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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航空

和田直飞成都航线首飞成功
地区融媒讯 （记者 阿卜杜

拉 通讯员 杨婷婷）7月1日15时
50分，随着四川航空3U6565次航班
平稳降落在和田昆冈机场，标志着川
航正式入驻和田航空，为南疆与川渝
地区架起又一条空中新通道。

当日，和田昆冈机场以独具特色
的欢迎仪式迎接首航航班。身着艳
丽服饰的演员跳起欢快的舞蹈，向机
组人员献上鲜花，热情迎接远道而来
的旅客。

此次新开航线采用空客A320系列
飞机执飞，每日一班。具体时刻为 10
时 55 分从成都天府机场起飞，15时50
分抵达和田；返程航班17时05分从和
田起飞，20时55分抵达成都。作为继国
航之后，和田至成都航线的首次加密航
班，两地旅客出行不仅有了更多选择，
更提升了两地间的航空通达性，有力促
进区域间人流、物流的双向流动。

“能成为首航旅客特别幸运。现
在来和田太方便了！”旅客张先生兴

奋地向记者说，“我要好好品尝和田
美食、欣赏壮美风光。”

新疆机场集团数据显示，2025 年
上半年，和田昆冈机场新增3条航线，
运输生产指标逐步提高。累计保障航
班 7712 架次，实现旅客吞吐量 880532
人次、货邮吞吐量3863.15吨，同比分别
增长13.78%、19.28%、1.17%，民航运输
市场展现出蓬勃活力。此次川航的加
入，将进一步完善和田航空网络布局，
为和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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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融媒讯 （记者 努
尔古再丽 宋俞霖 通讯员
杨婷婷）7 月 2 日，随着东方航
空MU6975航班平稳降落在和
田昆冈机场，和田至上海直飞航
线正式开通。航线的开通，不仅
大幅缩短了时空距离，更为两地
在商务、旅游、文化等领域的交
流合作搭建起了新通道。

航班落地后，和田昆冈机
场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现
场鲜花绽放、彩带飞舞，和田新
玉歌舞团带来精彩歌舞表演，
共同庆祝这一重要时刻。

“经常往返上海出差，以前
转机既耗时又费力，还总担心
航班延误。现在直飞太方便
了，省时又省心！”搭乘首航航
班回到和田的旅客毛志远难掩
兴奋。对于频繁往来两地的商
务人士而言，直飞航线显著提
升了出行效率。

据悉，该直飞航线由东方
航空执飞，每周一、三、五、七定
期往返。首航航班于06∶55从上
海虹桥机场起飞，13∶20 顺利抵
达和田；返程航班14∶30从和田
起飞，20∶05抵达上海虹桥，全程
仅需5小时35分。

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上海
凭借繁荣的商业、多元的文化
及丰富的商务旅游资源吸引着
八方来客；而地处新疆南部的
和田，则以独特自然风光、深厚
历史底蕴和浓郁民俗风情闻
名。此次直飞航线的开通，将有
力推动两地人员往来、经贸合作
与文化交流，加速经济、旅游、文
化等领域的深度融合发展。

洛浦县

引 洪 补 水 构 建 绿 色 屏 障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王

重斌）近日，洛浦县启动 2025 年
引洪补水工作，计划实施17万亩
引洪补水作业，通过建立洪水资
源科学调度机制，对县域内胡杨
林开展精细化生态补水作业，以
水资源高效利用精准对接沙漠边
缘生态修复需求，在塔克拉玛干
沙漠边缘构建绿色生态屏障。

今年 6 月以来，洛浦县多措
并举推进引洪补水工作。全县充
分发挥河湖长制作用，完成各级
渠系清理，提升渠道过流能力；强
化灌溉配水、输水全流程监督管
理，保障 24 小时不间断灌溉；完
善专项工作计划，确保计划用水
率达100%。同时，积极协调塔里
木河流域和田管理局，计划从和
田河下游引洪补水 6000 万立方
米，淹灌面积达17万亩。

