技术，优化加工工
艺，严格把控每一道生产环节，确
保产品天然、品质卓越。通过构
建“生产—加工—销售”全链条体
系，不仅畅通了产品销路，更为县
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目前，合作社为10余名员工
提供稳定就业岗位，辐射带动周
边600余户家庭增收，成为阿热
勒 乡 特 色 产 业 发 展 的 “ 助 推
器”。每年，合作社与 180 余户
农户签订玫瑰花收购协议，并通
过技能培训、现场指导等方式，
传授科学种植、规范采摘及晾晒
加工技术，为村民打造稳定的增
收渠道。

一朵朵娇艳的玫瑰，在“合作
社搭台、农户唱戏”的模式下，成
为村民致富的“幸福花”，推动特
色产业向规模化、产业化大步迈
进，绘就乡村振兴绚丽画卷。

小和跑民生

热线电话：0903-2970001

游客选购玫瑰花产品。 地区融媒记者 努尔古再丽摄

共产党人在和田共产党人在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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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亦胜，在新疆工作时曾化名郑正声，
1911年出生于江西省铜鼓县。1925年参加农
民协会，1927 年参加少年先锋队和列宁主义
青年团，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郑亦胜于1930年到红三军团总部当传令
兵，后进入红军大学学习。1933 年以后历任
中共贵南特区书记，将乐县工作团团长，闽赣
省苏维埃政府党组成员，省财政部副部长。参
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
后任中华苏维埃中央财政部统收局长，兼陕、
甘、宁三边特区财政特派员。1938年10月，郑
亦胜和高登榜由毛泽民点名来新疆工作。
1939年任财政厅秘书、财委会主任秘书，1941
年指派为新疆财政监察委员会视导员。1942
年1月28日，被委任为叶城县（时由和田管辖）
税局局长，1942年5月5日聘任为叶城县政务
委员。1942年12月，盛世才以“另有任用”为
名，将郑亦胜调回迪化软禁，1943 年 2 月 7 日
被逮捕入狱。在狱中，他与其他同志一起，同
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经受住了敌人极
其野蛮的残酷迫害和严刑拷打的考验，1946年6
月经党中央营救回到延安。1946年冬，任陕甘宁
边区政府审计处副处长。1947年，任西北野战军
供给部副部长、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任兰州军区
政委。1996年10月在南昌病逝。

郑亦胜在和田工作期间，整顿税务机构，
严查偷、漏、瞒逃税者，取消苛捐杂税，按照统
一的规章收税，严格执行预、决算制度和有关
财务制度，严惩不法之徒，及时增设税卡，使原来的3个税卡增
为13个，使叶城税收一年增加了一倍多（约增20多万元）。积极
发挥县政务委员作用，经常深入民众了解疾苦和困难，及时帮助
解决，还经常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教唱抗日歌
曲。 地委史志办

获奖选手上台领奖。 地区融媒记者 阿巴拜科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