洛浦县水管服务站副站长麦
提托合提·如则托合提说：“洛浦
县自6月29日开始引水，计划用
水量 1400 万立方米。此次引水
不仅能有效满足农业灌溉需求，
更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有力保
障。”

据介绍，此次引洪补水工作
构建了精准输水体系，为荒漠植
被生长提供长效水源。充足的生
态用水可促进胡杨、红柳等耐旱
树种新生幼苗萌发生长，提升林
分密度与群落稳定性，降低病虫
害发生率。水域环境改善形成良
性生态循环，滋养芦苇、甘草、沙
棘等野生植物群落，为野兔、黄
羊、野猪等荒漠动物提供饮水栖
息地，进一步丰富塔克拉玛干沙
漠的生物多样性。

洛浦县国有林场管理站副站
长艾力·努尔艾合麦提说：“2025
年，洛浦县全力推进胡杨林生态保
护工程，计划实施17万亩引洪补水
作业。截至目前，全县累计新建开
挖土渠 26 公里，完成河道清淤 2.6
公里，建成1000米拦洪坝，已实现4
万亩胡杨林有效灌溉，预计7月底
完成全部补水作业。”

此次引洪补水工作的实施，
将有力推动天然与人工植被恢
复，释放植被生态系统的防风固
沙效能，改善洛浦县域生态环境，
为筑牢塔克拉玛干沙漠绿色生态
屏障提供坚实支撑。

于 田 县 全 面 启 动 夏 粮 收 购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麦热

姆妮萨 帕日哈）目前，一年一度
的夏粮收购工作正式进入了高峰
期。于田县多管齐下，从品种、价
格到质量严格把控，全力保障夏粮
收购平稳有序推进，让农民群众卖
上“明白粮”“舒心粮”。

7月1日，笔者走进于田县先拜
巴扎镇粮食收购点，现场一片繁忙有
序的景象。前来售粮的群众络绎不

绝，一辆辆大卡车、三轮车满载着金
黄的小麦。工作人员各司其职，严格
按照国家标准，对小麦的水分、杂质、
容重等关键指标进行细致检测。检
测合格后，小麦通过传送带自动入
库，整个收购流程高效流畅。

斯也克乡奥尔曼村村民如孜
麦麦提·买买提明满脸喜悦地说：

“今年我家种了 16 亩小麦。今天
来卖粮，售出4吨左右。这里的服

务特别好，不到2个小时就完成了
售粮，效率很高。”

为确保今年夏粮收购工作顺
利开展，于田县早谋划、早行动，通
过多种渠道及时公示粮食收购价
格、质量标准、收购时间等信息，让
农民群众提前了解收购政策。同
时，对收购机械设备进行全面维
修，开展实操培训，确保粮食安全、
高效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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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国际传播团队登上

“文润慢火车”讲述和田故事
地区融媒讯 （实习记者

柴旭东）6月30日，“文润慢火车”
系列活动在 7558 次列车上第四
次启动。这场融合文艺展演、文
旅推介、理论宣讲与特色产品展销
的文化盛宴，不仅为旅客打造了充
满温馨的旅程，更吸引新华社国际
传播重点工作室“洋洋大观”团队
登车，记录南疆铁路线上的时代变
迁，讲述和田故事。

活动当日，7558次列车变身
移动文化舞台。歌舞表演展现和
田风土人情，文旅推介带旅客“云
游”和田景区景点，特色农产品展
销区的烤包子、艾德莱斯绸等商
品引得赞叹连连。“这趟火车不仅
是交通工具，更是文化交流的纽

带。”一位旅客感慨道。
值得关注的是，“洋洋大观”团

队通过镜头，聚焦南疆铁路网络建
设如何重塑当地生活图景。从交
通便利化到经济产业升级，从文化
交融到民生改善，采访团队深入挖
掘“文润慢火车”背后的新疆发展
密码，生动讲述新时代和田人民安
居乐业、民族团结的鲜活故事。

“文润慢火车”作为流动的时
代切片，串联起绿洲与戈壁，承载
着各族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成为展现新疆高质量发展成就的
鲜活注脚。此次专题报道将向国
际社会全景呈现一个开放、包容、
发展的新疆，传递南疆地区民生
向好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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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韩丽）盛夏，
在和田县和融新村的温室大棚内，串串饱
满的葡萄挂满藤蔓，深紫色的果粒在阳光
下闪烁着光泽——这里的“夏黑”“红佛蕾”
葡萄抢先迎来丰收季，以早上市的优势吸
引游客走进棚内采摘，为夏日乡村奏响一
曲甜美的“萄”醉乐章。

“你看这葡萄，颗颗饱满，尝了一颗特
别甜。”6 月 24 日，温室大棚内笑语不断。
游客带着孩子穿梭其间，手中的篮子很快
被深紫色的果实填满。

市民良女士一家提着葡萄欣喜不已：
“带孩子亲近自然，还能让他们了解葡萄种
植过程，现场摘的果肉新鲜、甜味足。”这种

“现摘现尝+亲子体验”的模式，让大棚变
身为乡村旅游的“甜蜜打卡地”。

据了解，此次成熟的“夏黑”葡萄属葡
萄科优质品种，经大棚种植后，2月中旬萌
芽，3月底至4月初开花，6月初即可成熟，
较室外葡萄早上市一个月。其果实无核、
浓甜带草莓香味，抗逆性强、耐贮运，成熟
后挂树时间长，兼具食用与观光价值。

据悉，和田县新城共有大棚葡萄 229
座。近年来，和田县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引
进优质果蔬品种与设施农业技术，以大棚
种植为依托打造特色农产品产业链。通过

“采摘体验+观光农业”模式推动农旅融
合，既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又为乡村振兴
注入新活力，让村民在产业升级中实现增
收，也为游客带来沉浸式田园体验。

和田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王小菊
说：“我们将依托现有的大棚规模基础，
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持续引进更多的大
棚葡萄种植品种，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品
尝到和田县特色产业所带来的甜蜜味道，
让村民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红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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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诉求
近日，墨玉县同德小区居

民王先生向地区接诉即办中
心反映：小区旁的农家乐深夜
仍在播放高分贝音乐，影响大
家正常休息，望相关部门协调
解决。
※记者帮问

接到群众诉求后，小和跑
民生热线（0903-2970001）记
者了解到，按照“接诉即办”的

原则，该诉求转至墨玉县斯孜
街道古勒齐社区办理。

社区工作人员向农家乐
经营者耐心宣讲《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等
相关法规，明确告知夜间噪音
扰民的违法性及危害，并责令
其每日24点后停止使用音响设
备。经劝导，经营者认识到问
题所在，立即调整营业时间，夜
间噪音扰民问题得到解决。

农家乐夜间扰民 社区协调按下“静音键”

小和跑民生·记者帮

新华社国际传播重点工作室团队记录“文润慢火车”活动现场。
地区融媒实习记者 柴旭东摄

北京援疆教师邬津：

在有限的援疆期发挥无限的光和热
地区融媒记者 古丽阿亚提 杨祝

七月的新疆和田学院绿树成荫，生机
盎然。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内，来自北京
的援疆教师邬津正专注地批改着学生的
职业生涯规划书。透过玻璃，“新疆和田
学院各民族学生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
一起”的宣传语格外醒目，这里见证着邬
津在这片热土上的教育耕耘。

扎根和田 践行使命担当

2024 年 10 月来到和田，200 多个日
夜，邬津以“起步即冲刺”的实干担当，在
新疆和田学院的校园里，诠释着援疆教师
的使命。

翻开邬津随身携带的笔记本，扉页上
“教育援疆，核在立德，重在树人。把首都
的先进工作理念，像种子一样播撒在和田
大地，用心浇灌，静待花开”的话语，不仅
是他的座右铭，更是行动的指南。作为北
京援疆指挥部地直教师工作队党支部宣
传委员，他深知思想引领的重要性。

在党支部书记付兴锋的带领及援疆
教师团队领队张增田的指导下，邬津始终

“想在前、走在前、干在前”，积极维护团队
团结，主动担当奉献。他参与“援疆践悟”
专栏建设，协助召开援疆教师团队周例
会，推动“援疆动态”撰写。2025 年新学
期，他主动承担起团队内部事务的提醒提
示工作，正如他所说：“这不仅是为了效
率，更是想营造一种‘人人都是主人翁’的

紧迫感和责任感，把时间掰碎了用，才能
不负此行。”

在分管领导外出学习的关键时期，邬
津主动跨科室挑起招生办和心理发展指
导科的业务重担。深夜的办公室里，他伏
案疾书，起草的《2025年招生宣传工作方
案》，首次创新构建了“线上 + 线下”立体
宣传矩阵。他牵头制定的《学生突发事件
处置要点》，成为学院应急处置的“标准指
南”，字里行间满是对学生的关怀和对安
全底线的坚守，也让学生工作部部长孙栢

川由衷感慨：“邬老师身上，有股韧劲儿和
担当。”

融合创新 转化北京经验

邬津明白，援疆并非简单的“复制粘
贴”。为了将“北京经验”转化为符合和田
本地实际的“和田方案”，他深入二级学
院、学生宿舍进行调研，以“小学生”的姿
态倾听师生的声音，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
录着和田师生的困惑与期盼。

基于调研，他提出“六个再”工作思

路，为学工队伍体系革新打开局面；融合
疆内外高校学生干部队伍建设经验撰写
的建议报告，为学工队伍建设提供长远助
力。依托北京后方优势资源，搭建线上培
训平台，实现全院学工干部与《北京高校
辅导员培训》的“云端”同步研修。当看到
两地老师在屏幕上热烈交流时，邬津眼中
满是欣慰：“那种‘天涯若比邻’的共鸣感，
让我觉得所有的协调努力都值了。”

授人以渔 培育本地队伍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留下带不
走的理念和方法，培养一支过硬的本地队
伍，这才是援疆的深远意义。”邬津是这样
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传帮带”本地青年教师过程中，他创
新“案例工作法”，通过示范课和专题研讨，手
把手带出两名能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倡导
的“走动式管理”，让学工干部走进宿舍、课
堂，真正贴近学生。学生科干部景江感慨：

“跟着邬老师，不仅学到实用的教学技巧，更
明白了如何把思政工作做到学生心坎里。”

站在新疆和田学院新植的胡杨林旁，
邬津展示手机里的照片，曾经羞涩腼腆的
学生如今能自信主持班会。刚刚建成启
用的学工部网站，投稿积极性和新闻阅读
实现“双提高”。这些变化，都是他援疆工
作成果的生动写照。

“邬老师自开展援疆工作以来，始终
全心投入学生工作部的建设与发展，在工
作中彰显出强烈的责任担当，以坚定的政
治立场搭建京和两地教育协作桥梁。”孙
栢川说。

邬津和一批批援疆教师怀揣赤子之
心，将智慧与情怀融入边疆教育沃土。邬
津说：“我将继往开来、砥砺前行，立足岗
位职责，在有限的援疆时限内发挥无限的
光和热，尽全力为学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贡献智慧和力量，为学工干部的成
长发展提供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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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援疆教师邬津指导学生读好书。 地区融媒记者 杨祝摄

※群众诉求
近日，民丰县年女士向地

区接诉即办中心反映：公司雇
佣司机驾驶运输挖掘机的车
辆途经民丰县公路超限检测
站时，车辆超重被扣留，希望
协调解决。
※记者帮问

接到群众诉求后，小和跑
民生热线（0903-2970001）记
者了解到，按照“接诉即办”的
原则，该诉求转至民丰县交通
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办理。

经查，司机驾驶的车辆实
际重量 105.9 吨，超过通行证

标明的 99 吨限重标准，且未
按规定配备护送车辆，存在重
大道路安全隐患，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五十条
相关规定。执法人员依法将
涉事车辆引导至卸货场，要求
司机消除违法状态，并通过电
话向年女士详细解释执法依
据及标准，她对处理结果表示
理解。

相关部门提醒，运输企业
需严格遵守公路货运规定，提
前落实护送等安全措施，共同
维护道路运输安全。
地区融媒记者 古丽阿亚提

运输车辆超限被扣 执法部门依法处置


